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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进入秋季，正值水稻病虫害防治关键期。在雷山县郎德镇南
猛苗寨，驻村工作队积极协调农技人员来到村里，运用植保无人机
为乡村旅游观光稻田进行水稻田间管护，解决苗寨劳动力不足问
题的同时，助力苗族群众增收和今年秋粮丰产丰收。

图为国家乡村振兴局派驻南猛村第一书记蔡孟阳（左）和农技人员
使用无人机对观光稻田进行田间管护。（通讯员杨大禄蔡兴文摄）

雷山县南猛苗寨：

植保无人机防治虫害

本报讯（通讯员 陆光树 姚进忠）近年来，黎平县以立足提升社
区功能配套、促进社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为出发点，以打造“温馨家
园、惠民窗口、身边红会、品牌项目”为目标，推进博爱家园创建，打通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推动红十字事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温馨家园。黎平县把“博爱家园”项目建设作为红十字固本
强基的重要引擎，结合村（社区）急难愁盼和公共服务短板问题，整合
各类资源，严格“博爱家园”建设标准和要求，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建议，
专班化推动、台账化跟进、规范化建设“博爱家园”项目。截至目前，投
入资金约420万元，建成“博爱家园”项目11个，有效提升村（社区）功
能配套，促进村（社区）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打造惠民窗口。该县紧扣红十字核心业务工作，整合党群服务站、
便民服务中心、道德讲堂、便民备灾库、四点半便民书屋、便民食堂等资
源优势，主动将红十字工作融入城乡社会服务和社会治理体系新格
局。发挥“博爱家园”主阵地作用，制定“博爱家园”工作制度、志愿者管
理制度、会费管理制度、物资管理制度等规章制度，促进“博爱家园”各
项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开展，打造惠民窗口、提升“博爱家园”运行能力。

打造身边红会。每个“博爱家园”建有1支以上志愿服务队伍，把
普及全民红十字知识、应急救护培训、应急避险演练作为硬性要求，每
个“博爱家园”项目点充分利用国家法定节假日及苗族、侗族等民族节
日，组织红十字志愿者开展老年人健康义诊、爱心理发、走访慰问、文
艺汇演、环境整治、植树种草、志愿者“敲门行动”等系列人道特色活
动，让红十字精神扎根百姓灵魂，凝聚起崇尚红十字、弘扬红十字、靠
拢红十字的鲜明导向。全县“博爱家园”项目点开展红十字知识等宣
讲50余场次，培训3000余人，举办人道特色活动100余场次。

打造产业品牌。探索“红十字会+企业（合作社）+会员（贫困户）+
生计金”运作模式推进产业发展，增加项目利益附加值，培育打造生计
金产业帮扶基地10个，投入资金150万元，形成各具特色的“博爱家园”
产业项目。黎平县龙形社区“博爱家园”将15万元生计金入股就业扶贫
车间，利益联结10户困难搬迁户，每户保底分红500元以上，社区红会
每年集体经济收入2000元以上，帮助解决搬迁群众就近就业240人，月
工资3500元以上。黎平县中潮镇兴隆村“博爱家园”项目将15万元入
股蛋鸡养殖项目，利益联结121户贫困户，实现村级每年集体收入达60
余万元，入股贫困户年均创收3000元以上，长期解决就业11人。

黎平县：

打造红十字“博爱家园”助力乡村振兴

县 乡 动 态

从江：

完善交通路网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从江县积极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境内

交通路网，优化城乡交通路

网布局，改善出行环境，有

力带动了乡村旅游发展和

农产品市场拓展，助力乡村

振兴。

（通讯员 石宏辉 摄）

近日，动车在贵广高铁从江路段行驶，与蓝天、白云、村庄、河流、青山等相映成趣。

近年来，岑巩县不断深化细化农业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优化农业生产组织
方式，把家庭农场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举措，不断完善政策、资金、技术、保险
等支持体系，积极培育家庭农场、农业合
作社等农业新型经营主体，推动家庭农场
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程度不
断提高，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激
发农村资源要素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如今，一大批小农户乘势而为发展
成为颇具规模的家庭农场，各家庭农场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
不断创新农业经营模式，以种养结合、生
态循环、农旅结合等各具特色的创新模
式，促进了产业兴旺，活络了乡村振兴的
血脉，推进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了稳
产增收、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

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 60 岁的农场
主杨长海，2015 年，喜欢养牛的他借助
塔山村板冲四面环山的地理优势，创办
了一个以肉牛养殖为中心、种养相结合
的生态循环家庭农场，闯出了一条“农
村有看头、农业有奔头、农民有劲头”的

农业发展新路子，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
活力。

“卖牛是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平日
就靠卖蔬菜和粮食赚取零花钱。”杨长海
说，家里每年冬天都会卖六七头牛，收入
有10多万元，上半年则靠着赶集，卖点白
菜、辣椒、茄子、豇豆等时令蔬菜和花生
等经济作物，一个月也能挣二三千元钱。

目前，杨长海的家庭农场养殖本地
黄牛杂交品种 21 头，利用从村里流转来
的 30 多亩土地，种植了 10 亩玉米、12 亩
牧草、4 亩水稻、4 亩高粱草、2 亩花生和

2 亩辣椒，村里昔日的荒田荒土披上了
绿装，摇身变成了“绿色银行”。杨长海
的家庭农场已成为州级示范家庭农场，
他也从一名传统小农户变成了一名现代
小农户。

目前，全县有家庭农场 169 家。其
中，省级示范家庭农场 10 家、州级示范
家庭农场 14 家，家庭农场经营土地面积
2100 亩，家庭农场经营总收入 7100 万
元，年人均纯收入 1.26 万元，辐射带动低
收入人口 830 人，“家庭农场”已成为推
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岑巩：169家“家庭农场”成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力军”
○ 通讯员 周燕 陈昆

近年来，榕江县征集

本土非遗传承人 、返乡

创业青年 、易地搬迁群

众、村寨留守妇女等 1.28

万人，提供技能培训、流

量扶持等服务，培育本

地 网 络 直 播 营 销 团 队

2800 余个，使“手机成为

新农具 、数据成为新农

资 、直播带货成为新农

活”。通过“新媒体+产

业 ”，有 效 推 动 农 货 出

山，全面赋能乡村振兴。

图为 8 月 10 日，新媒

体主播在榕江县忠诚镇

寨章村百香果种植基地

直播销售百香果。

（通讯员李长华摄）

榕江：新媒体主播代言助力农货出山

本报讯（通讯员龙志平） 近日，施秉县甘溪乡盐井村 400 余亩
朝天椒进入采摘期，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摘火红成熟的朝天椒，一派
丰收景象。

在盐井村的辣椒集中收购点，村民们有说有笑排着队，等待着
将自己采摘下来的一袋袋朝天椒称重装车，收购人员也忙个不停
地计重、支付现金，现场一派热闹繁忙景象。

“我今年只种了 2 亩朝天椒，今年的辣椒长势好、收购价格高。
我前几天卖得 2000 多元了，今天又拉了 100 多公斤过来卖。辣椒
种植比较好管理，收购商和村干部也经常通过电话、发信息等方式
给我们作种植技术指导，种出来的辣椒只需要拿到村里的集中收
购点卖掉就能变现金，明年我还要多种些。”盐井村朝天椒种植户
曾令德微笑着说道。

“今年我种植了 60 余亩朝天椒，今年的辣椒质量好、产量高，亩
产预计在 2000 公斤左右，按照现在的市场收购价 5.4 元/公斤，除去
人工成本，每亩纯收入在4000元以上。现在每天都有十来个村民在
我的辣椒地里采摘辣椒，一人一天下来可以采摘100多公斤，按照1
元/公斤支付工钱。”盐井村朝天椒种植大户曾翎云说道。

“这种朝天椒品种具有个大饱满、产量高的特点，盐井村的海
拔、气候、土壤环境很适合发展辣椒种植。我们公司是第二年与盐
井村签订收购合同了，公司负责提供优质辣椒苗和技术指导，农户
负责种植和管理，等到辣椒成熟，我们就上门来参照市场价格进行
收购，现场支付现金给种植户。从今年 8 月 11 日开始收购以来，我
们在盐井村已经收购到了 2 万余公斤朝天椒。”采购商付先生说。

近年来，盐井村以市场为导向，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构，通过
“公司+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积极鼓励群众大力发
展特色种植产业，促农增收致富。今年，盐井村 400 余亩的朝天椒
产业预计产值在 400 万元以上，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大大提高
了村民种植的积极性，助推乡村振兴。（备注：1亩=0.0667公顷）

施秉县盐井村：

400余亩朝天椒喜丰收

盐井村朝天椒称重装车

杨长海的家庭农场杨长海的家庭农场 （（通讯员通讯员 陈昆陈昆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