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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乡土人才是宝贵的人才资源，是

发展草根经济的金种子，是带领群众

致富的领头羊，更是实现乡村振兴不

可或缺的源头活水。作为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的田秀才、土专家，乡村是

他们发挥一技之长的广阔舞台。当

前，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需要激发乡土

人才干事创业的干劲与闯劲，调动乡

土人才的积极性、创造性，让他们在

乡村振兴的舞台上显身手。

搭建干事创业平台。这是让乡

土人才走上乡村舞台不可缺少的关

键一环。乡土人才虽有一定的技能

与本领，但缺乏适合他们的发展平

台。基层政府要为敢创业、愿创业的

乡土人才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和搭

建干事创业的平台，鼓励乡土人才在

乡村振兴舞台上一展身手，激发他们

的创新创业潜能，为乡村振兴事业发

展源源不断注入活力。与此同时，可

以通过开展各类创新创业竞赛活动，

提高乡土人才的知名度，不断激发优

秀乡土人才干事创业热情。

强化优惠政策保障。乡土人才

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优惠政策激

励与保障是乡土人才充分发挥自身

优势的“润滑剂”。让乡土人才真正

走上乡村舞台，各地各部门要坚持

政策向乡土人才倾斜，通过政策上

倾斜、技术上指导、资金上扶持等举

措，为乡土人才排忧解难，鼓励和引

导乡土人才发挥一技之长，坚持把

服务保障作为乡土人才推进乡村振

兴的着眼点，在资金、项目、生活等

方面，为乡土人才营造干事成才的

良好环境。

掌握一定才能本领。家有万贯，

不如一技在手。时下，乡村振兴战

略发展主体是农民群众，一部分乡

土人才是从农民群众中脱颖而出的

田秀才、土专家。只有让田秀才、土

专家掌握更多的专业技术本领，方

能更好地解决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与

困难。通过一系列专业技术培训，

不断丰富乡土人才知识储备，让乡

土人才真正成为助推乡村振兴的中

流砥柱和“领头羊”，不断在乡村振

兴舞台上大展身手。

让乡土人才大显身手
○ 潘庭江

侗族豆染是榕江县朗洞镇

侗族村寨世代传承的手工技艺，

是用黄豆粉、石灰粉、侗族米醋

等搅拌制成防染剂，然后用镂空

图案模板将防染剂涂到侗族土

布上，再用蓝靛印染，最后清洗

去掉防染剂，形成图案精美、环

保耐用的侗族豆染制品。

因受现代文化影响，侗族豆

染传统手艺濒临失传，朗洞镇色

边村今年 59 岁的侗族妇女石庆

芝就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侗族豆

染传承人之一。

近年来，榕江县朗洞镇依托当

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以“党支部＋

合作社＋农户”为发展模式，把侗族

豆染、刺绣等民间文化融入乡村旅

游产业发展中，支持民间艺人创办

侗族豆染、刺绣工坊，带动群众制作

豆染、刺绣工艺品销售，既传承了传

统文化，又实现了增收。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榕江县朗洞镇：

侗族豆染焕发生机

图为石庆芝（右一）在传授豆染防染剂制作技艺。 图为侗族豆染染剂产品。

本报讯（通讯员 吴啟萍）“啪、
啪、啪、啪……”近日，在岑巩县天马
镇白岩坪村大豆晾晒场，10 余位村民
抢抓时节，顶着烈日翻豆枝、打豆萁，
整个大豆脱粒过程忙而不乱、井然有
序，富有节奏的镰盖敲打声与村民的
欢笑声相互交织，场面十分热闹。

镰盖是一种以木、竹和藤条为制
作材料，用于农作物晾晒后进行脱粒
的传统农具。

据悉，今年白岩坪村村级合作社
500 亩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基地的
大豆喜迎丰收，平均亩产量约 80 公
斤，附近的村民们应邀从家里自带镰
盖前来采收。

“我们来这里干活 10 元钱一个小
时，大家有说有笑，非常开心。村干
部每天都督促我们干活，干累了就休
息一下，还给我们准备了饮用水，每
个人都发了防止中暑的药。”村民何
玉成说，来干活不仅挣了钱，也感受
到了村支两委满满地关心关爱。

“打镰盖”是个技术活，每个人出
尽全力，步调一致，才能敲打出最完

美的强音。“不会使用镰盖的人很容
易打到自己，大家只有在不断磨合
中、相互配合下，才能准确打到一个
敲击点上。”白岩坪村村委会副主任
阳云川说，敲打豆萁的时候，村民们
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灵活借用巧
力，认真听各自的敲打声。

相 互 搭 台 、好 戏 连 台 ，双 向 用
力、力量无穷。“‘打镰盖’打出了团
结，是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的体现，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才能让
1+1 大于 2。”天马镇党委书记吴钦
明说，全镇党员干部尽心尽力为群
众想法子、出点子、谋路子，推出暖
心服务，各族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干群关系、各民族关系进一步
紧密，全镇上下干事创业热情进一
步高涨。

近年来，天马镇以民族团结示范
县创建为契机，充分发挥村党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全镇人民在抗击疫
情、产业发展、抗旱保收等方面相互
协作、共同进退，使镰盖打出了民族
团结最强音。

岑巩县天马镇白岩坪村：

镰盖打出民族团结最强音

图为村民们在用镰盖敲打豆萁。

在天柱县渡马镇岩门村，乡亲们都称赞周福是
个干事创业的“能人”，不仅因为他自己这几年靠种
植红脆桃、珍珠李致富，更因为他带动周边村建立了
桃李合作社，让入社的 30 多户群众持续增收。

近年来，天柱县抓住产业振兴这个“牛鼻子”，通
过政策驱动、产业牵动、能人带动“三带动”方式，积
极探索产业振兴模式，实施“农业‘三小工程’+脱贫
户”“家庭农场+脱贫户”“合作社+脱贫户”“公司+脱
贫户”等模式，发展优质水稻、精品水果、中药材、特
色种植等生态循环农业产业，想方设法挖掘农业增
效潜力，拓宽脱贫户增收门路。

“岩门村能种植桃李致富，全是沾了县里产业振
兴政策的光。”周福说，“规模种植，成本低、风险小，
容易带领村民共同致富。”通过产业带动，周福走上
了一条自主增收致富之路，也为其他脱贫户提供了
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机会。

天柱县在92个村派驻了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帮
助村里发展产业。天柱县石洞镇石洞村一直以种植
水稻、小麦、红薯、土豆为主，群众收入普遍偏低。为
了改变这一现状，石洞镇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经过多
次实地考察，建议该村走特色种植的路子。在县农业
部门的帮助下，石洞村返乡创业能人龙先瑜等种植高

粱 300 亩，亩产高粱 350 公斤。目前，高粱进入采收阶
段，预计收入近 100 万元。高粱生产基地初步形成规
模，明年石洞村和附近村将有 100 多户村民参与种
植。工作队鼓励石洞镇汉寨村种植大户龙昌松流转
烤烟地，种植辣椒20多亩，不仅带动40多户村民种植
辣椒，还解决群众就近就业，助力群众增收。

天柱县出台《天柱县产业三年倍增计划实施方
案》，全县各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立足各村实际，按
照“一乡一业、一村一品”规划进村入户的要求，重点
选择与增收关联度高、脱贫对象能够广泛参与的农
业产业，通过培育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农业公司
等新型经营主体，做大做强主导产业，为脱贫群众搭
建一个产业致富平台，实现户户有增收项目、村村有
支柱产业。目前，全县有家庭农场 320 户、专业合作
社 949 家、农业公司 229 家，脱贫户全覆盖增收。天
柱县高酿镇隆寨村采取“家庭农场+农户”的模式种
植精品水果，带动全村 49 户种植金秋梨，年产金秋梨
60 多万公斤，户均收入达 2.2 万元；天柱县蓝田镇鸿
发村采取“合作社+农户”实施大豆、玉米复合种植，
300 亩玉米、大豆喜获丰收，200 多个村民就近务工，
人均增收 2000 多元，促进村集体经济创收 10 多万
元；贵州天柱县嘉发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蓝田镇楞

寨村采取“公司+农户”的模式建立优质稻制种基地，
制种 300 亩，带动 40 多位村民就业稳定增收；天柱农
投公司在天柱县凤城大坝、邦洞街道赖洞村等种植
玉米和大豆 1000 余亩，收获玉米 10 万公斤，解决就
业 400 多人；云上侬家在邦洞街道刘家坳建成辣椒烘
干厂，延长辣椒产业链，年收购辣椒 3000 多吨，消除
椒农后顾之忧。

天柱县实施“金凤丰翼”计划，大力组织技能培
训和技术服务，使得群众增收本领过硬。围绕天柱
县土鸡、油茶、中药材、蔬菜等特色重点产业，与县内
职校加强涉农专业建设，培养更多农业科技和农村
实用人才，2021 年以来开展高素质农民培训 942 人
次，造就了一支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
素质农民队伍。县里推行产业专家包区域、包面积，
技术骨干包技术、包服务的“科技包乡”责任机制，县
级选派 87 名农业技术专家组建 17 支服务队，深入产
业一线指导，及时为群众想点子、出思路、支实招。
农技专家服务队指导家庭农场等 2000 余人次、解决
技术难题 630 个。

今年以来，该县越来越多的脱贫群众实现自主
创业，或户户联合、户社联合、户企联合发展产业，走
上了稳定增收之路。

政策驱动 产业牵动 能人带动
—— 天柱县“三动发力”绘就助农增收致富图

○ 通讯员 杨湘

图为天柱县农投公司务工村民在晾晒玉米。（通讯员 金可文 摄）

图为天柱县蓝田镇楞寨村村民在收割优质稻种。（通讯员 金可文 摄） 图为天柱县石洞镇石洞村村民在采收高粱。（通讯员 金可文 摄）

今年以来，从江县丙
梅街道采取“一地多用”

“一季多收”的发展模式和
“党支部+基地+农户+企
业”的利益联结方式，发展
壮大百香果种植产业，促
群众增收。

图为 8 月 28 日，在丙
梅街道井母坡百香果种植
合作社务工的群众在采摘
黄金百香果。
（通讯员 杜静静 摄）

百香果
迎来丰收季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