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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县 乡 动 态

（备注：1亩=0.0667公顷）

本报讯（通讯员 侯玲丽）近年来，施秉县马溪乡始终把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作为抓基层、打基础的重要抓手，坚
持党建引领推动产业发展，通过“建强组织队伍、盘活闲置
资源资产、健全发展工作机制”三项举措，探索挖掘村级集
体经济发展“新路子”，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增收致富。

建强组织队伍筋骨，打牢集体经济发展基础。成立村级
集体公司，建立乡领导班子成员、干部包村制度，压实工作
职责，确保项目和资金安全运行。同时注重乡土人才培育
使用，鼓励、引导党性原则强、群众观念强、服务能力强的党
员、退役军人、致富能手等加入村级集体经济，以村产业基
地为载体，打造现场培训教学点，为群众宣传扶贫政策、提
供技术培训服务，增强“造血”功能。近年来，累计组织各村
党支部书记到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先进地区学习 30 人次、35
名“土专家”和“田秀才”走上田间地头“问诊把脉”，受益群
众 1 万余人次。

盘活闲置资产资源，实现集体经济增收致富。注重盘活
闲置资产，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现有的闲置门面、老旧校
舍、烤烟棚等资产进行改造、承包、租赁，提高资产存量利用
率的同时，获取租金、增加就业、发展产业，带动村级集体经
济年均增收 6 万余元。盘活闲置土地资源，引导农户将土
地、山林流转给村集体公司经营，同时整合用好中央、省、
州、县资金扶持村集体经济项目，成功推出马溪村“马溪菜
籽油”，王家坪村“佛顶山古树茶、林下天麻、生态百花蜜”，
九龙村“跑步鸡、饮用山泉水、特色水产养殖”，塘头村“马溪
牛肉、深山民宿”，茶园村“烤烟生产、林下养蜂”等品牌产
业，带动发展“一村一品”，让“死资源”变成“活资产”，户均
年收益 500 余元，惠及农户 600 余户，实现农民收益最大化。

健全发展工作机制，促进集体经济规范发展。强化党建
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创建“党支部+村集体经济+农户”
发展机制，不断增强党支部凝聚力。严格村级集体经济监
督管理，邀请村务监督委员列席支部大会、村民大会等，并
由村纪检员任村集体公司监事长，全程监督村级集体经济
相关事宜，确保各项决策科学合理。构建“优势互补、利益
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按照“5：2：1：1：1”（50%
用于扩大再生产支出，20%用于村级“爱心超市”的运作和村
级公共服务支出，盈利的 10%用于股民分红，10%用于补充
村级办公经费，10%用于奖励对村级集体经济有贡献的村组
干部）的利润分配模式，促进农户、村集体经济组织长期稳
定。截至目前，完成分红 42 万元，覆盖农户 1478 户。

施秉县马溪乡：

“三举措”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

近年来，榕江县积极挖掘苗族蜡染、刺绣等非遗技艺，
结合市场需求，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订单”的方式，
带动村民从事苗族传统刺绣、蜡染等手工制品生产与外销，
实现“非遗”传承与市场有效对接，让群众就业增收，助力乡
村振兴。

图为该县塔石水族瑶族乡乌吉苗寨妇女在画蜡画和
刺绣。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近日，从江县丙妹镇大塘村绚丽的朝霞映照梯田，呈现
油画般的美景。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榕江县乌吉苗寨：

指 尖 技 艺 助 增 收

从江县大塘村：

朝 霞 映 照 梯 田 美

金秋时节，剑河县

岑松镇平加村 50 余亩

红心猕猴桃已进入成

熟 期 ，吸 引 许 多 城 区

市 民 前 来 自 助 采 摘 ，

体 验 收 获 的 乐 趣 ，种

植户也抢抓农时采摘

销售。

图为近日，果农在

基地采摘红心猕猴桃

供应市场。

（通讯员 邰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吴忠寿）看得见的绿色美如画，看不
见的美味水中游。黄平县谷陇镇城溪村依托温热的气
候、优质的水源等生态条件，今年年初开启了“优质稻＋
稻花鱼”种养结合模式，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这些鱼苗和水稻共生，在水稻收获前即可捕捞上市，
故称为“稻花鱼”。

“我们村都是生态种养，一水两用，一田多收。”村民
王成军乐呵呵地说，稻花鱼以稻田中的杂草、害虫等为
食，减少了病虫害，而鱼产生的排泄物又成为水稻的肥
料。稻鱼共生，效益双增，养殖的稻花鱼肉质紧实，味道
鲜美；产出的稻米香糯可口、质优价高。每亩田收入可达
6 千元左右，有力地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下田能抓鱼，田边可赏景。近年来，城溪村围绕“稻鱼
共作”种养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做好农文旅融合发展文
章，取得可喜成效。每年金秋时节，稻丰鱼肥，金色的稻
谷随风起伏，激起层层波浪，与田间劳作的村民、错落有
致的村庄、连绵起伏的山峰相互映衬、绘成一幅丰收的田
园风景画。

“乡村要振兴，产业首先要兴旺。”村党总支书记杨胜
红介绍说，“我们引进的稻花鱼产业，现已形成了稻鱼共
生的生态系统，水稻亩产值在提高的同时还能够改善农
田的生态环境，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产业。下一步，我们村
将准备大力发展以稻花鱼为主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把
稻花鱼推向市场，让村民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黄平县城溪村：

稻谷金黄鱼儿肥 一田多收风光美

本报讯（通讯员 周燕 陈昆）稻种归仓
抢种忙，冬无闲田收益丰。初秋时节，岑巩
县思旸镇盘街村岑转坝的田间地头，到处
是村民们忙碌的身影，翻犁土地、蔬菜育苗
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一幅“冬田不闲土
地生钱”的秋耕秋种图在充满希望的土地
上舒展。

“为了尽早把制种田地整理好，把蔬菜
苗育好，近几天来，我们每天都有两台犁田
机在犁田，七八个人在清田，十四五人在育
苗。”盘街村党支部书记边兴鹏介绍说。今
年，村合作社种植的 300 亩杂交水稻制种获
得了丰收，现在秋收谢幕谷粒归仓，制种田
地闲置，趁着天气晴好，加大人力物力投
入，利用制种田地积极落实秋冬种各项工
作，争取让种植的蔬菜赶在霜降之前提早

上市，既能卖个好价钱，也不影响明年的杂
交水稻制种。

近几年来，盘街村依托杂交水稻制种坝
区土壤肥沃、土地集中、机耕道完善、水利基
础设施良好的优势，将坝区杂交水稻制种基
地作为秋冬种的“主阵地”，采取“党支部+
村合作社+种植大户”组织方式，“订单式”
种植产量高、周期短、见效快的西葫芦 200
亩，白菜100 亩，让闲置资源运作不“闲”，效
用不“闲”，促进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

今年，盘街村的秋冬种是村合作社和
种植大户合作开展的，成本各出一半，利润
对半分，种植户负责技术和销路，合作社负
责产业管理。目前，种植大户与村合作社
按照西葫芦每公斤 3 元的价格，白菜每公斤
2 元的价格，达成了销售协议，产品主要销

往广西南宁和广东深圳。按白菜亩产 4000
公斤、西葫芦亩产 2500 公斤计算，今年秋冬
种预计总产值可达 230 万元。除去成本和
合伙人的收益部分，村合作社可实现利润
55 万元左右。

村集体经济壮大了，村里开展教育表
彰、孝老爱亲、弱势群体关怀等活动就有了
资金保障。今年，村里为 54 名优秀学生发
放教育奖励资金 14600 元，对 6 名优秀党
员、8 对好公婆、8 个好媳妇、18 户文明家
庭、3 个卫生文明村组进行了表彰，对全村
196 名 70 岁以上的老人分别发放大米和食
用油 196 袋，慰问退伍军人 29 名。

“以前忙完秋收，冬闲时节就是上山放
牛羊、进山砍柴，苦累还挣不到钱。如今村
合作社发展秋冬种产业，让我们常年有活

干、四季有收入。”村民刘金平满足地说，
自家稻谷收完后，他就来村合作社产业基
地做工，一天能挣 100 元，还能照顾生病的
爱人，今年已经挣了 5000 多元。

今年以来，岑巩县以坝区为秋冬种“主
战场”，以油菜、马铃薯粮油作物为主打品
种，计划种植秋冬种 28 万余亩，其中种植油
菜 8.9 万亩，马铃薯 7 万亩，蔬菜 6 万亩，绿
肥 6 万亩。为稳步提高粮油供给保障能力，
该县对油菜种植主体，采取免费提供种子
和肥料，对土地翻犁进行补助的方式，全力
抓好秋冬种各项保障工作，充分调动农户
种植粮油作物的积极性，最大限度盘活冬
闲土地资源，确保四季无闲田，收入不断
档。目前，全县秋冬种土地翻犁、育苗移栽
等工作正在有序开展中。

岑巩县：

秋冬种打造 28 万亩“四季增收田”

眼下，锦屏县 10 万亩中稻陆续进入收获期，党员
干部进村入户组织农民抢抓农时，收割成熟的稻谷，
确保颗粒归仓。

图为 9 月 4 日，农机手驾驶收割机在该县新化乡
新化所村坝区收割中稻。

（通讯员 李必祥 摄）

锦屏：稻谷黄 丰收忙

剑河县平加村：

红 心 猕 猴 桃 开 园 采 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