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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乡 村 故 事

本报讯（通讯员 潘宗旭）三穗县台烈镇
党委、政府积极创新发展思路，用发展工业的
理念发展农业，用经营企业的理念经营农村经
济，以工业反哺农业，从而达到提高农业整体
素质和综合效益的目的。台烈镇各村党支部
在认真贯彻这一思路的同时，更采取有力的综
合措施积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农业产
业区和产业带，把传统农业向效益农业、现代
农业转变，推动农业逐步向基地化、企业化和
品牌化迈进。

近年来，台烈镇充分发挥自身丰富的农
业资源优势，切实在发展特色农业产业基地
上下功夫。大力优化民族地区农业生产区
域化布局，按照“三穗县十二个优势特色产
业”生态特色经济型农业带和高山地区安全
高效型农业带的发展目标，着力推进一镇一
业和一村一品，培育发展各自专业村和专业
合作社（公司），整合农业资源，截至目前全
镇已基本形成颇洞生态农业体验园（农业+
文旅），寨头民族产业基地（民俗+旅游），绞
颇、小台烈高山立体农业产业区（油茶+N）
以及台烈、屏树水产、畜牧产业区。建设特
色农业生产基地。逐渐扩大颇洞蓝莓、精品
水果、蔬菜，绞颇、小台烈、果介立体油茶，寨
头水稻-食用菌轮作，寨头食用菌、食用油加
工等特色民族农业生产基地，从而使全镇特
色农业生产基地面积达1万多亩，产值占全
镇农业总产值近一半。不断扩大基地科技
含量。在大力引进名优特新品种的基础上，
充分挖掘地方特色产品的潜力，大力改良优
化当地特色品种。同时，坚持传统农业技术
与高新农业技术并重，推行设施化、工厂化
农业，发展农业大棚生产。其中颇洞蓝莓、
寨头食用菌生产基地大力推广节水农业新
型技术，发展设施自动化喷灌精品水果、食
用菌，走生态、高值和可持续发展路子，其蓝
莓和食用菌产量分别占全镇的70%、80%，成
为当地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
而农业龙头企业是农业产业化的重要载
体。台烈镇不断加大对农业龙头企业的培
育扶持力度，积极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增加投

入，引进新技术和先进生产线，开发建设新
项目，扩大生产规模，完善企业经营管理机
制，实施标准化生产和无公害化生产，提高
企业的科技含量和产品档次。目前全镇已
建立民族农业体验园1个，农业企业、农业大
户40余家，其中省级以上龙头企业8家。全
年农业企业总产值达800万元以上，占全镇
农业总产值的40%，其中年产值超百万的企
业有 2 家，农业企业带动农户 1200 户，户均
增收800元。其中贵州山苗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年产蓝莓10万公斤，产品90%以上销往浙
江、凯里等地，年产值300万元。该公司除自
办种植基地1200亩外，还联结周边种植基地
3000 亩，每年为当地解决劳力出路 1000 多
个，带动增收农户5000多户，利益联结2287
户农户保底分红。

为加快农业现代化发展步伐，适应农业
振兴的目的，台烈镇突出以优质、高产、生
态、安全为核心，着力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并以此培育催生民族农业品牌。一是
加快无公害农产品和绿色食品质量认证。
根据食品质量管理要求，经不懈努力，目前
台烈镇已有贵州山苗蓝莓获得国家无公害
绿色食品质量认证，高元绿、林开花等注册
农业商标3个，大大提高了台烈镇民族农业
产品的知名度。二是推进有机农产品认证
工作。根据《三穗县实施品牌建设和标准化
认证认可实施方案》，构建台烈镇有机产业，
调整产业结构，打造本地特色有机品牌，力
求在茶油、水稻、蓝莓、蔬菜等农产品上突
破。三是加大农产品品牌宣传力度。先后
组织寨头苗兴绣花厂、贵州山苗、贵州高元、
贵州苗之盛等民族农业龙头企业的产品参
加县、州以及华侨城深圳农产品展销会，扩
大台烈镇农产品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打造台
烈民族农业品牌，增加市场竞争力，全面提
升农业综合效益，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三穗县台烈镇：

农业转型发展 擘画振兴画卷

近日，在天柱县社学街道社学村山岳
制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内，公司负责人王瑞
铖夫妇和王家三正忙着制作他们的“当红
产品”——轮胎胶凉鞋。

王瑞铖和王家三是天柱县社学街道社
学村村民，因要照顾家里，所以没有外出务
工，一直在创业路上探索着。

一年前，王家三到县里的一个小作坊
预订了一双胶凉鞋，谁知等了半个多月还
拿不到货。于是王家三想到平时看到的车
辆报废轮胎，瞬间就来了灵感：既然这胶凉
鞋有市场，不妨我自己也试做一下。于是
他找到王瑞铖，两人一拍即合，于 2022 年 1
月成立了公司，开始了他们利用废旧轮胎
制作胶凉鞋、拖鞋的创业之路。

“我们只收摩托车轮胎，不收汽车轮
胎。因为摩托车报废轮胎像是天生用来做
鞋子的，它里外都有花纹，既防滑又吸汗，
穿起来非常舒服。”王瑞铖说。

他们请人制作凉鞋模版，将几乎磨平了
花纹的橡胶外胎变废为宝，用高温处理好后，
根据人们脚的大小裁剪出不同尺寸的凉鞋。

洗、剪、蒸、画模型、打孔、穿鞋带等，一
共 10 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王
瑞铖和王家三通过摸索总结，不断提高产
品质量。

“你们看，这些都是我们在试做过程中
报废品。”王瑞铖指着一堆废弃胶鞋说，开
始他们进了将近 5 吨轮胎，试做过程中百
分之八九十都未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没有
经验，对软化轮胎的温度把握不准，还有制
作工艺也不达标，所以足足报废了 800 多
双胶鞋，白辛苦了几个月。

经过反复实验和总结，两人终于赢得
了成功。

王瑞铖他们制作的胶凉鞋一面世，便
成为抢手货，附近村民纷纷前来购买。

“最感动我的是一对老夫妻，都80多岁
了，从几公里外的芹香寨步行到我们这里，
就是为了买两双胶凉鞋。”王瑞铖感慨地说。

他们目前生产的鞋有胶凉鞋和“人字
拖”，每双价格从 58 元到 88 元不等。除了
在当地销售外，他们还在淘宝、拼多多开了
网店，每天都有订单，成为“爆款凉鞋”，销
到全国各地，月收入达两万多元。

用废旧轮胎做鞋产生的边角废料，有人
专门上门回收，对环境也不会造成污染，真
正做到了变废为宝，实现了经济、环保双赢。

王瑞铖说，目前公司发展稳定，明年的
销量肯定会比今年好很多。他们决心把公
司发展壮大，带领更多村民到公司做事，为
农民自主创业，助力乡村振兴尽一份力量。

变废为宝 “爆款凉鞋”俏销全国
○ 通讯员 伍丽 杨德志 周荣塘

仲秋时节，我州各地农村迎来
丰收季，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收

割、晾晒农作物，处处洋溢着秋收
的喜悦。

最美不过丰收图

本报讯（通讯员 周燕 唐鹏）为
提升农业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岑巩县
将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农产品烘
干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作为打通农

产品出村进城的“大通道”，通过在田
间地头建设具备保鲜、预冷、初加工
功能的中小型仓储设施，构建起集

“产后加工+源头保鲜+产地储存+市
场集散+对外交易+物流配送”于一
体的完整冷链设施体系，大大提升了
农产品产地商品化处理和错峰销售
能力。

2021 年 7 月，岑巩县投入东西部
协作资金400万元，按照“党支部+公
司+合作社+农户”模式 ，贵州润达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在客楼镇白家坝
村启动冷库建设项目，该项目总建筑
面积 1200㎡，主要建设 500㎡冷库一
座、配套建设 700㎡烘干房一间、采
购冷库烘干设备一套，并实施了电力
安装工程、室外挡墙附属工程等。今
年7月，该烘干房试运行。来自客楼
镇及镇远县都坪镇、尚寨土家族乡，
石阡县青阳乡、五德镇等周边地区的
大量新鲜辣椒，在这里经过烘干加工
后走向了省外大市场。

“我们平均一天要收购三四十吨

鲜椒，一天可连续烘烤鲜椒20 吨，产
出干椒 4000 余公斤，主要销往遵义、
重庆、四川、湖南等地。”该项目负责
人何烈鹏介绍，公司通过与遵义的资
深职业辣椒经纪人合作，不仅打通了
销售渠道，按照每斤高于市场价一两
毛的价格，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加工、
统一销售，也减少了中间流通环节，
最大限度的保障了椒农的利益。目
前，公司已收购鲜椒 300 吨，共产出
干椒5万余公斤。

“该冷库项目不仅提供 20 多个
相关就业岗位，项目实施满一年后，
公司还将按照投入帮扶资金的 5%
保底分红给政府，用于开发公益性
岗位和改善民生。”何烈鹏说，为推
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明年，公司将采
取集中育苗、提供种苗、统一技术指
导、统一回收加工销售的方式，发动
农户种植辣椒 3000 亩以上，推动产
业由数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让
老百姓在家门口把好产业就地转化
成好收益。

岑巩县：

小小“田头库” 产销“大通道”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模 刘光
英）近日，在锦屏县高杰山核桃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山核桃基地里，妇女
们腰间背着竹篓，手持长竹竿在核桃
树下欢声笑语地捡拾核桃果子，山坡
上呈现出一派热闹繁忙的景象。

锦屏县高杰山核桃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种植的山核桃主要以浙江
山核桃的品种为主，主要种植在铜
鼓和平秋两个乡镇，通过“合作社+
基地+农户”产业的发展模式，有效

地解决了当地群众的就业问题。
“这个产业可以带动我们村老

百姓增加收入，今天在家的劳动力
都来务工了，大家来干活一天就有
110 元。”平秋镇桥问村村民汤启智
前些年还一直到外面务工，自从村
里发展起了山核桃种植产业，他一
直在家门口务工。他说，虽然到村里
务工比到外面的工资要稍微低点，但
常年有活干，而且到坡上干活基本不
受疫情影响，所以也安安心心的在山

核桃产业基地里就业。
平秋镇桥问村气候温和，光照

充足，土壤偏碱性，非常适合山核桃
的生长，目前这里栽种的核桃树种
植已有 10 多年，正处于盛果期。

“桥问村这里今年挂果的面积是
200 多亩，这个基地产量带壳的核桃
大概有5万公斤左右。目前采摘山核
桃每天需要20人左右，我们打完核桃
过后就要马上施肥，施肥需要60人。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总面积已达到

4000 亩。”锦屏县高杰山核桃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桥问村种植基地负责
人阮宏树在山核桃基地里说道。

近年来，锦屏县紧紧围绕“杉木
之乡·有机锦屏”的战略定位，依托
本地特色产业优势，做大“有机”文
章。目前全县共有核桃基地 3.9 万
余亩，主要分布于铜鼓、平秋、大同、
三江等乡镇，年产量 800 多吨，可带
动 400 多人就业，成为锦屏县推进乡
村振兴的一项特色产业。

锦屏县：

发展特色种植 做大“有机”文章

图为王家三为胶鞋穿铁丝图为王家三为胶鞋穿铁丝 （（通讯员通讯员 伍丽伍丽 摄摄））

图为王瑞铖在查看成品鞋图为王瑞铖在查看成品鞋 （（通讯员通讯员 伍丽伍丽 摄摄））

图为客楼镇白家坝村冷库基地，烘干机正在烘烤辣椒。（通讯员 唐鹏 摄）

图为 9 月 8 日，航拍剑河县南明镇次第成熟的稻田，宛若给大地铺上了一层金黄的地毯。 （通讯员 杨家孟 吴昌连 摄）

图为 9 月 7 日，榕江县塔石乡党细村村民在晾晒稻谷和辣椒。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图为 9 月 6 日，村民在从江县翠里瑶族壮族乡岑丰村梯田收割稻谷。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