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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与 新 时 代 同 心 同 向 同 行
—— 写在本报《乡村振兴》创刊一周年之际

○ 本报评论员

九月，秋高气爽，稻谷金黄，瓜果飘香，黔东南锦绣大地
又迎来了一个丰收季。本报《乡村振兴》周刊也迎来了创刊
一周年。

一年来，全州上下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
农”工作重要论述，认真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
2022 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
乡村振兴工作相关文件精神，抢抓国发【2022】2 号文件、黔
府发【2022】7 号文件政策机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
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州工作的重中之重，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命，切实深化农业结构
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布局，持续推动优势特色农业产业规
模效益提升，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村产业融合，全力打造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强化以工补农、以城带
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州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取
得明显实效。

“缤纷五彩绘秋田，遍地红椒醉万千”。一年来，全州上
下勠力同心，在黔东南这片希望的沃野上春耕夏种，辛勤耕
耘，用双手共同弹奏出乡村振兴恢弘旋律：在“推进现代山
地特色农业高效化规模化，打造农文旅都市休闲体验观光

产业带、构建道地中药材产业发展带，发展壮大现代林业经
济、聚焦林下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杂交水稻育种制种基
地、稳步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加大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
品和绿色、有机农产品推广力度、提升‘苗侗山珍’品牌知名
度和竞争力，扎实推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打造生态宜居美丽乡村”等
方面多点开花、多声部合唱，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
组织”全面走上振兴之路。

一年来，《乡村振兴》周刊致力于传递党委、政府的声
音，生动展示全州各地乡村振兴的实践成效，用心组稿、编
辑，努力“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广大记者、通讯员迎着风雨云霞用笔和镜头描绘出黔东南
大地的锦绣蓝图和秀美画卷，在广大读者热心浇灌和培植
下，《乡村振兴》周刊在关怀中成长，在成长中奋进，在奋
进中升华。

路在闯中走，事在干中成。根基植于泥土，枝叶沐浴阳
光，愿我们每个人的努力，都始于热爱，结于丰盈，看见锦绣
山河、同享丰收喜悦。《乡村振兴》周刊将与新时代同心同向
同行，砥砺奋进，不负重托。

金秋九月，五谷丰登、瓜果飘香，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
党的十九大做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以来，我州高质量开启

农业农村现代化新征程，各地广大干部群众辛勤耕耘，农业农村发
展硕果累累，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
富裕的乡村振兴图景全面展开。

在剑河县南明镇 5 千亩水稻种植大坝上，大型机械正穿梭在田
间收割水稻，农民忙着打包秋粮，确保颗粒归仓。丰收的水稻不仅
成为秋天里一道靓丽的风景，更承载着农民“粮满仓”的浓浓喜悦。

从月亮山上加榜梯田的层层麦浪，到清水江边的万亩大坝瓜果
飘香，全州各地农民的辛勤耕耘，为大地遍染了缤纷的丰收色。

今年以来，我州加快构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推
进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取得良好成效。重点产业发展规模进一步
稳定。全州蔬菜 135.81 万亩、辣椒 38.6 万亩、食用菌 4.84 万亩、茶叶
66.92 万亩、中药材 127.78 万亩、水果 143.4 万亩、生态家禽出栏
2060.29 万羽、生猪出栏 132.42 万头、牛羊出栏 27 万头/只、稻渔综合
种养 134.37 万亩，整体发展规模均实现同比正增长，按时超额完成
了进度任务。林下经济种养产业利用森林面积 691.36 万亩，总产值
91.41 亿元。

黄澄澄的金秋梨，肥美的小香猪肉，鲜甜的稻花鱼，香气悠远的
雷公山有机茶……一季又一季的丰收，绘出了农民的增收曲线，也
丰富了人们的餐桌。

这一年，我州着力夯实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生产体系，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农业现代化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高标准农田、现代水利工程
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截至 7 月底，全州建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
积 19.36 万亩，完成省下达任务（31.5 万亩）的 61.46%。全州乡乡有
稳定水源引提水项目共 27 个，总年供水能力 858.08 万方。实施农
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项目 1 个。

加强良种应用推广，地方资源保种工作不断深化，黔东花猪和

下司犬保种项目启动实施，积极推进岑巩县申报国家羊核心育种
场、三穗县申报国家水禽核心育种场。水稻钵体育秧、马铃薯大垄
双行规范化播种等技术推广面进一步扩大，全省首个水稻“无人农
场”在我州启动，区域综合性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培育取得成效，
在黎平县“菜单式”服务和“全程化”服务模式的基础上，继续在其
余 5 个县（市）形成了以服务粮油为主、优势特色产业为辅的“全程
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模式。

农业科技支撑能力不断提升。扎实实施科技赋能强农工程，积
极推动“万企融合”大行动，强化农业信息化技术应用，持续巩固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新时代农村基层干部乡村振兴主题培训和农业
技术人员创新创业行动不断深入，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农村不仅要产业兴，更要乡村美。
去年 7 月，麻江县卡乌村入选第一批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

振兴集成示范试点村。一年来，卡乌村共筹集资金 1769.27 万元，
围绕生态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设施等 15 个方面加以建
设改造，“康美苗乡”又多了推窗见绿、抬头赏景、移步闻香的“新
景点”。

目前，全州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省级 11 个、
州级 43 个，项目开工建设 932 个，开工率 90.2%；完工项目 672 个，完
工率 72.1%。实施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项目 4 个。

一座座村庄干净了、变美了，村民们的精气神也有了改变。各
地扎实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乡风文明建设，一股清新之风在广袤
田野中吹拂，村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

下一步，我州将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的决策部署，抢抓新国发
2 号文件和黔府发【2022】7 号文件机遇，继续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
展，全力打造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业体系，强化以工补农、以
城带乡，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朝着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的未来果毅前行。

（备注：1亩=0.0667公顷）

逐梦山川织锦绣 广袤沃野谱新篇
——黔东南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综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珺 杨玲

锦屏县新化乡映寨村全景锦屏县新化乡映寨村全景 （（通讯员通讯员 李必祥李必祥 摄摄））

从江县百香果产业示范园种苗繁育中心工人在管护百香果苗从江县百香果产业示范园种苗繁育中心工人在管护百香果苗
（（通讯员通讯员 吴德军吴德军 摄摄））

榕江县塔石乡党细村村民在晾晒稻谷和辣椒榕江县塔石乡党细村村民在晾晒稻谷和辣椒
（（通讯员通讯员 李长华李长华 摄摄））

工人在天柱县工人在天柱县““云上侬家云上侬家””辣椒烘干厂辣椒烘干厂劳作劳作
（（通讯员通讯员 金可文金可文 摄摄））

雷山县郎德镇南猛苗寨的观光稻田雷山县郎德镇南猛苗寨的观光稻田 （（通讯员通讯员 杨大禄杨大禄 蔡兴文蔡兴文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