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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连日来，闻振雄常常忙碌往返于黎
平、天柱、锦屏、榕江四个县之间，忙于水
稻育苗、水稻机插等工作……

闻振雄是一名农机手，也是黎平县第
十一届政协委员，2015年5月，他牵头成立
了中潮镇万亩良田农机专业合作社，兼任
合作社监事长，成为了粮食生产社会化服
务的标兵，展现了政协委员的风采。

“粮食安全关乎国运民生，要把饭碗
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抓好粮食生产，带
动群众提高粮食产量，当好新时代的农
民。”这是闻振雄的职责使命。

中潮镇万亩良田农机专业合作社成
立后，在闻振雄等骨干社员的带领下，合
作社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努力
做好农业社会化服务这篇大文章，进一
步 发 展 壮 大 。 如 今 ，合 作 社 各 种 农 机
（具）已增加到 126 台（套），其中大型拖拉
机 10 台、旋耕机 20 台、收割机 4 台、高速
钵苗乘坐式插秧机 2 台、毯式高速乘坐式
插秧机 8 台 、水稻育秧自动播种机流水
线 2 台、植保无人机 4 台，已具备耕、种、
收、植保、烘干、加工等水稻生产全程机
械化条件，社会化服务能力得到加强。

目前，合作社带动固定就业达 38 人，
年人均工资 3.7 万元，同时每年可提供 1.2
万个工日的临时性岗位，支付劳动报酬
120 万元以上。

作为合作社负责人，闻振雄利用自己
的资源和技术优势，推广粮食生产社会
化服务，促成合作社与县农业农村局共
同探索出“菜单式+包干式托管”社会化

服务模式，为全县的粮食生产提质增效、
降低农民种粮的劳动强度和成本提供了
可复制借鉴的经验。

合作社从机防、机播、机耕、机收等方
面为社会提供了优质的农业社会化服
务，得到了各级各部门的充分肯定。2017
年，该合作社荣获贵州省农机合作社省
级示范合作社，2021 年获得全国农业社
会化服务示范试点单位。

今年来，闻振雄响应国家粮食安全战
略，主动与永从镇和永从村“两委”对接，
利用闲置的食用菌项目连体大棚育苗，既
盘活了闲置资产，为县内外农民提供了优
质水稻秧苗，又解决农村粮食生产劳动力
不足、效率低下、生产成本高等问题。

目 前 ，该 合 作 社 已 承 接 育 苗 订 单
11600 亩 ，其 中 黎 平 县 5000 亩 、榕 江 县
1800 亩、锦屏县 2800 亩、天柱县 2000 亩，
跨区域到湖南省靖州县开展机械化育秧
技术指导服务 1 万余亩。

“今年合作社还签订了全程机械化水
稻种植任务 4600 亩，通过水稻机械化育
秧、机耕、机插、机收的全程机械化耕作，
将比传统水稻种植模式增产约 20%，生产
成本降低约 30%，实现粮食生产高产高效
的目标。”中潮镇万亩良田农机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罗正武介绍说。

闻振雄：当好新时代农民
○ 通讯员 姚进忠 王绍阳

本报讯（通讯员 石慧）近日，榕江县水
尾乡开展村级党组织乡村振兴“擂台比武”活
动，全乡5个村党组织书记同台“打擂”，紧扣
产业发展、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村容村
貌环境整治、特色田园乡村建设等方面晒成
绩，展风采。通过此次“擂台比武”，营造比学
赶超的良好氛围，激发基层党组织书记干事
创业热情，倒逼村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
振兴能力提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在观摩的过程中，各村党组织书记都
纷纷亮出底牌，介绍本村的特点和成效。

“我们村在党支部的引领下，通过产
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今年仅在肉牛养
殖上，投入肉牛共计 75 头，已实现产值 20
余万元，解决就业3人，实现助民增收。”

“我们村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建立寨管
委和民主法治示范村，在此基础上完善村

规民约，规范村民行为，建立乡风文明同。
时在民主法治示范的背景下探索村民调解
矛盾机制，成功调解3次重大矛盾纠纷。”

……
实地观摩结束后，5位村党组织书记依

次围绕组织振兴、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
化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通过听群众说、
晒工作成绩、说工作打算进行“大比武”，此
次“擂台比武”活动，充分展现村党组织书
记干事创业拼搏进取的精神，营造出浓厚
的相互学习、相互进步，争先赶超的氛围，
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的作用。

榕江县水尾乡：

“擂台比武”找差距 乡村振兴添活力

近年来，锦屏县新化乡依托党建引
领，大力推进河堤修筑建设，通过修筑河
堤、防洪排涝设施、水环境提升和水景打
造等举措，营造“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
水和谐，生态宜居”的河流空间。

图为近日，新化乡新化所村亮江河二

期河堤修筑工程雏形初现。
（通讯员 李必祥 摄）

河堤修筑 岸绿景美

本报讯（通讯员 余宣丽）自佛
山市顺德区与雷山县确立东西部协
作结对帮扶关系以来，两地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通过产业贯通、消费畅
通、劳务联通、人才互通的“四通辐
辏”，不断增进民生福祉，打造粤黔
东西部协作典范。

产业互融贯通，引领产业振兴。
依托雷山茶叶、天麻、食用菌、稻米等
特色山地农业资源优势，借鉴佛山

“百里芳华”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经
验，聚焦“产业兴、百姓富、经济强”目
标，围绕产品供给、市场需求双侧发
力，协同政府、企业、群众三方力量，
按照建链、强链、补链、延链四链同构
规划思路，依托粤桂粤黔协作现代农
业产业联盟及联盟成员企业碧桂园、
万卷实业等市场力量，协作共建“茶
麻菇稻”农文旅融合现代农业产业
园，实现政府发展产业有抓手，企业
投资有项目，群众参与有收益的多方
共赢局面，得到了国家乡村振兴局的
肯定，《中国乡村振兴》杂志封面以

《桂黔振兴路 明“粤”来相照》为题报
道了这一做法。目前，“茶麻菇稻”农

文旅融合现代农业产业园项目已聘
请华南农业大学专业团队进行规划
设计，初稿已形成，正在深化完善，同
时引进了广东万卷实业集团等4家企
业入园，落地投资已达4349万元。

餐饮消费畅通，释放“三农”潜
力。立足雷山特色优质食材资源，依
托顺德“世界美食之都”优势，分“引、
创、合”三部曲，引进顺德厨师学院粤
菜大师到雷山开展“粤菜师傅”培训，
为雷山培养了一批厨界精英和致富
带头人。结合雷山的特色食材研发

“黔菜粤做”新菜式，打造“苗岭山珍
刺身、孔雀开屏鱼、菊花鱼、韭菜蛋炒
天麻酥、雷山红焖肉”等系列新菜肴，
发布第一期“粤厨入黔、黔菜粤做”雷
山新菜谱，形成顺雷两地餐饮业交流
合作平台，促成顺德厨艺和雷山优质
食材的无缝链接，实现餐饮业联动发
展，带动旅游业发展，推动旅游业发
展强化餐饮业发展的双向循环，构建
雷山“餐旅”融合发展大格局。规划
建设雷山特色生态预制菜生产基地
等项目，助力“黔味出山”。项目投产
后，预计年产值达1亿元，有效带动本

地就近就业90余人。
劳务输出联通，促进就业增收。

聚焦农村劳动力就业短板弱项，以提
升就业率为核心，两地围绕“促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升就业创业能
力、加强校企互助互联”，以就业专场
招聘会、就业信息平台共享、技能培
训输送、校企合作互助为载体，科学
制定方案，坚持劳务输出和就近就业
并重，通过两地互建就业服务平台，
开发就业岗位、开展劳务培训和创新
开展校企合作等方式，扎实推进就业
帮扶。引进碧桂园集团、珍之宝餐饮
等大企业到雷山定向、定点招聘，与
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县就业服务
中心、县职校等合作，全力推进“广东
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
程，开展订单式培训，切实做到精准
摸排、精准选人、精准对接、精准培
训、精准输出、精准服务。

人才互联互通，凝聚发展智力。
瞄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创新按
照“要什么给什么”的“订单式”引才
方式，加强党政干部、教育医疗专技
人员、国企管理人员等人才互派互动

力度。2022年以来，佛山（顺德区）累
计选派党政干部 2 名、专业技术人才
20 名（其中：医护人员 6 名、专业教师
12 名和柔性技术人才 2 名）到雷山开
展帮扶。2022年，帮助雷山开展党政
干部培训 3 期，共培训 232 人，专业技
术人才培训 43 期，共培训 711 人次。
雷山县先后选派 2 名党政干部，6 名
专业技术人才，到顺德区进行挂职锻
炼和跟岗学习。推动人才互联互通，
促成乡镇结对1对、村村结对3对、村
企结对 15 对、村社会组织结对 5 对、
医院结对 4 对、学校结对 4 对。协作
共建产业园区 1 个，引导入园企业 8
家，实际到位投资 7600 万元，新增认
定就业帮扶车间 7 家，吸纳农村劳动
力稳定就业 353 人，新增引导落地雷
山投产企业10家，实际到位投资8600
万元，不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雷山县：

“四通辐辏”打造东西部协作典范

本报讯（通讯员 吴忠寿）家住
村里，出门有活干。“我家就在这个
村边，有空就来除草、摘菜、装箱，活
不算累，80 至 100 元一天，既能照顾
家里又能挣到钱。”近日，在黄平县
旧州镇川心村的野蔬菜合作社，女
村民雷安碧一边把采摘的蔬菜装
箱，一边笑呵呵地说道。

在川心村的野蔬菜合作，像雷安
碧这样的“产业女工”有近百名。在
创业女能人程太芝的带领下，村民
们不仅有了土地流转收益，也有了
一个在家门口就业的平台。

2019 年，程太芝在川心村建起
2000 亩的野蔬菜培育种植基地，并
成立了合作社。至此，周边妇女们
不再为打工而离乡奔波，在家门口

就能挣钱养家，成为了蔬菜基地的
“产业工人”。业兴人旺，川心村的
乡村振兴路越走越宽。

在该县的忠源圣制衣公司制衣
车间，52 岁的妇女杨春英正在工位
上缝制衣服。说起制衣车间，她掩
饰不住内心的喜悦：“在这里每月能
挣 3000 多元，还能照顾家里，生活越
过越幸福！”

“忠源圣制衣公司就建在我们村
委会这里！现在，许多妇女都不想
外出打工，在家门口，打工，钱赚了，
还能腾出时间和精力去料理自个儿
的家。”谷陇镇青塘村党支部书记杨
刚介绍说。

走进重安镇安江村农业产业大
棚，妇女们正热火朝天地给蔬菜除

草、培土。女工吴治英开心地说：
“一个小时 10 元，一天下来也能赚七
八十元。以前在外打工四处漂泊，
如今在家门口务工，既能挣钱，还能
做些家务。”

在该县浪洞镇浪洞村食用菌产
业园，黑木耳菌棒从原料装载、挤
压、薄膜装袋、高温灭菌消毒、菌种
种植、分装打包、入库储存、打包外
运，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生产线。
40 多岁的女工张世菊上有老、下有
小，无法外出务工。2020 年 12 月，食
用菌黑木耳菌棒生产线建成后，村
党支部安排她在这里务工，计件工
资多劳多得，月工资在 3500－4000
元。挣钱、顾家两不误，张世菊心里
乐滋滋的。

近年来，黄平县按照“党建+”模
式，通过招引一批技术含量低、劳动
密集型、无污染的乡村产业项目，实
施“支部+园区+企业+合作社+基
地+产业工人”的家门口就业工程，
带动农村产业工人实现不出村就能
进厂上班、进园区和合作社务工。
截至目前，该县建成“家门口”就业
项目 160 个，直接带动农村妇女就业
2600 余人。在家门口就业有收入，
在带来满满的幸福感的同时，“产业
女工”奏响乡村振兴曲。

黄平县：

“产业女工”奏响乡村振兴曲

直 播 带 货 收 获 甜 蜜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云 胡国鑫）9 月 21 日，岑巩
县平庄镇中蜂养殖基地蜂蜜迎来丰收，围绕土蜂蜜
进行的一场“直播助农助力乡村振兴”农特产品抖音
专卖在这里开展。

近年来，岑巩县“黔货出山”电商直播风生水起，
这种新业态也在向广袤农村大地延伸。组织这次活
动的电商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直播带货只是一个
新的起点，接下来，岑巩县将持续推动发展线上新业
态，加大直播助农的力度，助推岑巩更多的优质农特
产品“黔货出山”。

展示蜂蜜

现场直播销售蜂蜜

图为闻振雄（右一）利用闲置的食用菌项目连体大棚进行水稻育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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