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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好日子都是奋斗出来的，我做的事业，就是要带动家
乡父老乡亲一起致富。”黎平县永从镇传洞村 80 后高校返
乡创业青年吴国邦说。

2014 年，吴国邦毕业于华东理工大学工程管理专业。
大学毕业后，他曾就职于上海一家公司，当过“白领”。

每逢回家，当看到家乡父老乡亲缺乏发展产业的带头
人，缺少找钱的门路，守着农田过着紧巴巴的日子时，吴
国邦心里却不是滋味。

那段日子里，他在小书桌前一坐就是一整夜，思索着
创业致富的点子，规划着山乡巨变的蓝图，审视着自己
的人生坐标走向。

家乡六背山绿草如茵的牧草资源，顿时在他脑海里萌
生了二颗字——“养牛”。经过深思熟虑和多次实地调
研，2018 年，吴国邦辞掉了上海的高薪工作，回家带领乡
亲们成立了黎平县孺子牛种养殖农业专业合作社，创办
了黎平真牛农业有限公司，自己当上了“牛倌”。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追求，无论处在什么岗位、碰
到什么逆境，都要始终保持一股劲、一股创业激情，要真
正把自己的智慧和才智聚焦到有意义的事情上来。”放弃
在一线城市的发展机会，回老家山旮旯里养牛，村民们的
不理解，均动摇不了吴国邦的人生目标。

“我非常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能够做什么、将会承
担什么样的风险，既然选择了，就要一往无前。”吴国邦说。

黎平小黄牛肉质细嫩，味道鲜美，市场前景广阔，饲养
难度不大，几十年来“黎平小黄牛”的品牌一直名声在外，
这也是吴国邦选择在家乡养黄牛的原因之一。

养牛对吴国邦来说，可谓是“门外汉”，为此，他只有
从零做起，每天天不亮，便起床喂牛、洗牛舍、除粪便、医
治牛病……不懂养殖和疾病防治知识，他就购买养牛的书
自学，没有专业技术人员，他就请教兽医专家，向能人学习……如今，黄牛的繁育、
治疗、防疫、配种等养殖技术，他全部掌握。

“在牛舍里拉草、备料、喂牛、清理牛粪、给牛舍消毒……”这是吴国邦的工作
日常。渴了就喝口井水，饿了就吃口糯米饭，困了就靠在牛栏旁眯会儿。

“现在存栏母牛 40 头，每头母牛每年会生 1 头小牛犊……精心喂养好每一头小
牛犊，到年底一算账，纯赚几十万元。”吴国邦说。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没有稳定的收入，通常一年要外出好几次。现在我在养
牛基地打工一个月工资 3000 元，离家近、收入稳，家里生活有保障！”村民吴国玉兴
奋地说。

扎实肯干打动了父老乡亲，村民们由过去对吴国邦创业的质疑、议论变为点
赞、自豪，纷纷加入到他的养牛合作社里来。

在吴国邦带动下，20 多户农户流转 300 余亩荒田荒地，种玉米、牧草等养牛，
直接带动就业 48 人，惠及群众 180 多人，有效引领当地村民走上致富小康路。如
今，他的牛舍已扩建到 1200 平方米、库房 150 平方米、看护房 70 平方米，存栏黄牛
增至 360 头。

“乡村振兴最重要的是人才，需要更多像吴国邦这样有想法、有能力、有勇气、
有担当的年轻人返乡创业。”传洞村党支部书记陆信昌说。

“一人致富不算富，乡亲齐富才算富。”吴国邦说：“我将围绕这个初衷，在党的
好政策指引下，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乡村振兴路上奋斗有为，带
动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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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坪乡银下村的野生红豆杉与风雨桥相映成景

野生红豆杉果实红艳艳

暮秋时节，走进从江县谷坪乡银
下村、银上村等侗寨，只见 100 余株野
生红豆杉硕果累累，晶莹剔透，在阳
光照射下红光闪烁，与侗寨风雨桥、
民居交相辉映，分外美丽。

红豆杉又称紫杉，是一种常绿乔
木，散生于林中，生长缓慢，再生能
力差，繁殖困难，是世界上公认的濒

临灭绝的天然珍稀抗癌植物。它是
第四冰期遗留下来的古老树种，国
家一级保护植物，至今已有 250 万年
的历史，被誉为“植物活化石”、“植
物黄金”。

图为近日，在从江县谷坪乡银下
村拍摄的野生红豆杉。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从江县谷坪乡：

侗寨杉果红艳艳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今年以
来，天柱县以保证粮食安全和群众增收为目标，水
稻种植全程机械化，岁稔年丰。

时下，正值稻谷加工、销售黄金期，天柱县天丰
粮油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职工开动自动化加工设备，
打米、包装、堆码、装车，全县各地的优质稻谷汇聚
这里加工，上万吨优质大米通过网络等方式源源不
断地销售到佛山、贵阳、广州、重庆等枢纽城市。

“我的165亩优质稻制种基地，种植全程机械化，
省时、省力、高效。”水稻种植大户周宗海把丰收的功劳
归结于党委政府实施的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栽秧，一
亩稻田以前两个人需要插8个小时，现在只需15分钟。

今年，天柱县渡马镇利用大坝优势，在渡马龙盘、
江东、桥坪等打造优质稻示范种植基地3个，种植面
积达5500亩，采取统一水稻品种，帮助农户实施机械

化种植，统一生产技术，统一收获加工，统一品牌销
售，渡马镇龙盘村的周宗海就是其中受益者之一。

“我目前已经销售 1.5 万公斤谷种，收入 15 万多
元。”周宗海说，大坝机耕道畅通，便于机械化生产，
加上有党委政府的服务技术、销售等方面的支持，
他对优质稻制种有信心。

渡马镇仅仅是天柱县农业现代化种植优质稻
给群众带来实惠的乡镇之一。最近，天柱县高酿上
花村、蓝田镇鸿发村、凤城街道润松村、渡马镇共和
村等优质稻基地也进入加工销售的忙碌阶段。三
大基地种植优质稻收益的群众达 3550 户。

“我今年种植31亩‘野香优’优质稻，政府实行机械
育苗、插秧、飞防、收割一条龙服务，公司统一回收稻谷，
已经销售1.3万公斤，收入4.1万元。”凤城街道润松村种
植户刘荣明满脸笑意，准备明年继续扩大面积栽种。

像刘荣明一样机械种植优质稻获得收益的群众
还有很多。今年，天柱采取“龙头企业+农户”“党建
合作社+农户”等方式实施，推行水稻钵体、毯盘机
播育秧、水稻机耕、病虫害机防、水稻机收，用好华侨
城、佛山市禅城区等定点对口帮扶“基地直供”模
式，借助本地网络达人直播带货，同时引进培育贵
州红四方、贵州森源米业等粮食企业，培育形成“天
子米”“黔丰宝”“顶赖米”等优质水稻品牌，种植又香
优龙丝苗、泰香优美玉、兆优 5455 等优质稻品种。
2022年全县共打造优质稻产业基地20个，种植面积
达 14 万多亩，共出动大型耕田机 155 台，播种机 50
台，插秧机 25 台，大型收割机 266 台，植保无人机 5
台，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50.5%以上，总产量
7.16 万吨，平均亩产 501.3 公斤，产值 2.74 亿元。“机
械农业”省时省力高效，全县4.9万户群众受益。

天柱县：

“机械农业”助力岁稔年丰
○ 通讯员 陈光昌

近日，记者在位于黄平县重安镇清
水江村的花卉大棚里看到，朵朵非洲菊
竞相绽放，一团团、一簇簇，芬芳吐艳，
尽展芳华。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源头活水”，
产业兴则农村兴、产业旺则农村旺。
近年来，黄平县重安镇清水江村充分
发挥资源优势，因地制宜，补短板、强
优势，着力打造花卉品牌，实现乡村振
兴新突破。

在重安镇党委政府和清水江村党
支部的支持下，2018 年，种植大户曾祥
陶种植了 10 亩花卉，有了 23 个大棚。
在发展花卉产业的同时，通过“支部+
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为周边村民
提供了就业岗位。目前，通过“保底分
红+效益分红”利益联结方式，有效帮
助 29 户贫困户成功脱贫，并带动周边
群众 12 人稳定就业，提高经济收入。

花卉是“乡村振兴”的点缀，成为带
领父老乡亲实现共同富裕的芬芳产业，
美了田园、富了乡亲。今后，清水江村
将继续加快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大力发展蔬
菜、花卉种植业，打造宜居、宜业、宜游
的美丽乡村。

黄平县清水江村：

花卉产业托起乡村振兴梦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姚宁 魏丽萍 王佳丽 摄影报道

凤城街道万亩大坝科技育苗场农技员以科技手段遥控育苗（通讯员金可文摄） 高酿镇上花村村民在进行稻田无人机“飞防”作业 （通讯员 金可文 摄）

清水江村民在采摘非洲菊

眼下，锦屏县新化乡新化寨村种植的
200 余亩脐橙相继成熟，村民忙着采摘、搬
运，供应市场。

近年来，锦屏县依托良好的自然资源优

势，通过“支部+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模式，
大力发展脐橙、葡萄、百香果等精品水果种
植业，拓宽群众的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杨晓海 杨显泽 摄）

锦屏县新化寨村：

脐橙喜获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