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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冬日的清晨，伴随着“咩咩咩”的羊
叫声，岑巩县平庄镇观音冲村村民姚福
军开始了他忙碌的一天——清扫羊圈、
检查羊的身体状况、照顾刚出生不久的
小羊羔……看着一只只羊健硕成长，姚
福军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今年 40 岁的姚福军，从 2014 年开
始养羊，通过自己多年的勤劳和努力，
成为当地数一数二的养羊大户，成功走
上致富路。

“早些年，因为文化程度低、没有一
技之长，靠到处打零工讨生活，日子过
得很艰难，东奔西跑，家里也照顾不
了。”姚福军说。生活的转变从养羊开
始。2014 年，夫妻俩决定回乡创业，用
打工积攒下来的积蓄买了 50 只羊，开
启了他们的创业之路。

谈起山羊的科学饲养、常见病防
治，姚福军讲得头头是道，俨然一位养
殖专家。刚开始，从来没搞过养殖的
他，对羊的疫病防治一窍不通。经过不
断摸索，总结经验，姚福军不仅掌握了
养羊技巧，还总结出一套自己的养殖方
法，成了当地的养殖“土专家”。

“我的羊每天都是直接赶到山里放
养，让它们自由觅食，肉质更加紧实，口
感更好，只有下雪天不能放出来的时
候，才会喂一些玉米。”姚福军说。观音

冲村草丰林密的生态优势使其成为山
羊养殖的天然牧场，这里放养的山羊喝
的是山泉水，吃的是天然野草，在市场
上很走俏。现在，姚福军每天要做的事
情，就是中午把羊放到山上，傍晚再到
羊舍前“等”羊群回来。

“养羊让我尝到了甜头，也看到了
奔头。我每年基本上都要卖出七八十
只 羊 ，一 年 养 羊 的 收 入 就 有 10 万 左
右。”姚福军笑呵呵地说。只要圈里
有货就不愁卖，客户都是主动上门来
购买。

姚福军立足家乡的自然优势，因地
制宜发展生态山羊养殖圆了致富梦。
谈到未来，信心满怀的姚福军还有自己
新的打算，那就是控制山羊养殖规模，
保持山林植被，保护生态平衡，走一条
可持续发展的养羊之路。

不远处的山坡上，姚福军的羊群像
悠悠浮动的云朵，三五成群地点缀在绿
茵草地间，追逐玩耍，咩咩欢叫，一只、
两只、三只……姚福军眼里满是笑意和
希望。

姚福军：养生态羊 走致富路
○ 通讯员 黄燕 吴国明 沈启照

近年来，黎平县敖市镇以创建“州
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为契机，将特色文化资源纳入乡村
振兴发展体系，唱响了党建引领“主题
曲”、产业带动“交响曲”、文化建设“特
色曲”、乡风文明“和谐曲”、环境提升

“幸福曲”，将敖市镇新寨屯村打造成诗
意美丽田园乡村。

党建引领。新寨屯村选优配强村
“五大员”，不断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和
向心力。动员有识之士成立了 30 余人
的“乡贤会”，为乡村建设出谋划策，筹
集乡村振兴建设基金 24 万余元，解决
了乡村振兴建设没钱办事的问题。

该村充分发挥党组织联系服务群
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整合村级合作社、
农村商业银行、供销社三方资源，形成

“三社联建”新模式，破解产业发展资金
不足、产销对接能力弱等问题。目前，

“三社”组织人员开展产业指导 56 次、
金融服务 48 次、供销服务 20 次，带动劳
动就业 225 人次。

产业带动。新寨屯村突出发展产
业的带动作用，以“合作社+企业+农
户”发展机制，高标准发展“两茶”主导
产业，扩建油茶、茶叶基地，发展蓝莓采
摘特色产业，形成“一村一品”产业品
牌。目前，该村创建油茶基地达 1100
亩，茶叶基地 700 亩、蓝莓基地 400 亩。

在佛山市禅城区的大力帮扶下，新建
设茶叶加工厂，增加茶叶加工厂生产线，
通过采茶、制茶等劳务，带动本村劳动力
就近务工120余人，油茶和茶叶基地进入
丰产期后，每年产值可达500万元以上。

同时，该村还利用传统水豆腐加工
作坊、蓝莓采摘园、水库水产养殖基地、

“稻花鱼”和龙虾养殖等开发旅游项目，
配套农家乐、民宿等旅游设施，将新寨
屯村打造成蓝莓采摘、垂钓、农耕体验
的旅游地。

文化兴村。新寨屯村在明朝时期
曾是军屯之地，“耕读传家、尊师重教、
忠于国家、孝顺父母”的“军屯文化”有
着深厚的历史底蕴。

该村挖掘和传承“军屯文化”的内
涵，并在村两委和“乡贤会”的牵头下，
利用乡村振兴建设项目及众筹资金修
建了文化墙、村史馆等文化设施，展示
了新寨屯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家风家训
文化等，让优秀的文化得以更好的展示
和传承，让乡村振兴示范点的建设注入
精神的力量。

乡风文明。新寨屯村创建“合约食
堂”，作为村里操办宴席、召开院坝会、
调解纠纷、开展宣讲等活动的场所，成
为了连接群众的重要平台。

同时，结合村情民意，制定了《红白
喜事管理制度》《农村自办宴席集体聚
餐申报备案制度》《食品采购索验收登
记管理制度》等制度，明确“合约食堂”
红白喜事标准、规模、申报流程等，规定

“合约食堂”只承办婚丧嫁娶宴席，拒办
子女升学、乔迁新居等酒席，减少酒席
场次，遏制滥办酒席之风，减轻了群众
的负担，推进了乡风文明建设。

环境提升。新寨屯村结合生态保
护和历史文化传承等元素，结合当地民
风民情，推进环境提升，以“美丽庭院”
建设为重要抓手，引导群众自主参与村
庄的美化建设。

自启动“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
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以来，新寨屯
村”购置垃圾清运车 1 辆，垃圾箱 6 个，
建公厕 1 个、改造户厕 103 户，种植紫
薇、碧桃、罗汉松等绿化树 1000 多株，
新建花池 700 平方米，修建竹篱笆约
800 米，美化墙面 400 平方米，维修路灯
60 盏，整治“蓝皮房”1500 平方米。同
时，每户每年缴纳 30 元清洁费，为乡村
环境治理提供了资金支持，美化了乡村
环境，提升了乡村颜值。在党的二十大
精神指引下，新寨屯村会变得更加美
丽，老百姓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富裕。

黎平敖市镇：

“五部曲”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 通讯员 彭淑金 姚进忠

图为姚福军给刚出生不久的小羊羔喂奶 （通讯员 吴国明 摄）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中 国
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
代化，要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近年来种养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
后春笋般蓬勃发展，成为带动农村经
济发展、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力量。
如何“更好为‘低、小、弱、散’的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服务，切实把农村
的资源要素及活力激发出来，更多
依 靠 市 场 力 量 ，发 挥 农 民 主 体 作
用”，是乡村更可持续发展、迈向振
兴的必要一环。

2006 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
近平亲自谋划构建生产、供销、信用

“ 三 位 一 体 ”新 型 农 村 合 作 经 济 体
系。2017 年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首
次明确提出积极发展生产、供销、信
用“三位一体”的综合合作。2020 年
榕江县聚焦合作社规范提升，探索农
信社（农商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

“社社联建”破题路径。2021 年年初
引入供销服务端，深化探索农信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供销社的“三社联
建”模式，将生产、供销、信用三大功
能集合于一体，实现标准化生产、规
模化经营、政策性支持等多项功能。

“三社联建”改革直面合作社的现
实问题，选配“党建指导员、产业指导
员、财务辅导员、金融服务员、供销服
务员”，强化“五大员”指导服务，有力
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一是聚焦合
作社在发展上存在政策了解不清、利
益联结不密等难题，由各乡镇（街道）
派驻党建指导员，指导和帮助合作社
建立党组织，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密
切利益联结，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和
创造性。如雷山县采取“合作社+农
信社+供销社+公司”的“三社一司”新
模式，已有 30 多家合作社同 5 家龙头
公司开展联建合作，实现公司与合作
社互利共赢。榕江县富强种养农民
专业合作社，党建指导协助带动 5 个
村集体经济、170 余户群众开展罗汉
果种植，实现“一带多”致富局面。麻
江县水城村种养合作社，由村党支部
书记兼任村合作社理事长，强化党建
指导，2022 年重点开展 2000 余亩（1
亩=0.0667 公顷）坝区蔬菜种植，预计
全年获利 300 余万元。二是聚焦合作
社在产业选择上存在思路不清、市场

把握不准等难题，由农业农村部门选
配产业指导员，帮助合作社理清发展
思路、选准主导产业。截至 2022 年 9
月末，产业指导员帮助 34 家合作社找
出亏损环节，帮助 28 家合作社进行市
场风险分析，引导 11 家合作社进行转
产，切实促进合作社可持续发展。三
是聚焦合作社财务管理混乱、财务人
才缺乏等难题，农信社选配财务指导
员，帮助合作社强化成本核算、规范
财务管理等工作。截至 9 月末，农信
社指导合作社建立财务规范账簿和
完成现有资金记账 898 家、开立合作
社单位账户 926 户，合作社管理水平
显著提升，财务管理得到规范。四是
聚焦合作社抵押物缺乏、融资难融资
贵等难题，农信社选配金融服务员，
根据不同需求，协调农信社畅通融资
渠道，创新信贷产品。截至 9 月末，农
信社累计向联建合作社、合作社法人
及其社员发放产业贷款 5.97 亿余元，
有效解决了合作社融资难问题。五
是聚焦合作社农资采购成本高、产品
销路不畅等难题，供销社选配供销服
务员，摸排农资需求、统一农资订购、
对接销售平台，帮助合作社实现供销
有保障。截至 9 月末，累计帮助合作
社采购化肥、农膜等农资 1.95 万吨，为

合作社节约采购资金 181.55 万元；发
布采购、销售信息 795 条、组织产销对
接会 98 场次，通过农信社“黔农云”、
供销社“832、供销 e 家”和“一码贵州、
黔货出山”等平台，线上及线下帮助
合作社实现农产品销售 2425 吨，金额
4104 万元。

“三社联建”改革以农民增收致富
为核心，以“农信社+合作社”和“供销
社+合作社”双线共同推进，以发展生
产、供销、信用为主要内容。“三社联
建”改革两年来，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初显成效。截至 2022 年 9 月末，全
州完成联建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1015 家，拟创建“三社联建”示范
社 322 家；参与联建的 1015 家合作社
总资产规模 17.4 亿元，年产值 8.33 亿
元，经营收入 5.66 亿元，利润 1.7 亿元；
利益联结带动已脱贫户 55486 户，返
利分红金额 3885 万元；劳动就业带动
255618 人次，劳务支出金额 1.19 亿元；
合作社及法人、社员贷款余额 5.97 亿
元。“三社联建”改革经历了榕江县试
点探索、全州全面推开两个阶段，诠
释着为民服务的情怀，演绎了带领共
同致富的精彩华章，充分调动了农民
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共同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实现共同富裕。

“三社联建”改革 助推乡村振兴
○ 通讯员 杨政宁 蒋堃 杨通达

本报讯（通讯员 赵仕平）近年
来，雷山县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两
条底线，采取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运
作、规范化经营，打造“雷山银球茶”
公共品牌，走抱团发展茶产业之路，
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技这
篇大文章，助力脱贫攻坚成果巩固
拓展有效衔接乡村振兴。

坚持质量立茶。研究制定《雷山
县茶产业发展技术规程》《雷山县茶
叶使用农药化肥投入品管控方案》
等制度，加强茶树品种优选优育，全
面推进老茶园综合改造升级，严格
推行茶园病虫草害绿色防控与统防
统治，强化全过程监督指导，从源头
上控制茶园投入品质量安全，建设
茶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体系，实现统
一技术标准、统一质量检测、统一田
间管理的“三统一”目标，建立茶园
环境监测信息系统和村“两委”、茶

企、商户、茶农四方合作监督奖惩机
制，建立茶叶生产投入品经营诚信
档案和黑名单制度，全年农药残留
检测合格率 100%。

坚持科技兴茶。建设茶产业“产
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三
个体系，全面保障茶叶生产加工建
设。鼓励和引导雷山茶企积极引进
杭州西湖龙井、九曲红梅等先进制
茶工艺和生产设备，逐步更新建立
清洁化、自动化的名优茶生产线，突
破加工瓶颈，全面提高精制茶的产品
质量。同时，将“抓、抖、搭、拓、捺、
推、扣、甩、磨、压”等茶叶传统生产技
法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主动邀请浙
茶集团、省农科院的技术专家到雷山
开展技术培训，强化技术支撑，建立
健全茶叶企业生产、加工、监管等全
流程标准化管理机制，进一步提升茶
叶加工标准化和机械化水平。

坚持品牌强茶。按照“政府引
导、企业主导、文化添彩、统一品牌、
升级发展”的工作思路，大力实施品
牌战略，加大品牌整合力度，全力运
营发展好“雷山银球茶”公共品牌，
围绕“一卷（清明茶）一圆（银球茶）”
打好生态牌。制定和完善统一的质
量标准及形象标识，通过参加茶展、
茶博会、茶艺大赛等各类茶事活动，
进一步提升雷山茶的品牌认可度、
美誉度和知名度，以品牌覆盖带动
茶产业发展。加强与故宫文创、中
国扶贫基金会善品公社、网易严选
等电商平台合作，以联合品牌运营
的方式提升雷山茶品牌效应，拉动
茶产品销量。

坚持文旅旺茶。按照以茶促旅、
以旅兴茶的发展理念，将茶园建设
与旅游景观景点打造紧密结合起
来，着力打造一批以九十九省级生

态茶园示范园区为代表，集茶旅观
光、茶旅体验、茶旅度假、茶旅养生
为一体的茶叶园区、农家茶舍、农家
茶庄，创新推出一批具有苗族特色
的“敬茶歌”“十二道拦门茶”等茶文
化体验项目，吸引游客停留体验，真
正把茶园变成公园、把茶山变成金
山。依托西江千户苗寨、郎德 4A 级
景区等重点旅游市场，以游客需求
为导向，积极开发各类茶叶旅游产
品，规划实施西江茶叶一条街，开设
一批茶叶专卖店和直营店，展示雷
山茶产品，讲好雷山茶故事，助推雷
山茶走出贵州，走向全国。

2022 年，雷山县茶园面积 16.3 万
亩，可采摘面积 13.78 万亩，茶叶产量
6248.92 吨，产值 10.88 亿元，带动 1.7
万户 7.8 万余人增收，农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有近 1/3 来自于茶产业，达到
人均一亩茶。

雷山县四个坚持做好“茶文章”

从 2021 年以来，榕江县水尾水族乡充分利用资源优
势，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大力发展黄牛
养殖产业，由村级合作社购入黄牛 400 余头，分给群众进
行散养，黄牛售卖后，所得利润的 80%分给农户，20%用来

壮大村集体经济和扩大发展规模，每名养殖户养殖 15 头
左右，每年可通过代养黄牛项目增收 3 万余元，有效帮助
群众增收致富。

图为水族妇女在山坡放牛。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榕江县水尾乡：

黄 牛 养 殖 助 农 增 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