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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这个柚子果汁多、味道甜，6 元一个，先
到先得！”初冬时节，柚子飘香。天柱县渡马
镇龙盘村岭达村民陈光海家 400 株柚子园里，
县自媒体协会副会长龙昌熙和几个网络达人
一道，开机直播推介，点击量达 6 万多人次，几
天工夫，陈光海家的 4000 多个柚子就被游客
采摘一空。得到网络销售服务站的帮助，陈
光海发展柚子产业的信心更足了。

天柱县自媒体协会成立于今年 8 月，共有
会员 50 多人，会员都是当地的农民网络大咖，
由天柱县委宣传部主管。该协会成立网络销
售服务站，围绕“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工作思
路，组织会员主动上门、靠前服务，设立助农
热线电话，开展农村致富带头人培训，实行

“群众点单，网络达人接单”，免费为群众直播
推介农特产品，解决群众销售难题，帮助群众
稳定增收，形成了产业户“产品销售有困难找
网络达人”的习惯。

今年 8 月，蓝田镇东风村“阳光玫瑰”“美
人指”“金手指”等精品水果受疫情影响滞
销，天柱自媒体协会秘书长袁华鸿带着网络
达人，冒着酷热，以公益直播的方式宣传售
卖美人指、阳光玫瑰等，直播 5 个小时，线上
线下成交额 7000 元，通过直播点燃了县内外
游客入园采摘的热情，15 天工夫，旭日种植
专业合作社 150 亩精品水果销售告罄；邦洞
街道西安村刘菊兰加工“三月粑”销售遇困，
天柱县自媒体协会副会长龙章明自驾车去
教授刘菊兰开播，“三月粑”变成了致富粑；

高酿镇良瑞村刘泰林的油茶鸡受疫情影响，
自媒体协会会员陈志梅帮助直播促销，买鸡
的顾客络绎不绝……在自媒体协会的努力
下，石洞镇石洞村桃子黔货出山，高酿镇隆
寨 村 金 秋 梨 走 俏 ，远 口 镇 发 豆 腐 声 名 远
播 ……“ 我 们 白 天 上 班 时 间 都 有 人 值 班 接
待，其余时间有销售、宣传需求的可通过协
会微信群进行线上联系，也可拨打会员电话
进行预约。”自媒体协会副秘书长小乔说，哪
怕手头的活再忙，只要接到农户或村干的求
援电话，我们就立马行动，帮群众把养殖种
植的东西卖出去，不让群众因为销售难而犯
愁，从而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创业。

天柱自媒体协会不仅为农户服务，也为
天柱县境内的各大景区助力。会长姜继辉常
常接到景区需要宣传的电话后，调整自己为
企业打广告的时间，带着团队，奔赴三门塘、
功夫村甘溪、相约巴州、泡木冲、三十里水景
长廊等景区景点，以线上传播、线下打卡的方
式，用镜头记录天柱文旅发展的新气象、新作
为、新成效，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传递给
全国网友，吸引游客到天柱感受安心、舒心、
贴心、放心、暖心的全新体验！

凤城街道团结村党总支书记陆世炳说，
网络直播达人多次到巴州直播宣传，巴州旅
游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了。暑假旅游旺季，平
均每天接待前来避暑、享受美食、带孩子娱乐
的游客达 1000 多人。农民网络大咖已成为乡
村振兴的新兴力量。

农民网络大咖 助推农特产品销售
—— 天柱县“自媒体协会服务站”赋能乡村振兴

○ 通讯员 陈光昌

近年来，锦屏县新化乡新化所村以“村支
部+公司+基地+合作社”的经营模式建成 500
余亩标准蔬菜示范基地，带动全乡种植蔬菜
3000 余亩，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增收，

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锦屏县新化乡新化所村大棚

蔬菜基地，村民正在采收黄瓜。
（通讯员 李必祥 摄）

锦屏县新化所村：

大棚蔬菜喜丰收

何品宏是榕江县仁里水族乡摆赖村一名
水族青年，经过十多年的顽强打拼，现已成一
名规模养猪专业户。

何品宏的命运与其他同龄人不一样。他
5 岁时的一次高烧，造成左眼眼睑粘连，完全
睁不开。他自卑，但不自弃，要自己改变自己
的命运。生长在乡村的他，认为家乡的条件
养猪能赚钱。他心中有一个梦想，要养猪发
家致富。

2006 年，他初中毕业，家里再也不能支持
他继续读书了，他选择去福建打工。积攒到
13 万元钱后，何品宏打算先去治好眼睛，再去
读书。

2008 年，他带着这笔钱从工地去了武汉
一家医院医治眼睛。眼睛治好了，几个月后，
他带着剩余的几万块钱，又去贵阳报考贵州
省畜牧兽医学校。录取后，他读了两年，获得
了中专文凭。

2011 年 7 月，何品宏到湖北温氏集团实
习。他表现好，企业将他留下，在温氏集团万
头母猪规模猪场的产房当饲养员。在养猪
场，他每天几乎工作十五六个小时，别人午
休，他却在整理生产线和办公室的卫生，为下
午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一次。场长在职工
大会上说：“我就喜欢小何的这种拼搏精神。
一个团队就要这样的效果，如果每个场能有
一个何品宏就好了。”在 6 年多的时间里，何品
宏由饲养员，先后升任分娩舍组长副手、分娩
舍组长、配种舍组长，后任生产线区长，负责
两条生产线 3000 头母猪的生产管理。

2016 年 10 月，何品宏又到桂林正大集团
一个规模 1300 头至 2000 头的种猪场当技术场

长，一年后升到技术经理。基础工资每月 1 万
元，另加销售提成，月收入四五万元。他有丰
富的管理大型猪场的实践经验，有对疾病预
防与控制的成熟措施。

2018 年 8 月，何品宏辞去正大集团技术经
理，回到了家乡。他到榕江县三江水族乡将 3
个废弃的猪场圈舍租下来，先饲养 150 头母
猪。在家乡开辟一处 500 平方米的场地，兴建
圈舍；投资 40 多万元，把村里一个原来养竹鼠
的 2100 平方米圈舍租下来，进行改造。第二
年，他的 150 头母猪产下猪崽后，便开始投入
规模饲养。

2019 年，非洲猪瘟蔓延到当地，何品宏沉
着应对。他凭学到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进
行科学防控，他的猪场挺过了这一危险时期，
当年见了成效。现在他的猪场存栏数 2000 多
头。员工共有 20 多人，员工工资 2800 至 4000
元，有的员工还占有股份。

他将租赁村竹鼠基地建设起来的猪场作
为村集体公司项目，饲养 500 多头商品猪。从
此，村集体经济有了不错的收入。

何品宏鼓励当地群众养猪。从圈舍设计
建设，到饲养，何品宏一直进行技术跟踪指
导。目前，村民共养了 230 多头猪。

何品宏在乡村振兴道路上继续奋发进
取。他说：“我一生就做一件事：养猪。趁还
年轻，回家乡来发展，我要好好干一场。”

何品宏：学成返乡 养猪致富
○ 通讯员 杨文全

从黎平县城出发，沿着高速公路向西南行驶
58 公里，便到了双江镇，这里青山含笑、流水淙
淙，连片的致富产业勾勒着一幅幅乡村振兴图。

双江镇地处黎平县西南边陲，十年前是该
县经济发展最落后的地方。如今，发达的交通
和信息网络不仅使产业蓬勃发展，人们的生活
面貌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我们祖公河上迁，坐着木船摇又颠……”
在当地，侗族大歌里传唱着祖辈先民沿河谋
生、傍水而居的迁徙故事，长期以来水路交通
也成为当地居民主要的外出方式。

地处镇中心的双江村，在四寨河与双江河
交汇点，两河均属珠江水系都柳江支流，在很长
时间里，村民靠这条水路用木船把油盐布匹等
物资运输到村里，以解决生活用品之需。“以前
开的小卖铺，要沿河坐船到广西融安、柳州这些
地方拉货，每趟出门就要三五天，路途遥远，一
到涨水期就得停运，经常这样。”村民周兴凡忆
起当年的拉货经历，有道不尽的辛酸。“现在好
了，前些年厦蓉高速公路通车后，货车直达家门
口，当天订货第二天就送到。”2011 年厦蓉高速
公路开通后，便利的交通让周兴凡生意越做越
好，如今他在双江街上开了两家超市，甚是红
火。交通发展带来的不仅是个体户的改变，十
年来双江村也因交通而兴、因交通而变，现村里
有大大小小商铺170余家，人均收入与十年前相
比增长了10倍，是当地有名的“商业村”，村民幸
福之情溢于言表。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发挥交通先行作
用，加大对贫困地区交通投入，让贫困地区经
济民生因路而兴。”十年来，双江镇狠抓基础交
通建设，先后实施“村村通”公路 149 公里，“组
组通”硬化路 103 公里。路的建设打通了贫穷
村寨经济发展的脉络，如今，密织的交通网让
苗乡侗寨处处呈现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

走进双江镇平天村，远山如黛，青色为裳，
富民产业，生机盎然。十年前，平天村无硬化
路、无致富产业、无经济来源，是名副其实的

“三无村”。“村民没有经济意识，地里仅种些玉
米、红薯之类的农作物，仅有十来家种植何首
乌，但不会管理，效益很低，产业发展不起来。”
村支书吴珍祯回忆说。2014 年在国家扶贫项
目支持下，村民发展何首乌产业的信心大增，
积极开荒坡旱地种植何首乌，为解决产销难
题，村里还成立了何首乌中药材专业合作社，

推行“党建+产业+物流”新模式，在镇农牧中
心指导下，合作社从何首乌种植到产出都进行
了跟踪管理，有了技术服务和销售渠道，村民
发展何首乌的底气更足了，如今平天村何首乌
种植面积已达 2200 余亩，户均种植 6 亩以上，
曾经的“三无村”变成了“何首乌村”。

“人世间的美好梦想，只有通过诚实劳动才
能实现；发展中的各种难题，只有通过诚实劳动
才能破解；生命里的一切辉煌，只有通过诚实劳
动才能铸就。”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劳
动模范代表座谈时这样强调。近十年来，双江
镇在产业发展上始终坚持一步一个脚印，该镇
以平天村何首乌种植为示范，辐射带动天堂村、
黄岗村、高求村等17个村寨，如今全镇何首乌种
植面积达 5000 余亩，年产量 225 万公斤，收入
1100余万元。诚实劳动让苗侗山乡变成了产业
福地，而产业的兴起也让大山里一个个贫中之
贫被攻克，一户户脱贫家庭的命运得以改写。

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黄龙村
位于双江镇东南部，海拔900多米，曾是当地深度
贫困村，因海拔高、产业少，村集体经济长期滞

后。2019年在爱心企业扶持下，黄龙村依托“黄
龙山水库”放养鱼苗5万余尾，打造成集休闲、娱
乐、养生为一体的“垂钓乐园”。翌年夏季，村里
来了第一批“钓友”，村民为此举办“烤鱼节”来欢
迎。如今黄龙村的垂钓乐园有60余亩，每年为村
集体经济带来近2万元收益，不仅实现了脱贫摘
帽，还成为当地有名的垂钓山庄。一方水土滋养
一方人，对面的吕孖村同样依靠山塘水库放养生
态鱼，2022年获鱼3.5万公斤，产值50余万元。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来，双江镇
秉持绿色发展理念，在经济开发的同时抓实生
态文明建设，如今依靠优质的生态环境闯出了
一条百姓富、生态美的发展新路。

寨门飞角迎宾客，古树参天话千年。闲步
黄岗侗寨，由青岩板铺成的步道曲径通幽，杉
木吊脚楼倒映在明镜般的水塘上，涟漪点点，
好不惬意。十年来，黄岗村坚持传统风貌保护
和人居环境治理相结合，依靠独特的文化魅力
赢得四方游客青睐。村里老党员吴政林介绍，
十年前寨子里到处是坑坑洼洼，下雨天行走在
路上生怕鞋子会陷下去，外面游客不愿意进
来，村里虽有优美的侗族大歌，却鲜为外人所
知。这十年，黄岗村在国家政策大力扶持下，
不仅完整地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杉木住房，泥土
路也铺上了青石板，污垢堆积的泥水塘经过一
番打理后种上睡莲、芦竹、美人蕉、凤仙花等水
生植物，处处是鱼戏莲叶的生动美图。

生态美了，颜值高了，村里侗族大歌唱得
更响亮，村民把唱歌表演放在网络平台上，获
得纷纷点赞。“原来只有我们自己唱侗歌，现在
四面八方的朋友也奔着侗族大歌而来，我能够
教给他们，让很多人都能听侗歌唱侗歌，这是
挺开心的事！”侗族大歌传承人吴成龙高兴地
说。如今黄岗侗寨已成为精品旅游村寨，年接
待游客量达 2.5 万人次，旅游开发给村民带来
不少收入，也为村寨发展增添了许多活力……

从苗乡侗寨的交通畅达到生态旅游的深度
开发，双江镇发展这十年，是在党和国家扶持
下攻坚克难、绿色发展的十年，波澜壮阔的脱
贫攻坚史拔除了山寨穷根，而今徐徐打开的正
是乡村振兴新的美好图景。

黎平县双江镇：

十年山乡变 幸福笑开颜
○ 通讯员 吴光辉

仲冬时节，走进岑巩县天星乡毛坪村，只
见油茶林青翠碧绿、吊瓜基地星罗棋布、肉牛
膘肥体壮、村寨干净靓丽……一幅“生态美、
产业兴、环境优、百姓富”的秀美和谐画卷徐
徐铺展。

而在几年前，该村却是另一番景象。
“天上不下雨，种子不发芽；干田开大裂，

吃饭看天色；住的土坯房，吃的救济粮。”毛坪
村属于低山丘陵地带，这里沃野连片、耕作便
利。然而曾经，水源缺乏成为了制约产业发展
的最大“拦路虎”，村里的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
务工维持生计，村子成为产业“空壳村”和经济
落后村，不仅“里子虚”，面子也“脏乱差”。

“以前人穷，就不太注重环境卫生，乱扔乱
堆现象普遍。”村党支部书记蒲志佳说，这几
年，在政策春风的沐浴下，毛坪村旧貌换新颜，

“组组通”寨寨连、串户路家家通、自来水家家
有、4G 网络全覆盖……村民们陆续“归巢”创
业，铆足劲头兴产业，幸福日子节节高。

66 岁的蒲志祥，今年种植了 40 亩吊瓜，毛
收入 30 多万元。种植吊瓜累有所值，老蒲老当
益壮。眼下，尽管寒风瑟瑟，老蒲仍忙碌在自
家的吊瓜基地，手持刀具麻利地将藤蔓上的枯
枝败叶逐一去除。

“残枝枯叶多了，若不及时清理，冬天积雪
覆压容易压垮棚架，造成损失。”老蒲说，吊瓜
是一种药食兼用的多年生藤本植物，适应性
强、成本低、人工省、周期短、效益高，且具有一
年种植、多年受益等优点，抓好冬季管护，小吊

瓜变致富“金瓜”。通过土地流转，今年，老蒲
新增的 30 亩吊瓜，现已完成土地整理和棚架搭
建工作，待冬雨浸透土地就开始移栽。

在毛坪村，像蒲志祥一样，将吊瓜种植作
为增收支柱产业的群众有 20 余户，全村共发展
吊瓜 1300 亩，年产值 500 余万元。通过发展吊
瓜产业，村里曾经无人问津的荒山荒坡，变成
了村民们争相流转的“香饽饽”。

目前，全村形成了以吊瓜、油茶、肉牛养殖
三大产业为主导，林下中药材产业为特色的多
元化产业发展格局。全村种植油茶 2000 亩，肉
牛存栏 400 头，林下套种太子参、黄精等中药材
1200 亩，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分红
等，全村基本实现了产业全覆
盖，年带动全村及天马镇、水
尾镇、羊桥乡 2 万余人次务工。

如今的毛坪村，举目千山
绿，青山带笑颜，民富新风漾。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
家都爱护环境、讲究卫生了。”
蒲志佳说，村美民富产业兴，
文明新风拂面来，村民们齐力
按下乡村“美颜键”，村民共享
乡村品质生活。

“村里环境好了，生活更
舒心。”村民蒲志云通过村里
的公益性保洁员岗位，在家门
口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他
说，村民的素质提高了，保洁

工作也更轻松了，幸福指数大大提升。
目前，村里还以老党员、老干部、乡贤寨老、

返乡青年、致富能手等为主体，成立了青年发展
协会和村民调解委员会，实现了议事有组织、大
事有人带、纠纷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凝聚起了
公益事业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的“同心力”，共
同描绘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好服务产业工作，
用好用活东西部协作资金，进一步做大做强主
导产业，做优特色产业，并引导村民开展庭院美
化、生活污水处理、深化乡风文明等，努力将村
子打造成产业示范村和幸福新村。”蒲志佳说。

（备注：1亩=0.0667公顷）

岑巩县毛坪村：

穷山村变“绿宝盆” 青山含笑人欢畅
○ 通讯员 周燕 陈昆

图为毛坪村千亩高标准油茶种植示范基地。（通讯员 罗慧 摄）

坐落在厦蓉高速公路旁的四寨村（资料图 通讯员 吴光辉 摄）

双江镇四寨村百亩坝区产业（资料图 通讯员 吴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