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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备注：1亩=0.0667公顷）

本报讯（通讯员 吴贤和 陆承林
王宴鑫）眼下，正是茶苗移栽的大好时
节，连日来，镇远县羊场镇抢抓有利时
机积极开展黄茶移栽工作，进一步扩大
茶叶种植面积，全面助推茶产业发展。

在羊场镇小坝村黄茶基地，曾经
的荒山变成了一块块整齐的“梯田”，
村民们正忙着进行松土、起垄、浇水、
施肥等作业，将一株株茶苗种植下地，
呈现出一片忙碌的景象。

羊 场 镇 小 坝 村 村 民 蒋 承 远 说 ：
“之前我们是在都坪镇天印村跟这个
老板种茶，前阵子村支书打电话告诉
我们，说这个老板到我们小坝村发展
了，于是我们就来这里挣点钱，回家
也近一点。”

据了解，镇远县依托自然资源优
势，通过招商引资引进镇远黄茶开发
有限公司，按照“生态立园、科技兴园、

茶旅融合”的理念，大力发展茶产业。
羊场镇小坝村党支部书记沈安江

介绍，为了发展壮大茶叶产业，小坝村
积极为公司做好协调服务工作，不仅
让村民增加务工收入，也为农业提质
增效打下基础。

该公司负责人裘益民说：“县委县
政府对茶产业的发展十分重视。镇远
在招商引资、投资的环境方面也十分优
越，因此，我们就选择了在镇远进行投
资。公司规划，在未来的三年总投入近
两亿元，计划种植黄茶1万亩，其中，我
们近期将在羊场镇种植黄茶5000亩。”

据悉，全县计划种植黄茶 1 万亩，
已完成移栽 1500 亩，完成移栽并达产
后每亩年产值 1 万元以上。同时，通
过土地流转、务工就业等方式，带动
4000 余村民在茶叶种植基地务工增收
致富，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镇远县：

人勤冬不闲 黄茶移栽忙

本报讯（通讯员 肖 骁）望丰乡
五星村位于雷山县腹地，是一个拥有
深厚红色文化底蕴及民族色彩的少数
民族传统村落。独具特色的吊脚楼、
阴阳井典故文化、龙杉神树等民族元
素深厚，穿流而过的五星河畔为红军
长征时的驻扎地。

2021 年 5 月以来，在州直帮扶部
门黔东南州乡村振兴局局党组的大力
帮扶下，五星村认真贯彻省、州、县、乡
党委及政府的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以民生为基础、以产业为
关键、以“五大振兴”为前进方向，在协
助村“两委”做好排查、控制返贫致贫
风险等基础工作的同时，努力推动乡
村振兴工作并取得扎实成效。

聚 焦“ 产 业 振 兴 ”，助 推 经 济 发
展。五星村“两委”和驻村工作队为
盘活本村资源、推动产业振兴发展，在
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引入实力
雄厚的天景嘉懿（贵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落地雷山并签订茶园流转协议。
公司以五星村海拔超 2000 米的满天
星自然寨为农特产品种植基地，以雷
山茶、乌杆天麻为主导产业，投资成
立“雷山农特产业数字化管理中心”，
创建“区块链+农业大脑数字化管理
云平台”，实现了种植→采摘→加工
→物流→营销的全过程数字化、可视
化、能溯源。目前，已开发 157 亩优质
茶园，亩产茶青 500 斤左右，有效解决
当地群众就近就业 100 余人次，为群

众就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该
项目具备产能高效、科技创新、农业
现代化、可复制的特点，为科技力量
助推农特产品发展开创了先河。

聚 焦“ 人 才 振 兴 ”，汇 聚 乡 贤 力
量。利用传统节假日乡贤返乡过节的
契机，以座谈会、走访等方式加强联系
互动，汇聚乡贤力量，共推乡村振兴；
积极挖潜、申报苗绣非遗传承人，为非
遗保护传承注入时代新活力；选出了
平均年龄 40 岁以下，人均学历在大专
以上的村“两委”。

聚焦“文化振兴”，塑造村寨新风
貌。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持续推进移风易俗，扎实推进“乡村建
设”。争取到黔东南州佛山市东西部
协作资金项目，项目以“文化振兴”为
引领，依托现有的茶园和风力发电站，
着力提升五星村的文化场所硬化、古
井古巷修复、水碾房改造、粮仓修缮微
生态空间打造等文化基础设施建设水
平。项目的建成使村庄逐渐成为了远
近闻名的网红打卡点。

聚 焦“ 生 态 振 兴 ”，优 化 人 居 环
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强化水源保
护，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常态
化开展村庄清洁行动，人居环境得到
了有效改善。

聚焦“组织振兴”。以强化政治引
领、激发内生动力、积极培育人才为抓
手，坚持党建引领，为今后村干后备力
量贮备提供了坚实保障。

雷山县五星村：

聚焦五大振兴 建好美丽乡村

本报讯（通讯员 侯玲丽 吴晓琪）
1 月 13 日，施秉县马溪乡塘头村 2022
年度乡村治理积分评比颁奖大会在村
委会门口举行，40 余名群众参加颁奖
大会，现场热闹非凡。

为扎实转变乡村治理方式，推进
乡村振兴工作，马溪乡塘头村结合实
际实施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将乡村
建设、人居环境提升、志愿服务等纳入
加分事项，将违法犯罪、环境脏差等设
为减分事项，年底进行积分评比，采取
城乡医疗保险补助、生活物资发放、奖
状颁发等方式进行奖励，充分激发村
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

“我家今年主动参与了村里组织
的修路造桥公益活动、志愿服务活动，
评得了一等奖，村里帮我家四口人每
人补助了 120 元的医保，总共 480 元，

非常感谢村委会，来年我家要做得更
好，争取再拿一等奖。”村民何富友开
心地说。

“平时把自家房前屋后收拾干净、
积极参加村里组织的活动就能拿到积
分，今年我家也评得了一等奖，领得了
洗衣液、洗发水、洗衣粉、洗洁精……
虽然东西不多，但是感觉特别开心。”
村民闵向芸说。

“实施积分制管理，让村民从‘要
我参与’变为‘我要参与’，最大的成效
就是让乡村治理从‘村里事’变成了

‘家家事’，实现‘小积分’发挥‘大成
效’。”塘头村第一书记邹强说。

据悉，此次颁奖大会共有一等奖
15 户、二等奖 26 户、三等奖 21 户，共计
发放城乡医疗保险补助款 10440 元，发
放物资奖品 2000 余元。

施秉县塘头村：

小积分探索乡村治理新模式

近年来，榕江县忠诚镇盘蜇村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蛋鸡养殖业，促进群
众增收。

据悉，为增加村民收入，2022 年，榕江县忠诚镇盘蜇村党
支部书记薛佩恒、村委会副主任龙恒函、村民龙家银将自筹资

金 37 万元纳入村集体管理，同时又争取到帮扶单位贵州磷化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给予 15 万元的扶持，盘蜇村在高寅弄兴
建蛋鸡养殖场，目前养殖蛋鸡 12820 羽，每日产鸡蛋 12000 余
枚，盘蜇村通过发展蛋鸡养殖助力村民经济增收。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榕江县：蛋鸡养殖助增收

初冬，贵州苗岭山脉深处，谷陇
至翁坪公路改扩建项目建设正酣，几
十名施工人员紧张忙碌着，大型摊铺
机、压路机轰鸣着往返作业。谷—翁
公路改扩建项目是黄平县实施“四好
农村路”助力乡村振兴项目之一，也
是该县近年来加大农村公路建设步
伐，推动农村公路上等级、变模样，逐
步实现从“走得了”向“走得好”转变
的一个缩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平县先后实
施了村村通水泥路、农村“组组通”公
路、县乡公路路面改善提升等工程，基
本形成了外联内通的交通路网。“十年
时 间 ，黄 平 县 完 成 农 村 公 路 投 资
79990.7 万 元 ，改 扩 建 农 村 公 路
1035.887 公里，新建 677.2 公里，农村公
路里程达 2323.057 公里，实施县乡公
路路面改善提升及养护工程 181.605
公 里 ，改 造 危 桥 30 座 ，安 防 工 程
1115.642 公里，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
路比例达 64%。”该县交通运输发展中
心主任龙敏杰介绍，这十年农村公路
从“泥水路”变成了水泥路，从“村村
通”水泥路发展到“组组通”水泥路，
从保障通行向“畅、安、舒、洁、美”迈
进，人民群众出行彻底告别了“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历史。

路 通 ，则 民 心 顺 ；路 畅 ，则 百 业
兴。“过去从村里去县城赶场，是出门
天不亮，回家月亮上；现在公路铺油
了，客车开进了村里，在家门口抬脚上
车 就 能 进 城 ，赶 场 回 家 还 能 赶 上 早

饭。”黄平县野洞河镇龙井村时仁碧老
人在村口农村客运招呼站高兴地讲述
着“四好农村路”给群众带来的便利。

目前，黄平县农村公路修成了水
泥路、沥青路，不仅宽了、平坦了，而且
路路相通连成网，变成了群众的幸福
路、致富路。“前几年基地没有通公路，
采收的脐橙全靠肩挑马驮走砂石路到
村里，一番倒运后才能装车运出去。
近一半的收入花在驮运上，人累点不
说，丰产却没有丰收。这几年路修好
了，有商贩到村里收购，还有游客开车
到村里来采摘，加上县里的电商助销，
脐橙变成了‘致富果’。”说起交通变化
带来的好处，黄平县纸房乡金河村脐
橙种植大户何克伦如是说。

刚刚过去的 2022 年，黄平县利用
“四好农村路”的景观资源、平坦绿道
举行系列户外竞技和娱乐体验比赛，
让半程马拉松、公路骑行活动参赛者
感受公路的美，“交通+体育”得到深
度的融合。除此之外，黄平县“四好农
村路”创建后，野洞河心栖谷、上塘白
岩生态农业旅游观光园打造起来了，
木江村脆红李基地、滑石板蓝莓基地

“黔货出山”便捷了，旧州镇“游方”文
化旅游节、星空音乐节、低空飞行、滑
翔伞运动等旅游体育文化活动也成功
举办，村民发展起水产养殖、林下种植
的同时，还开起了农家乐、民宿，乡村
旅游风生水起。

“去年夏天，野洞河景区日突破
5000 人的漂流量。”谈到农村公路的变

化，黄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副局长龙
志成这样说，“四好农村路”不仅加快
了旅游资源的开发，更给公路沿线村
民生活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展现
了“公路+”的蓬勃活力。

农村公路连接的是乡村与城市，
改变的是从贫瘠到富足、解决的是由
困顿到希望。“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农村公路，畅通了乡村“血脉”，催
生了乡村面貌“蝶变”，打通了小康“幸
福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黄平县不

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的投入，全县公
路总里程达 2725.377 公里，公路路网
密度为每平方公里 1.633 公里，群众出
行安全便捷，货物运输顺畅通达。

如今，黄平县修建好了一批以群
众出行、产业基地、乡村旅游为重点的
致富路、产业路、旅游路，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提供了坚实的交通运输
保障，让群众实现进出有好路、产业有
出路、致富有门路，把“四好农村路”铸
成了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黄平县：

“四好农村路”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 通讯员 潘胜天

本报讯（通讯员 黄燕）时下，正
值寒冬时节，在岑巩县平庄镇亚林村，
秋耕种下的油菜已郁郁葱葱。十几个
村民冒着严寒，在田间地头正精心管
护着油菜，做好浇水、施肥、松土等工
作，确保油菜健壮生长，为来年油菜稳
产增收打下良好的基础，将“冬闲”变
成苦干实干的“冬忙”。

“我种的是早油菜，长势非常好，
现在正是管护的关键时期，管护好了，
明年又将获得大丰收。”平庄镇亚林村

油菜种植户欧阳开洪说，今年他种植
油菜 12 亩，自家土地 3 亩，其余土地都
是从村民手里转租过来的，大季种植
杂交水稻，小季就来种植油菜，让田地

“不空闲”。
今年，岑巩县县委、县政府给予老

百姓优惠政策，也极大地提升了群众
种植油菜的积极性。“今年政府免费给
我们翻地，送我们种子、化肥，让我们
的成本减少了一半，赚得也就多了，我
们只需要管护好就行了。”欧阳开洪高

兴地说起了种植油菜带来的好处。
目前，平庄镇种植油菜 8520 亩，采

取“农户+基地+大户”的发展模式，通
过“水稻+油菜”轮作方式，不仅提高
了农民的种植积极性，还让农民实现
一年两季收入，有力带动农民增收。

“目前油菜长势良好，村民们对栽
种油菜也比较满意，亩产预计可达 400
斤，亩产经济效益可达 1200 元以上，种
出来的油菜除了自我供给，还能拿到
市场上销售增加收入。”平庄镇副镇长

谈超锋介绍。
为提高农民经济收入，岑巩县实

施“水稻+油菜”轮作，用好用活土地
资源，特别是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
油 产 业 发 展 创 造 良 好 的 生 产 条 件 。
同时，加大粮油生产力度，为村民免
费提供良种、农药、肥料等农用物资
并给予技术帮助。通过多年的稻、油
轮作，配套发展“稻+N”产业，粮油生
产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主要产业，有
效助力乡村振兴。

岑巩县：

“冬闲”人不闲 增收心里甜

1 月 12 日，村民移栽茶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