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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8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 18 日致电第
36 届非洲联盟峰会，向非洲国家和人民表示热烈祝贺。

习近平指出，过去一年来，非盟团结带领非洲国家，积
极应对全球性挑战，加快推进非洲自贸区建设，在斡旋非
洲热点问题上发挥重要作用，引领非洲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不断提升。衷心祝愿非洲国家和人民在发展振兴的道路

上不断取得更大成功。
习近平强调，2022 年，中非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中非合作不断向全方位、多层次、高质量发展，走在国际对
非合作前列。我愿同非洲国家领导人一道，进一步加强中
非友好合作，密切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推动
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向第36届非洲联盟峰会致贺电

人勤春来早。眼下正值春耕时节，我州各地
正抢抓农时，如火如荼进行春耕备耕工作，为全
年的产业增效、群众增收打牢基础。

连日来，黄平县的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农技人
员的身影，在该县上塘镇紫营村辣椒育苗基地，
农技专家正在查看棚内的温度与湿度，观察苗盘
的出苗情况，现场为种植户讲解管理要点，解答
在种植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合作社有育苗基地一百余亩，这几天正是
辣椒育苗的关键时期，在农业局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合作社已经完成可种植 5000 余亩（1 亩=
0.0667 公顷）的辣椒育苗。”黄平县上塘镇紫营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辣椒基地负责人简能
江说。

黄平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推广站站长白
明松告诉记者，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 40 余人
次的专家技术人员下沉到各个蔬菜生产企业以
及水果生产企业，对他们进行施肥、肥水管理、
田间病虫害预防等相关方面的技术指导服务。

2022 年，从江县百香果种植面积达到了 6 万
余亩，已形成了规模化的产业。如今，当地还引
入了新的种植方法，为实现百香果提前挂果、提
前上市、抢占市场做足了准备。

“我们基地面积 100 亩，现已育苗 13000 株，
采用‘小杯换大杯’的技术，这种技术能够让百
香果提前挂果。”从江县国有林场百香果基地工
程师石庆胜介绍说。

从江县果树技术服务中心主任龙世方告
诉记者，2023 年全县计划种植百香果 7 万亩，
并及时与优质的种苗供应商对接，提前做好种
苗准备工作，同时大力推广大苗种植，实现增
产、增收。

为了促进春茶增产增收，连日来，岑巩县天
马镇各茶园组织村民开展茶园管护、挖沟、施肥
等作业，积极为春茶采收做好充分准备。

岑巩县黔凝香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徐廷勇
告诉记者：“目前茶园面积有 950 亩，在三月中下
旬可采第一批春茶。”

近年来，该镇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基地+
农户”组织模式，大力发展生态茶、有机茶种植，
目前已建茶叶加工厂一个，茶园面积达 8700 余
亩，促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在三穗县长吉镇贵秧村，阵阵机械轰鸣声
从田间地头传来，十几台旋耕机在田间平整土
地，无人机也在农技人员的操作下精准作业，现
场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合作社有 168 台套的农机具，现在正
值春耕生产，用我们的各类农机具投入翻犁、起
垄、育秧、插秧、植保及以后的收割等作业，可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
三穗县惠民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石通恩说。

今年，该县通过普及机械化种植，实现机耕、机播、机插、机收，有
效降低群众的生产成本。目前，全县共有农机具 4.1 万台（套），已投入
春耕生产 300 余台（套），全力为农业生产增收、稳产保驾护航。

据悉，2023 年三穗县计划种植粮食作物 19.5 万亩以上，其中，春播
粮食 14.1 万亩以上，计划种植水稻 9.1 万亩以上，玉米 1.3 万亩以上，豆
类种植 1 万亩以上，红薯种植 2.6 万亩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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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黔东南州多民族共生共
荣和谐相处，共同创造了以苗侗文化为
特色、多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黔东南民
族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非物质
文化遗产，对于延续历史文脉、坚定文
化自信，推动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
区（以下简称“保护区”）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保护区现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 1
项（侗族大歌）3 处（黎平、从江、榕江），
国家级非遗 56 项 78 处，数量位居全国
同级地州市首位，省级非遗 218 项 307
处，居全省第一，州级非遗 329 项 417
处，县（市）级非遗 1590 项……

非遗+旅游、非遗+乡村、非遗+研
学、非遗+文创等“非遗+”词缀已成为保
护区“非遗+”融合发展的“靓丽名片”。

百花齐放春满园。作为非遗资源富
集地，如何合理利用好这些珍贵资源，做
好“非遗+”融合发展这篇大文章，让保护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大化释放出文化价

值和经济价值，一直是保护区长期探索
和努力建设的目标。经过近几年的发
展，保护区“非遗+旅游”已初具规模，形
成特色，并在实践中取得丰硕成果。

走进丹寨县一个不足 400 平方米的
洞穴，洞中清澈的泉水喷涌而出，这不
仅仅是一个普通的溶洞，还是石桥黔山
古 法 造 纸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天 然 造 纸 工
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石桥黔山古法
造纸专业合作社非遗工坊也看到了非
遗研学的潜在市场。

据非遗工坊粗略统计数据，2005 年
至 2022 年到石桥村旅游观光考察古法
造 纸 的 国 内 外 游 客 达 到 80 万 人 次 以
上。这可观的游客量，让工坊充分利用
起石桥古法造纸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
和古法造纸艺术之乡的旅游资源，目前
200 多名从业人员投身乡村旅游开发，
开办农家乐 40 家，旅游商品店 8 家。

近年来，丹寨县大力进行非遗文化
的保护和传承发展，打造“非遗+旅游”

新模式，促进民族文化产业转型升级、
振兴发展。不仅让非遗项目活了起来，
也让景区旺了起来。

拥有 7 项国家级、22 项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丹寨县，在“以文促旅，以旅
兴文”的发展思路下，持续深耕“非遗+
旅游”模式。

非遗与旅游的融合不仅增强了游客
的文化体验，同时也为非遗“活”起来开
辟了新路径，一幅旅游“一业兴”带动“百
业旺”的发展图景正在保护区徐徐展开。

正如《黔东南的七月》歌词中所唱
道：“远方的客人你留下来嘛，这里有你
要的感觉，一起来跳舞，一起唱歌。”字
里行间都浸润着我州少数民族的热情
好客和能歌善舞的民族风俗的特点。

近些年，我州不断丰富旅游产品内
涵，拓展非遗传播面，“非遗+旅游”为保
护区文旅融合注入强劲动力。

借力“千村百节”品牌，激活非遗节
庆旅游。保护区每年有各种民族节庆

390 余个，通过“政府主导、民间主办、社
会参与”的原则，打造了“中国·丹寨非
遗周”等 10 个非遗品牌。

如今，举办苗年、侗年、苗族姊妹节、
苗族鼓藏节等民族节庆活动，推动了保
护区文旅融合发展。举办台江施洞苗族
独木龙舟节、中国·凯里甘囊香国际芦笙
节等大型活动，吸引大量中外游客。

同时，依托非遗文化空间，促进研
学旅游体验。保护区依托非遗传承基
地、传习中心（所）、非遗工坊、特色街区
等场所空间，加强非遗研学游、体验游，
推出“魅力黔东南多彩非遗体验走廊”

“苗疆非遗研学主题体验走廊”“百里侗
寨非遗主题体验走廊”等精品非遗主题
旅游线路。

2020 年，黔东南侗族非遗深度体验
游入选全国 12 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充
分发挥了非遗旅游的独特优势，为非遗
保护传承发展注入新的生机与活力。

（下转第三版）

民 族 文 化 之 花 绚 丽 绽 放
—— 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非遗+”融合发展综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娅琳

开栏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农业农村发展面

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根本要靠深化改革。”深
化农村改革，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
果，是我们抓好以乡村振兴为重心的“三农”各
项工作的根本目的。黔东南州从思想上、组织
上、行动上重视农村改革，积极推出一批创造
性改革举措，推广一批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黔东南经验》系列报道，
聚焦我州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
经验模式，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
征程上，努力绘就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新的春天，黔东南大地生机勃发、欣欣向荣。
2 月的清晨，榕江县车江大坝白雾笼罩。

榕江县阳光蔬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监事长
石珍和社员们在蔬菜基地里欢快地穿梭着，采
摘最新鲜的蔬菜。

“在‘三社联建’的赋能下，农信社给我们
记账，规范财务管理，供销社负责农资供应和
产品销售，合作社只管安心种蔬菜就行了，其
他的都不用管。”石珍乐呵呵地说。

石珍口中的“三社联建”，便是我州深化农
村改革，积极推出的创造性改革举措，在全州
推广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信用社+供销
社”合作模式。合作社重点组织好农民，负责
组织实施项目，动员村民入社参与项目，或在
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返租倒包”给农户实
施；信用社重点组织好资金，负责产业项目贷
款，并帮助合作社管理财务（记账）；供销社重
点负责前端的农资供应和后端的产品销售。

作为服务和联系农民最广泛、最紧密的互助
性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是乡村振兴背景下
推动农村产业发展的有效载体，是衔接小农户与
大市场的重要桥梁，是带动农户增收致富的有力
抓手，是纵深推进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

为有效破解农民专业合作社“产业选择不
精准、财务管理不规范、生产资金不足、农资采
购成本高、农产品销售渠道窄”等难点痛点问
题，黔东南州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促进农民合
作社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对全州 8675 家合作社

开展摸底调查工作，确定选取其中 1000 家产业
基础较好的合作社，探索开展“农民专业合作
社+农信社+供销社”的“三社联建”合作模式。

2021 年 9 月，黔东南州人民政府下发《黔东
南州“三社联建”助推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在
创新工作机制、优化政策扶持、规范行业管理、
强化指导服务、加强示范引领上，以优示范、由
点到面，推广这一模式经验。

“对不起，实在是没有货了。”2 月 17 日，镇
远县蕉溪镇蛋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姚元福的电话就开始响个不停。“要是放在以
前，哪敢想这样的美事？”不仅仅是姚元福合作
社里的鸡蛋，镇远县众诚联合社其他合作社养
殖的鸡、鸭、牛、羊等禽畜，样样都受到消费者
青睐，订单源源不断。

引导合作社、供销社、农信社互联互建，不
仅激发了农村产业新活力，也拓宽了当地高品
质农产品外销渠道。这便是镇远县蕉溪镇蛋
鸡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打造“三社联建”示范
点的样板之一。

在“三社联建”模式中，主要核心是通过
“合作社+信用社”，农信社充分发挥“财务指导
员”和“产业宣传员”的优势，补全了合作社发
展中的管理短板；通过“合作社+供销社”，供销
社充分发挥“农资指导员”和“销售指导员”的
优势，补全了合作社发展过程中的市场短板。

——当好“党建指导员”，引导党员积极参
与农民合作社建设。通过选派“党建指导员”到
非公企业、合作社指导企业规范提升工作，引导
农民合作社精准选择产业、完善组织机构与相
关财务制度，并在产业谋划、财务管理、产品销
售、融资需求等方面与农村信用社、供销合作社
进行座谈沟通，推动合作社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品牌化生产，突破合作社发展瓶颈。

——当好“产业宣传员”，让产业选择更精
准。过去，许多合作社未因地制宜结合实际选
择符合自身发展的产业，而是盲目跟随周边邻
村合作社的产业来发展，由于产业选择不准确
导致合作社生产经营失败。如今，在农信社

“产业宣传员”的宣传下，确定了产业发展方
向，解决了“不知道发展什么产业”的问题，合
作社的产业路越走越稳、越走越宽。

——当好“财务指导员”，让财务管理更规
范。过去，许多合作社账务混乱、不明晰，摸不
清“家底”。如今，有了农信社“财务指导员”的
指导，不仅提升了合作社会计的“记账”能力，
算好了“盘子”，还让财务管理更规范，发展内
生动力更足。

——当好“农资指导员”，让农资采购更便
捷。过去，合作社需要的农资都是自行到市场
上采购，不仅价格偏高，质量还没有保证。如
今，“农资指导员”对各合作社农资需求进行统
计，采取团购方式向有资质、质量好、信誉佳的
品牌方进行统一采购，降低了合作社投资成本。

——当好“销售指导员”，让销售渠道更宽
广。合作社选对了产业、找准了路子、生产出了
农产品，关键还要卖得出去变成“票子”才可
以。“三社联建”后，供销社通过建立农资和农产
品供销服务平台，定期或不定期发布农资采购
信息、农产品总体产能及销售供应信息等，增加
了农民合作社农资采购和农产品销售渠道。同
时，加大农超、农校、农企对接，大力发展电商销
售拓宽农产品产销对接渠道，以“实体+电商”线
下线上融合发展的方式，助推“黔货出山”。

通过改革探索，“三社联建”合作模式不仅
实现了生产、销售、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作用，
而且有效解决农村产业项目融资难、销售难、
利益联结不充分、技术保障不到位等问题，构

建了契约型、股权型、分红型联结关系。
据了解，2022 年我州选派“党建指导员”

“产业指导员”“财务指导员”“农资指导员”“销
售指导员”深入基层一线，积极开展辅导和服
务 10600 人（次），解决“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
进城”双向流通问题。同时为农民合作社提供
农资服务 1585 次，帮助农民合作社节约采购资
金 216.22 万元，帮助 943 家农民合作社销售农
产品 6526 吨 5547 万元……

农民是振兴乡村的推动者，也是受益者。
只有凝聚起乡村命运共同体，调动起全民的共
建合力，才能实现全面乡村振兴。

“ 大 家 加 把 劲 儿 ，忙 完 这 两 天 就 发 工 资
啦 ……”在 岑 巩 县 水 尾 镇 新 场 村 食 用 菌 基
地，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榜扛着木耳筐边走边
吆喝着，村民们笑盈盈地忙着采摘、装箱、打
包、搬运。

黄俊榜告诉记者：“这几年村里的产业发展
越来越好，村民们的钱袋子也越来越鼓，这得
益于‘三社联建’带来的实惠。现在订单式销
售，我们只管加油生产。”

在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水城村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的蔬菜基地，红菜薹正是市场上
的“稀缺货”，村民们在菜地里来回穿梭，采摘、
称重、装箱，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正值红菜薹采收期，平均收购价每公
斤最少五元，天天都有商家到这里来收，不愁销
路，这都是农信社和供销社的大力支持才能实
现。”水城村党支部书记罗传彬说，以前产品销
售难度大，现在有了供销系统、农信社黔农云等
线上线下销售平台，合作社销售渠道就更多了。

自 2021 年 9 月以来，黔东南州多措并举不
断完善和推广“三社联建”改革模式，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显著。截至目前，全州完成联建合

作社 1034 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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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三社联建”工作已经成为黔东南州
“三农”工作的重要抓手和撬动乡村振兴的有
力支点，已逐步呈现良好的综合效应，产业发
展越来越好，串起了乡村“奔富链”。

短评：

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

要法宝，要解放思想，让农村资源要素活化起
来，让广大农民积极性和创造性迸发出来，让
全社会支农助农兴农力量汇聚起来。

“聚焦小切口，创造大改革。”黔东南州创
造性提出的“三社联建”合作模式，不仅实现了
生产、销售、信用“三位一体”综合作用，有效解
决农村产业项目融资难、销售难、利益联结不
充分、技术保障不到位等问题，而且构建了契
约型、股权型、分红型联结关系，带动农户参与
产业发展，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农民，成
为农民和村集体增收的金钥匙。

深化农村改革，农民是最直接的见证者、受
益者，更是参与者、监督者、创造者。因此，农
民叫好的改革最“硬核”。

“三社联建”模式经验，更加精准对接发展
所需、农民所盼、民心所向，让乡村振兴的活力
和内生动力得以不断产生。

让广大农民在改革中分享更多成果。乡
村，正带给人民更多想象和更多期待。

打造共建“联合体” 串起乡村“奔富链”
——黔东南州深化农村改革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之“三社联建”模式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冯哲 韦启悬

近年来，从江县西山镇中寨

教学点大力开展“非遗进校园”

活动，邀请村里非遗传承人到学

校指导学生学习瑶族长鼓舞，让

学生在完成学校学业的同时感

受非遗文化的魅力。

图为 2 月 16 日，在从江县西

山镇中寨教学点，同学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练习瑶族长鼓舞。

（通讯员 吴德军 摄）

非遗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