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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时节，行走在黔东南大地，只
见平坦的通村公路延伸至家家户户，
高效农业大棚里绿意盎然，整洁的农
村庭院内鸟语花香，一幅幅清新靓丽
的新时代农村新画卷尽收眼底。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2023 年中央一号文件更
是对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作出重点部署，为黔东南州开展好乡村
振兴工作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沿着奋斗目标，我州在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乘势而上，扎
实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
理，推动乡村由表及里全面提升，让广
大农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建设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
引领农村“新风貌”

推动乡村振兴，最直观的变化在
哪里？

是农村厕所改造、是乡村庭院美
化、是污水治理、是道路硬化……印象
中那些曾经“脏乱差”的农村，正迎来
前所未有的蝶变。

这个春天，记者走进锦屏县敦寨
镇雷屯村，看到一排排农家小院错落
有致，屋前绿植尽情舒展，屋后菜园生
机盎然。在这里，垃圾集中清运、交通
便捷高效、旅游产业蓬勃发展，一幅产
业强、农村美、百姓富的“美丽新画卷”
正在徐徐展开。

自 2021 年以来，锦屏县敦寨镇雷
屯村抢抓被列为省级特色田园乡村·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的发展机遇，立足

资源禀赋，通过打好绿色农业、文旅融
合、乡风文明、生态宜居组合拳，有力有
序推进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

现在的雷屯，四季有花，全年常
绿，农家庭院，整洁有序，村里村外，文
明成风。

“锦屏县雷屯村是‘2021 年全省 50
个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
试点’之一，该村依托自然资源优势，
进一步激活了乡村旅游资源，将农业、
产业基地、自然生态、民俗文化等资源
有机结合，逐步建成集休闲、观光、娱
乐为一体的综合旅游区，成为游客热
门打卡地。”锦屏县雷屯村党支部书记
龙淮远介绍。

如今，像雷屯这样别具特色的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在我州还有很
多，它们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在各
级各类扶持政策的撬动下，正发生着
翻天覆地的巨变。

开展乡村振兴示范试点创建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是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乡村振兴开新
局的重要抓手。

截至目前，全州 11 个省级特色田
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共规
划建设项目 241 个，已全部完工；全州
43 个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
成示范试点，共规划建设项目 665 个，
已全部完工。各示范点在项目建设过
程中形成了一批可借鉴、可推广、多样
化的乡村振兴成果，展现出产业兴、生
态美、乡风好、治理优、百姓富的黔东

南特色田园乡村新模样。
乡风文明大提升

让乡村有颜值有内涵
如今，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

闻香，已是我州不少乡村的“标配”。
近日，记者走进黎平县中潮镇佳所

村，一条条笔直的水泥路，错落有致的
庭院，步步皆景，处处怡情，一幅美丽清
新的乡村发展画卷徐徐铺展开来。

佳所村，地处黎平县城南部，1934
年 12 月中央红军长征进入黎平时，曾
居住于此，也为当地留下了非常丰富
的红色文化资源。

“村里的陈年垃圾不见了，原本杂
乱的广场也建成了村民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村里这些年变化可大了，家家
户户装饰着自己的庭院，老百姓生活
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说起村里的
变化，佳所村村民杨建伟喜笑颜开。

如今，作为红色美丽村庄试点建设
村，同时也是贵州省特色田园乡村·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第一批试点
村，佳所村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为契
机，始终坚持“文化立村、文化兴村、文
化强村”发展理念，围绕红色文化、历史
文化做足乡村全域旅游“好文章”。大
力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产业布局特色
化，真正实现乡村颜值、内涵“双提升”。

从曾经的其貌不扬到如今的颜值
刷新，佳所村的华丽转身，是我州抓实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提升乡风文明的
真实写照。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

据悉，我州以建设国家级民族文
化生态保护区和打造传统村落示范州
为契机，积极争取文化遗产保护利用
资金，加大对非遗传承人传承活动的
补助支持力度，完善农村文化活动基
础设施。各示范试点村寨大力传承民
族文化、传统手工艺等特色文化，建设
文化活动场所 36 个，开展农村群众性
文化活动近 2000 余次。

乡 风 净 、民 风 纯 、思 想 齐 、干 劲
足。形式多样的乡风文明创建活动似
春霖甘露，催生着文明之花，也奏响了
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

强化农村产业支撑
激活乡村振兴原动力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是时间
的标尺，也是发展的刻度。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石。为
进一步发展好乡村产业，培育乡村产
业新业态，我州通过“三举措”全力以
赴助推农村产业高质量发展。

———因地制宜选准产业。各试
点结合全省十二大农业特色优势产业
和当地整体产业发展布局，立足资源禀
赋，梳理挖掘村庄现有产业发展优势和
特色，与村庄产业规划充分对接协调，
构建符合村庄自身发展又与县镇整体
关联的特色产业体系。（下转第三版）

广袤沃野谱新篇
—— 我州推进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创建工作纪实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雪村

本报讯（记者 龙思全）近年来，我州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依托
特色资源、发挥比较优势，加速培育产业链集群，做足产业大
文章，积极拓展粤港澳大湾区市场。

近日，黎平县广东澳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渔业基地里，
工人们正忙着对棚内气温、水质进行检查，以此来判断、确保
养殖的鳜鱼和鲈鱼品质。

“目前已投放鱼苗 4 万尾，接下来会陆续把车间铺满。下
一步我们将以黎平中潮这个基地为中心，全面向黔东南州 16
个县市展开 ，力争把循环水养殖渔业做大做强，做出成效。”
广东澳益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黎平基地负责人王平说。

据了解，黎平县积极发挥生态优势，引进广东澳益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重点做好强龙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等工
作，全力助推该县循环水养殖产业做大做强。

春节以来，佛山——黔东南共建东西部产业园里格外忙
碌，每天都有几十名工人在操纵着各类工程器械有序开展施
工作业。

据悉，佛山——黔东南共建东西部协作产业园是佛山市
和黔东南州深化粤黔协作共同实施的重点项目之一，项目建
成后将对承接粤港澳大湾区企业梯度转移、助力黔东南产业
高质量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蔬菜是我州的传统重点产业，但因市场、销售等原因，我
州蔬菜产业发展缓慢。为帮助更多优质蔬菜卖出好价钱，天
柱县鼓励各种植合作社抱团与专业销售公司联手，借助东西
部协作契机，共同开拓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推动当地农产品产
销双提升。

近日，天柱县扬扬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秋冬种的 800（1 亩=0.0667 公顷）亩
蔬菜迎来丰收，主要销往佛山、广州、香港、澳门等地。

“为了解决蔬菜销售问题，我们在年前就一直往粤港澳大湾区跑，目前在广
州开了 31 个档口，打开了销售市场。”贵州一路纵横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杨
维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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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陶国华）台江县
生态资源丰富，文化绚丽多彩，有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14 项，有 45 个中国
传统村落。近年来，当地依托丰富的民
族文化资源，持续加强非遗项目传承和
保护，加大民俗活动推广宣传，探索“非
遗+”激活文旅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每年农历的二月初二是台江县苗
族同胞一年一度的“敬桥节”，也叫“祭
桥节”。活动当天，当地苗寨的男女老
少身着盛装，带着煮熟的鸡蛋、腊肉、
鱼等祭品，对村里的桥进行祭拜。在
方召镇反排村，苗族同胞则跳起被誉
为“东方迪斯科”的反排木鼓舞，欢度
这一传统的民俗节日。据了解，苗族
敬桥节和反排木鼓舞分别被列为贵州
省和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名录，这一次乡村民俗活动，两种非遗
文化相互融合、相继展现，吸引了众多
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为进一步挖掘民族文化资源潜力，
反排村通过“非遗传承+旅游发展+农
户”的形式，开展了旅游服务、非物质文
化等技能培训，推动村内旅游文化产业
和一人一技就业发展。同时，当地还建

有鼓笙制作传统技艺传习基地和反排
苗族木鼓舞传承基地，目前共带动二十
余人从事芦笙、木鼓制作及销售，人均
年收入5万元以上。

目前，台江县有国家级、省级、州
级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代 表 性 名 录 29
项。凭借传统古村落风貌、反排木鼓
舞、多声部情歌、二月二敬桥节、鼓藏
节、苗年节等非遗文化品牌，台江县积
极探索推进“非遗+节庆活动、非遗+
乡村、非遗+旅游”发展，全方位展示
乡村面貌，全面展现乡村振兴新气象。

“通过举办元宵节、苗族舞龙嘘花
习俗、苗族姊妹节、独木龙舟节和祭桥
节等活动，不仅可以保护传统村落和
节庆文化，而且更能激活非遗节庆旅
游，充分展示了黔东南民族文化生态
保护区绚丽多彩的文化，吸引大量中
外游客，增加了当地群众的收入并增
强了文化自信。”台江县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任王建文说。

根据第三方反馈，2022 年台江县
旅 游 接 待 165.3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27%；旅游综合收入 17.12 亿元，同
比增长 36.74%。

台江县：

激活“非遗+”促文旅“火”起来

本报讯（通讯员 王岩弟 吴尊泉）
目前气温逐渐回暖，正是辣椒育苗的
好时节，天柱早安排、早部署，强化服
务保障，抢抓农时，稳步推进辣椒育苗
工作，全力以赴为全年辣椒产业高质
量发展开好头，起好步。

位于天柱县渡马镇湾场的天柱县
云上侬家科技有限公司辣椒育苗基
地，160 余个育苗大棚有序排列，在集
中育苗中心内，4 台自动播种机正不停
运作，村民们有条不紊地上盘、播种、
扒土，大约 20 多秒钟的时间，一盘辣
椒苗就播种完成，呈现一派忙碌的春
耕景象。

辣椒是天柱的主打产业之一，今
年该县继续以“订单种植+自主种植”
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发展辣椒产业，依
托公司市场、技术和烘干设施的优势，
采取“公司+农户”模式，带动农户发
展订单辣椒种植。

“播种时，大家要确保每个小格子
里都要有辣椒种子，才能保证辣椒苗
长得整齐茁壮。”基地负责人陈新贵一
边向工人讲解辣椒播种的技术要领，
一边查看苗盘。

“今年育苗 1.5 万余亩，预计在 3 月

中上旬育苗结束。”陈新贵介绍，每台
机子一天能装二千多个盘，4 台机子同
时工作，一天能育苗八千多盘，相比人
工育苗，机器育苗大大提高了育苗播
种的效率。

“以前人工育苗，又累又慢，效率
低，放辣椒种子又不均匀，看久了容易
眼花，现在用自动播种机育苗，速度快
又精准还不漏种子。”村民刘鸾妹感慨
地说。

据了解，订单辣椒种植按照订单协
议，辣椒产品由订单企业全部收购。若
市场价低于保底价，按保底价收购，市
场价高于保底价，则按市场价收购。在
自主种植方面，由经营主体和农户自选
品种、自己育苗种植，自行销售。

近年来，天柱因地制宜，依托独
特的自然条件，积极调优农业产业结
构，提高农业种植效益，将发展辣椒
产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增加农
民收入的重要举措来抓，大力提升农
业产业化发展水平，促进农民增收、
农业增效。

据了解，今年天柱计划种植辣椒 4
万亩，其中订单种植 1.5 万亩，其他方
式发展 2.5 万亩。

天柱县：

1.5万亩订单辣椒育苗忙

“当前是森林火灾高发期，我们
复兴村的村头村尾相距 15 公里，山坡
陡峭，光靠人去巡护不够，所以从镇
里面协调得这台无人机，可以全方位
获取林区画面，及时掌握全村山林情
况。”近日，麻江县龙山镇复兴村党支
部书记金渊波学会了操作无人机在
林区开展防火巡护。这仅是黔东南
各地开展护林防火工作的缩影。

黔东南属于我国南方 28 个重点
林区之一，全省 10 个林业重点县有 8
个在黔东南，是长江和珠江上游重要
生态屏障区。全州自然生态保存完
好，有雷公山、月亮山、云台山、佛顶
山 、朱 家 山 等 原 始 森 林 ，森 林 面 积
3065.72 万亩，森林覆盖率达 67.98%，
是贵州省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市州。

入春以来，随着天气持续干燥、森
林火险等级偏高，极易引起森林火灾，
森林防火形势严峻。为有效预防森林
火灾发生，我州严格落实网格化责任，
加大防火宣传力度，强化应急值守制
度，多举措有效提高应急处突能力。

据了解，各县市以“谁管辖、谁负
责”原则，划定森林防火责任区，明确
人 员 责 任 进 行 森 林 防 火 网 格 化 管
理。各乡镇、街道党政班子成员带头
指导开展防火巡护、宣传教育、督促
检查和责任落实等相关工作，并由村
干部、村民小组长利用熟悉村情民情
的优势，在走村串户、日常工作中履
行好宣传教育、野外火源巡查、违规
用火行为制止、火情报告等职责。

麻江县龙山镇通过明确责任、压
实责任，成立了党政主要领导为组长
的领导小组，党政班子成员负责联系
村全面森林防火工作，森林火险预警
期间负责每天组织包村干部、驻村干
部、村支两委、护林员、老党员组成工
作组，从上午 9 时至下午 19 时分组巡
逻，建立了“镇村联动机制、村村联动
机制”，确保遇有突发火情能够第一
时间发现、第一时间上报、第一时间
处置、第一时间扑灭。

为从根源上消除森林火灾隐患，
严防森林火灾发生，我州认真分析森

林火灾（情）成因，结合春季群众农事
生产用火特点，明确一条标准、规范
一套流程、紧盯一个目标、严格一条
纪律，规范野外农事生产用火审批服
务工作，全方位、立体化筑牢森林防
火墙。

凯里市三棵树镇立足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侧重前端预防，盯重点、找
问题、查隐患、抓包保、促整改，层层
联动，末梢发力，打通防火监督“最后
一米”，走完火灾隐患“最后一处”。
该镇通过完善队伍建设，定期演练，
补齐短板，更新修订 17 个村（社区）农
村消防、森林防火、野外用火村规民
约，着手构建“群责群防群治”新格
局。自今年一月以来，利用巡回车、
广播、小喇叭等不间断播放苗汉双语
防火宣传音频，出动巡逻、巡山工作
人员 1200 余人次、车辆 180 余车次。

为守护好林业生态，进一步提升
林长制巡护员、护林员履职能力，2 月
9 日，黄平县谷陇镇组织召开了林长制
巡护员、生态护林员培训，二百五十

余人参加。学员们通过在培训会上学
习森林日常巡查及管护、生态护林员
巡护 APP 使用、森林火灾的预防与扑
救、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物保护等
知识，使大家熟练掌握了相关法律法
规、业务知识和防火救火技能，有效地
提高了森林火灾应急处置能力。

今 年 以 来 ，榕 江 县 通 过 喇 叭 宣
传、人为引导、定时巡查等方式加大
检查力度，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点，对
过往车辆和行人进行检查，严禁携带
香蜡纸烛和烟花爆竹进入林区，严格
控制火源进山，坚决遏制森林火灾发
生。近日，该县车民街道车寨社区组
织工作人员及志愿者入户开展森林
防火宣传活动，并与居民签订森林防
火安全承诺书。“签订了这份承诺书
啊，就代表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要是
发现有人带火进山或者哪里起火，我
们要举报……”社区居民杨大伯说。

此外，凯里、岑巩、锦屏、雷山、台
江、剑河等县市，通过大屏幕播放森
林防火宣传片，录制双语森林防灭火
宣传音频重复播放，在网站及微信等
平台发布森林防火灭火知识，加大森
林防火宣传力度，营造了浓厚的森林
防灭火宣传氛围，使“森林防火，人人
参与，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

绷紧森林防火弦 筑牢森林防火墙
—— 我州各地扎实开展护林防火工作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天英

努力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 习近平主席复信令匈中双语学校师生倍感温暖与鼓舞

“为中华民族大家庭而歌唱”

（详见第三版）

（详见第三版）

近年来，榕江县依托丰富

的自然资源优势，并以土地流

转形式，采取“党支部＋公司＋

基地＋农户”模式，大力发展脐

橙、沃柑、默科特、砂糖橘、黄金

柚等优质果品种植，助力群众

增收。

图为 2 月 23 日，在榕江县忠

诚镇正乐村沃柑种植基地，村

民在采摘沃柑。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沃柑果品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