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龙晓慧 校检：王 忠

E-mail:qdnzxczx@163.com

2023年3月2日 星期四

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 李正清）去年以来，从江县
宰便镇摆利村 9 个村民组长积极争当“五员”，与
驻村工作队和村“两委”一道，宣传贯彻党的方针
政策，与村民架起连心桥，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
公里”，助力乡村振兴。

争当工作落实“监督员”。积极参与全村治
安管理防范、村庄清洁行动监督，定期或不定期
陪同乡村振兴驻村工作队及村干部走访村内脱
贫不稳定监测户，扎实认真排查各农户“两不愁
三保障一安全”工作。

争当收集民情“信息员”。积极参与村民治
安防范体系，发现有不安定、不安全倾向的苗子
及时报告，教育和引导全体村民遵守《摆利村村
规民约》，努力构建平安、和谐的良好政治生态。

争当桥梁纽带“联络员”。与全村 69 户 283
人 脱 贫 群 众 结 对 ，通 过 与 脱 贫 户 进 行 沟 通 联
系，及时了解生活中存在的情况，帮助脱贫群
众解决实际困难，协助做好低保困难户的入户
调查工作。

争当方针政策“宣传员”。积极宣传党的路
线、方针、政策，宣传镇党委镇政府、村委出台的
相关重要举措，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乡村振兴相关政策，同时将群众的各类意见
和要求及时上报村指挥所。

争当矛盾纠纷“调解员”。协调好基层党群
之间的关系、调处村民之间的纠纷和矛盾，积极
参与村内家庭矛盾的调解工作和对政策不了解
想上访村民的思想工作。

据了解，该村通过换届优化村民小组党组织
的设置，切实发挥农村村民组长的战斗堡垒作
用，助推农村矛盾纠纷调处，有效提升了人民群
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据不完全统计，
2022 年来全村 9 名组长共参与化解各类大小矛
盾 纠 纷 40 余 件 ，解 决 40 余 件 ，调 解 成 功 率 达
100%，深受广大群众一致好评。

从江县摆利村：

组长争当“五员”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石锦坤 姚进忠）近日 走进
黎平县龙形街道“香绣花开”工作坊，只见 150 余
名绣娘正在忙于刺绣，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香绣花开工作坊解决了我在家门口就业增
收难题，在这里做刺绣，每月平均工资 3000 元左
右。”香绣花开工作坊绣娘杨月艳说，近期工作坊
订单增多，大家上班的积极性很高。

据悉，今年 2 月初，龙形街道“香绣花开”工
作坊接到女士佩戴装饰品（耳钉、吊坠、戒指）三
件套订单 1 万套，要求于 3 月 10 日前完工。

“现在订单已完成过半，这得益于县民宗局
去年在社区举办的推普兴乡培训，为社区培养
增加了 50 名刺绣能手，也为此次订单的保质保
量按时完成打下了基础。”香绣花开工作坊负责
人钟香花说，这次订单合作很重要，如能保证订
单进度和刺绣工艺质量，订单需求方将与“香绣
花开”工作坊长期合作，并加大订单量。

近年来，黎平县在少数民族乡、县城易地搬
迁社区，举办了“普通话+采茶技能”“普通话+家
政服务”“普通话+刺绣”等培训班，邀请有经验
的老师授课，培训老师在授课、集中指导过程中，
均用普通话与学员交流，还为学员下载手机 APP
普通话学习系统，方便学员课后加强学习，基本
能够运用普通话进行交流，切实解决少数民族群
众因普通话交流障碍导致的掌握政策难、沟通交
流难、学习技能难等难题。

“推普兴乡”培训，大大提高了易地扶贫搬迁
群众就业技能，为企业培养合格人才，实现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黎平县：

香绣花开订单忙 “推普兴乡”助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彭刚 吴昌前）雨水时节后，
春雨落万物生。日前，地坝村种植的 20 亩牛心
菜迎来了今年的首批上市，数十名群众在基地里
忙着采收、搬运、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收的
繁忙景象。

近年来，施秉县杨柳塘镇地坝村积极响应中
央关于农业农村的重要指示精神，在产业振兴上
全面发力，积极优化调整产业发展结构，充分把
坝区资源优势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引领群众发展
致富产业。

“我们与丰农贸易公司有合作，他们了解全
国各地什么季节需要哪种蔬菜，根据市场需求
给我们排单种植，因此我们生产的蔬菜市场价
格和走势比较好。目前我们种植的牛心菜长势
良好，而且不愁销路。”地坝村党支部副书记王
声勇说。

丰农贸易公司是专门从事农产品外销的一
家外地企业，2021 年，一次机缘巧合下与地坝村
达成合作关系。

“当时我们过来看到这里的土地肥沃，非常
合适种猪蔬菜，刚好我们公司的蔬菜需求量特别
大，主要是发往上海、广东等地，就决定长期合
作，并最大化让利于种植户。”丰农贸易公司负
责人罗飞说：

有了市场导向，产业发展才有方向。土地不
再闲置，订单接踵而至，产业兴旺了，群众富裕
了，乡村振兴的路子也正稳步前进。

下一步，地坝村将对坝区 860 亩土地合理规
划，一部分种植牛心菜，一部分种植辣椒。200 亩
种植玉米，100亩种植魔芋，200亩种植南瓜。通过
发展多元化高效富民产业，助推乡村振兴发展。

（备注：1亩=0.0667公顷）

施秉县地坝村：

20 亩牛心菜丰收上市

道路通，百业兴。
近年来，黄平县依托高速“大动脉”的贯

通优势，全面做好县域乡村公路“毛细血管”
的畅通，发展交通盈利产业。以“交通+工业、
交通+农业、交通+文化旅游”模式，做强交
通+产业大文章，真正让老百姓实现“出门水
泥路、抬脚坐上车”“在家门口就业”“干农活
用机器”的梦想。

黄平县是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黄平黄
牛”“黄平黑毛猪”“黄平金黄鸡”品牌县，黔东
南州“苗侗山珍蔬菜种植基地”县。近年来，
该县以创建“四好农村路”示范县为抓手，因
地制宜加快乡村产业路、振兴路、旅游路建
设，全县农村公路建、管、养、运水平持续提
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支撑。目前，黄平
境内高速路有贵黄、天黄、安江、余册 4 条高
速，里程达 97.128 公里，全县农村公路里程达
2323.057 公里。155 个行政村实现村村通客
车，县域内全部实现了公交化改造，“四好农
村路”在全县得到实实在在的体现。
“交通+特色产业” 推动农产品外销市场

全面提升农村路网，助力特色产业加快发
展。黄平县依托便捷的交通路网，大力培育
发展特色高效农业，培育形成了黄平黄牛、野
菜、黑木耳、黄金鸡、林下养蜂和小米、脐橙、
猕猴桃、百香果、李子、地瓜“新六样”为主的
多样化特色产业格局和产业扶贫体系。黄平
坚持以市场为主导，聚焦主导产业，大力发展
肉牛战略产业，把发展养牛定位为“一县一
业”，充分利用好国家地理标志农产品“黄平
黄牛”品牌，种草养牛专班悉心服务养牛龙头
企业发展。目前，全县有出栏 100 头以上养牛
场 15 个，出栏 500 头以上规模养牛场 2 个，规
模化养殖率 33.26%。有省级龙头企业两家
（其中，加工企业 1 家），州级龙头企业 1 家。

交通便利让农业发展串珠成线、编织成
网。黄平县养牛龙头企业农博翔就是交通+
产业的真实写照，通过公司+政府+农户的方
式进行山地生态高效养牛，现有牛存栏 1 万余
头，年出栏牛 6000 余头，年销售收入达 1.62 亿
元。全县狠抓“一主两辅”产业，在农业农村
领域加大对外输出和销售高质量发展的主
线，围绕黄平黄牛搞好加工、再生产，增加附
加值，延长产业链，做好“牛”这篇大文章。

“我们的野菜走的是全程高速路，上的是
特别养生餐桌，确保新鲜菜品达到目的地。”
正在指挥野菜装车的程太芝说道。黔东南六
源鲜是全省首家野菜基地，种植菜种有冰菜、
藜蒿、养心菜、富贵菜等养生野菜为主。在路
网便捷的推动下，大大打开养生野菜的市场，
2020 年以来，贵州餐饮行业商会蔬菜供应基
地、贵阳鸿溪生态农业有限公司供粤港蔬菜
合作基地、贵州省独山县水乡农林开发有限
公司等 14 家企业与六源鲜签约合作。总经理
程太芝常说，从旧州上高速路，无论是东往沿
海，还是西奔贵阳，新鲜蔬菜都能快速到达餐
桌，运输效率提高，公司收益就大。目前，野
菜畅销省内外，供不应求。
“交通+循环产业” 造就醇香工业大集群

2022年以来，黄平县积极抢抓新国发2号文
件中明确支持贵州建设全国重要的白酒生产基
地、贵州省实施工业倍增行动等政策机遇，大力
发展白酒主导产业，着力打造黄平酱香酒品牌，
构建“高粱种植—白酒烤酒—酒糟养牛—牛粪制
作有机肥—有机肥种植有机高粱”的产业循环。

走进白酒产业内大门，浓浓的酒香阵阵扑
鼻而来，未入厂门已陶醉。

如火如荼的白酒产业园内，贵州九茅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厂房里几台大机器正在运转
着，在机器的另一角只见一股清澈又明亮，线
条状似乎还拉丝的酒滴入器皿中。“这是我们
公司试产酿的酒，原料是直接从仁怀运来的，
在这里加入了高粱先试酿，测试酒精纯度。”

技师母先波说。贵州九茅酒业利用交通便捷
的优势，前期的酿酒原来直接从“酒都”仁怀
市运输而来，推进了酒产的生产速度。

“黄平水质好，水源丰富，交通便利，为我
们酿造酱香白酒从源头上提供了优质保障，
县里面还配套了酒糟养牛和有机肥循环产
业，前景非常好。”九茅酒业负责人田仁军满
怀信心地说。

据了解，黄平县白酒产业园规划面积 2600
亩，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47.6 亿元。全面建成
后，年产白酒 3 万吨左右，年产值 8 亿元左右，
新增就业岗位 2000 个以上，可带动高粱种植
10 万亩，实现农业增收纯利润 1500 万元。目
前有贵州九茅酒业有限责任公司、贵州黄窖
酒业有限公司、贵州贵骄台酒业有限公司 3 家
企业和白酒污水处理厂已签约入驻。

园区的另一边，贵州精利有机肥厂也在满
负荷生产。随着交通畅通带来的福利，以及

林产经济油茶、黄精等产业的不断发展，有机
肥需求量大增。为了满足日益增长的有机肥
需求，精利有机肥厂还扩大厂房和生产线建
设，实现有机肥年产 3 万吨，产值 5000 万元，
还利益联结了横坡社区安置点 260 户 1040 人。
“交通+乡村旅游” 铺就群众致富好出路

黄平县拥有得天独厚的人文景观和自然
生态气象万千，被誉为“云贵最秀地”。黄平
县第一、第二产业已步入“高速快车道”，随着
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以及“四好农村路”路网
四通八达，催生了第三产业发展，乡村旅游逐
渐崭露头角。

据数据统计，黄平县 2022 年 1-10 月乡村
旅游接待游客 139.26 万人次，主要来自周边县
市以及贵阳地区自驾游。距县城 28 公里，国
庆期间才开园的野洞河心栖谷农业观光园就
是借助路网畅通的“东风”发展起来的旅游。
该观光园基地负责人说：“仅仅是国庆假日期

间，心栖谷每天接待旅游 1000 余人次，10 月 1
日至 4 月，累计接待游客 5000 余人，旅游综合
收入达 30 万余元”。

心栖谷农业观光园是黄平县乡村旅游的
后起之秀，县内乡村旅游景点还有爽爽的野
洞河漂流、安安体育滑翔伞、浪洞温泉以及旧
州红色文化旅游。游客们一路欢歌，沿途可
玩可食可休息的丰富体验，更有神奇的洞中
漂流让人神清气爽，感觉大自然的美妙。在
柏油路、水泥路、通村公路、串户路的加持下，
特色旅游景区沿途连串成线，打造形成了多
条集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健康养生、探险体
验于一体的休闲农业旅游快速发展。

如今，黄平县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的
“引擎”下，明确的“特色农业”和专属“工业”
在图景中前行，还巧妙地结合本地区独特的
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唱响了“山水戏”，逐步
迎来乡村旅游发展新高潮。

且兰谱新篇 秀地焕新颜
—— 黄平县做强“交通+”模式助推工、农及文旅产业大发展

○ 通讯员 罗 迈 摄影报道

雨水时节，春寒料峭。而在岑巩县龙田镇
龙马村“交邮融合”综合便民服务站，前来领
取快递包裹的村民却络绎不绝。凭着电话尾
号或取件码，一件件包裹送达到“主人”手中。

“手机下单货进村，省钱省时又省心”手
里拿着几天前网淘的“宝贝”，村民周国珍喜
悦之情溢于言表：“‘赶集取快递，要到街上
去，费钱又费力’的糟心日子彻底结束了。”现
在家门口不仅可以取件，外销的农特产品还
能直接在村中发货。

龙马村民享受到的“快递进村”便民服
务，得益于岑巩县实施的县、乡、村三级物流
体系建设。

2021 年以来，岑巩县聚焦农产品进城“最
初一公里”和消费品下乡“最后一公里”，以建
设县、乡、村三级快递物流共同配送体系为目
标，以邮政普遍服务网络为基础，以快递服务
资源为平台，整合邮政、快递、电商等资源，采
取“政企共建、企业主抓、多方联动”的方式，
以“邮快合作”“交邮合作”等模式，启动实施

“县级中转、镇级分拨、村级配送”三级物流体
系建设，全面推进“快递进村”工程，着力补齐
农村寄递物流短板弱项，构建“消费品下乡，
农产品进城”双向互通发展新格局，促进农村
地区消费升级和农民创收增收。

“现在，我们与中通、圆通、极兔、丹鸟 4 家
民营快递公司建立了共配合作关系，县城区
这四家快递公司的部分下行快件交由邮政统
一分拣、统一派送，日均配送快件 1000 余件以
上。”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贵州省岑巩县分
公司副总经理罗才国说，与快递公司合作的
配送业务覆盖了思阳、大有、龙田、凯本、平庄
5 个乡镇 21 个行政村，每天，我们安排专车运

输快递发往这 5 个乡镇，快递在乡镇邮政共配
中心进行分拣后，继续送往建制村的“交邮融
合”便民服务站等待村民自行领取。

“交邮融合”便民服务站汇集了快递包裹寄
取、快件代收代投、电商代销代购等便民服务，
打通了快递进村和黔货出山的双向通道，不断
积蓄农村产业转型和农民创业致富的新动能。

田永海是龙田镇都素村的一名返乡“农创
客”，2021 年，田永海与人合伙注册成立黔东
南宗显佳品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以
祖传腊肉生产工艺技术为基础，坚持低盐、健
康、无添加的产品研发理念，大力发展特色食
品精深加工产品。通过建立严格的食品安全
保障体系和产品质量把控体系，公司打造了

“黔四郎”“腊贵菲”“思州腊嘎”腊肉品牌，并
取得了岑巩县第一张肉制品腊肉类的食品生
产许可证。依托过硬的产品品质，公司赢得
了众多消费者的持续信赖与支持。

“借助‘线上+线下’销售模式，我们的产
品除了供应本地市场，还畅销浙江、广州、甘
肃等地。春节前，销量最高的一天卖了 700 斤
腊肉制品。”公司负责人田永海说，现在村里
有了“交邮融合”综合便民服务站，特色农产
品“出村进城”更加便利。今后，将继续加大
农特产品研发，持续拓展市场，让更多的优质
农特产借“邮”出山。

“今后，我们将用好‘邮快合作’新平台，
在做优做强主导产业的同时，培育优势特色
产业，推进产业提质增效，着力优化产品供
给，满足消费升级需求。”龙田镇党委书记杨
军说，该镇将加快建设现代流通体系和补齐
基础设施短板，畅通农村生产、消费循环，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目前，全县城区快递服务点有 27 个，建立
乡镇快递共配中心 5 个，村级快递服务站 21
个。通过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分拣、统一配
送，平均每个快递的取件成本降低 20 元左
右。2023 年，岑巩县“邮快合作”的预计投递
量在 40 万件左右，将为老百姓节约快递取件
成本 800 余万元。

“下一步，我们将深入推进邮快合作、交
邮合作，全面推进‘快递进村’服务全覆盖。
同时，加强与农业合作社、电子商务、直播带
货等深度融合，打造农特产品出村项目，使农
村由单纯‘收快递’向‘产快递’‘收快递’并行
转变，用‘小快递’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
度’。”罗才国说。

“交邮融合”为乡村振兴赋能
○ 通讯员 周 燕 吴国明 摄影报道

游客畅玩脐橙丰收

高速路网

龙马村“交邮融合”综合便民服务站，村民周国珍（左）在领取快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