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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连日来，在锦屏县偶里乡
寨霞村林下种植基地里，村民
忙着开沟、打窝、播种、施肥、盖
土，抢抓农时种植魔芋。

今年，该村利用资源优势，采

取“支部+合作社+农户”模式发
展林下种植魔芋1000亩，并通过
订单合同实现农业产销一体化，
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杨晓海 王蓉蓉 摄）

锦屏县寨霞村：

林 下 种 植 忙

本报讯（通讯员 潘顺龙 杨
慧）为带动村民增收和村集体经
济发展，今年以来，雷山县达地
水族乡达地村抢抓季节和市场，
加强统筹规划、市场预判，打出
一套“组合牌”，实现了公司、合
作社和茶农的三方共赢。

打好出茶前基地管理牌，确
保高质量出茶。采用理论与实
地操作相结合的方法为种植户
讲解茶树追肥、种植、除草、修
剪、采摘技术及管理方法，切实
加强技术支撑，保障茶青质量产
量。目前乡村技术人员深入各
村、茶园基地开展技能集中培训
67 人次。

打好采茶民工牌，确保茶青
及时下树。通过微信群、电话等
形式加大对茶青收购标准及收
购地点的宣传，及时发布最新采
茶需求、收购价格和用工价格等
信息，同时鼓励通过亲戚朋友相
互带动。截至目前，通过村民微
信群、茶青收购交流群发布茶青
收购信息 200 余次，到村采摘用
工 205 人次。

打好茶叶加工牌，确保下树
茶青及时加工。目前可利用的
茶叶加工厂为达地水族乡茶叶
加工厂和达地村内合作社茶叶
加工厂，占地面积分别为 1200 平
方米、416 平方米，共有生产流水
线 2 条，可实现茶青全天加工。

打好茶叶销售牌，确保茶叶
变“金叶”。全都公司和村茶叶经
纪人、能人等 10 人外出浙江开拓
市场，回访茶叶销售企业、老客户
卖茶叶。目前村内已有“公司+合
作社+农户”“农户+经纪人”“公
司+农户”三种带动销售模式。

打好统筹调度牌，确保沟通
精准高效。积极组织企业、茶叶
大户、茶叶技术员参加乡内开展
的春茶采前准备工作。村“两
委”积极针对收购、销售等多个
环节进行 18 次工作调度，有效畅
通了人流、物流、信息流。

茶叶就是“金叶”，茶业基地
就是就业基地，达地村茶叶下树、
销售环节已带动就业 81 人以上，
务工群众人均收入 1000 元以上，
为企业、合作社创收76万元以上。

雷山县达地村：

一套“组合牌” 实现“三丰收”

本报讯（通讯员 向燕 杨再
涛）为提高土地利用率，三穗县
桐林镇鹿洞村磨秧坪油茶种植
基地按照“以短养长，长短结
合”的思路在油茶树下套种西
瓜，拓展土地利用空间，带动村
民就业增收。

连日来，在桐林镇鹿洞村
磨秧坪油茶种植基地里，村民
们正忙着犁地、覆膜、打孔、移
栽西瓜苗，现场一片忙碌。

“因为要照顾家人，不能外
出打工，就到油茶种植基地找
活路做。这里离家近，既能赚

钱，又能够照顾家里的老人和
小孩，一举两得。”捧相村黄庄
组村民瞿兰慧高兴地说。

“我们在油茶林下套种西
瓜，今年大概有 300 亩左右，现
在每天有十多个村民在基地务
工。”丰发生态专业合作社技术
人员杨承金介绍道。

据了解，桐林镇鹿洞村立足
本土优势，采取“公司+村集体
经济组织+基地+农户”模式在
油茶地里套种西瓜，产量预计达
到 30 万公斤，拓展土地空间将
增加经济效益120万元以上。

三穗县鹿洞村：

油茶地里种西瓜 以短养长促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龙令庆）为
进一步推进医保政策与乡村振
兴的有效衔接，今年以来，台江
县医保局多措并举，助力乡村振
兴高质量发展。

开展入户走访，提升群众满
意度。该局围绕“万元田”“百
万村集体经济”“美丽庭院”三大
工程，每月 1 至 3 日组织干部到
帮扶村开展入户走访活动，发放
医保政策、医保基金监管条例等
各类宣传材料 1000 余份，重点宣
传了党的二十大精神及医疗保
障相关政策，进一步增强群众对
医保政策了解，有效化解了相关
医保信访隐患。

推进医保征缴，助力保障暖
人心。该局全力推进县委政府

“三重保障”医疗保障制度，将符
合政策的困难群体全部纳入到

医疗保障体系，做到应保尽保。
截至目前，全县城乡居民应参保
人数 144239 人，实际参保 144552
人，参保率 100.22%，其中特殊人
群参保率 100%。

抓好医保服务，确保政策落
实处。该局积极落实县委政府特
殊人群救助政策，全县特殊人群
均已享受各项医疗救助政策。在
该局指导下，全县9个乡镇（街道）
的行政村已建立“十五分钟医保
服务圈”制度，各行政村相继开展
医保电子凭证、参保信息查询等
业务，在家门口就可享受高质量
的服务。截至目前，全县共办理
各类医保业务3万余人次，其中医
保电子凭证结算2.8万余人次，参
保人员信息变更及登记1800余人
次，转诊备案80余人次，办理慢性
病申请注册60 余人次。

台江县医保局：

多 措 并 举 助 力 乡 村 振 兴

“从泥巴路到油路，又从油路到高
速，以前跑凯里要四个多小时，现在一
个多小时，越跑越快，越跑越平稳，人
车 都 安 逸 ，我 们 感 觉 到 了 贵 州 是 平
的 。”4 月 16 日 ，从 事 施 秉 至 凯 里 客 运
驾驶二十多年的李林勇师傅发出由衷
的感慨。

交 通 是 经 济 的 脉 络 和 文 明 的 纽
带 。 施 秉 县 委 、县 政 府 始 终 把 交 通 建
设 作 为 头 等 大 事 来 抓 ，不 断 加 大 交 通
建 设 投 资 力 度 ，全 县 农 村 公 路 建 设 取
得了显著成效，造就了一批产业路、民
生路、旅游路、幸福路、小康路，增强了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形成
了一路通百业旺的局面。

山路通带动百姓富
昔日雄关如铁，今朝如履平地。
施秉境内包括“四好农村路”在内

的 农 村 公 路 建 成 后 ，有 效 促 进 了 周 边
特色农业产业的快速发展。施秉高碑
至 马 路 、枸 洞 坪 产 业 园 区 交 通 项 目 的
建成，采取“交通+产业+合作社+贫困
户”等发展模式，带动了周边大面积种
植核桃、蓝莓、李子等特色产业。据不
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县每年因建路带
动精品水果发展 7.3 万亩，年产值 3.07
亿 元 ；带 动 中 药 材 种 植 发 展 8 万 亩 以
上，年产值达 3.69 亿元以上；带动烤烟
种 植 4 万 亩 以 上 ，年 产 值 1.1 亿 元 以
上 ；带 动 生 猪 养 殖 6.3 万 头 、出 栏 4.05

万头，年产值 8100 万元。
目前，施秉县“村村通”、“组组通”

和“四好农村路”的建成投入使用，使
村货出山便捷了、畅通了。据统计，全
县“ 组 组 通 ”覆 盖 建 档 脱 贫 户 8924 户
38326 人，覆盖贫困户达 100%。

交通畅带动乡村美
在 水 墨 云 山 间 ，一 条 条 美 丽 公 路

婉 若 游 龙 逶 迤 伸 展 ，像 是 密 布 绿 叶 上
的 脉 络 ，尽 显“ 畅 、安 、舒 、美 ”。 随 着
全 县 农 村 公 路 路 网 结 构 的 不 断 完 善 ，
通 达 条 件 的 不 断 提 升 改 善 ，一 批 旅 游
景点迅速旺了起来、火了起来。

施秉县白塘至杉木河、白垛至黑冲
公路提升改造后，通行条件改善了，来

自四通八达的自驾游迅速增多。据统
计，2018 年全县接待游客 530.1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5.46％。2019 年全县接待游
客 672.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2％。

交通兴带动就业易
在 建 设 村 村 通 硬 化 路 、“ 组 组 通 ”

和“四好农村路”等项目过程中，施秉
县 采 取“ 交 通 + 就 业 + 扶 贫 ”的 建 设 模
式 ，一 方 面 积 极 吸 纳 贫 困 劳 动 力 参 与
到 交 通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中 来 ，解 决 他 们
的就近就业问题；另一方面，因路而兴
的产业大量吸纳务工就业人员。据统
计，2017 年以来，直接带动贫困劳动力
就 业 6999 人 次 ，仅 此 一 项 贫 困 群 众 年
人均增收 13968 元。

道路畅 百业旺
—— 施秉县加大交通建设助力乡村振兴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道东 通讯员 吕德军

生态茶园迎客来
时下，正值黎平县高屯桂花台茶叶采摘期，不少游客来到生

态茶园游玩，体验采摘，享受田园惬意。
图为近日，游客在黎平县高屯桂花台茶园游玩体验采摘。

（通讯员 李斌 摄）

每当华灯初上，在岑巩县龙田镇的
文化广场上，欢快的广场舞、怀旧的经典
老歌、激烈的球类运动、惬意的闲谈唠嗑
等陆续登场，属于龙田人丰富多彩的夜
生活缓缓拉开了序幕。

“晚上来广场玩的人可多了，我这个

带头人如果不来早一点，我们团队就没
好位置了。”73 岁的程爱昌老人，组建了
一支 13 人的老年合唱团，每天，老人早早
吃过晚饭便匆匆赶到广场“占位”。

城市建设一头连着发展，一头连着民
生。聚焦城镇民生短板弱项，龙田镇把集

镇建设作为“完善功能、提升品位、改善民
生”的重要抓手，通过更新集镇老区、改造
棚户区、高标准规划建设集镇新区，着力
改观集镇面貌、改优居住环境、完善集镇
功能、提升服务能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

“幸福小城”，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让群众的幸福感在家门口升级。

文化广场是该镇集镇新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总面积 4600 平方米，配套建有一
座休闲文化长廊、1800 平方米的体育场
地、1000 多平方米的停车场和 200 多平方
米的民间艺术展演舞台，集体育健身、休
闲娱乐、文化传承为一体，不仅点亮了广
大群众的生活空间，也提升了城镇形象。

“城镇建设要加大普惠性公共服务
供 给 ，不 断 提 升 群 众 的 获 得 感 和 幸 福
感。”龙田镇党委副书记母渝铃介绍说，
紧扣集镇品质改善，龙田镇坚持“宜建则
建、宜改则改、宜搬则搬、宜绿则绿”的原
则，因地制宜对集镇新区进行科学规划，
统一设计布局、统一标准风格、优化便民
业态。通过配套建设停车场、商业街、文
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实施雨污分流、

绿化美化工程等，实现居住、消费、健身、
娱乐、休憩有机结合，打造宜居、宜业、宜
商高品质生活环境。

2022 年以来，该镇在集镇新区集中
安置 200 余户，安装路灯 160 余盏，修建
生态河堤一道。

如今，龙田镇的集镇新区，楼房整齐
划一、停车场宽敞平整、商业街合理布
局、文化广场区位优越……不仅“颜值”
亮眼，“气质”也悦心。

“党的政策好，我们从棚户区搬到了集
镇新区，不仅居住条件、生活环境大大改善
了，逛街、娱乐也有了好去处。”告别了昏暗
杂乱、生活不便的生活空间，过上了宜居优
居的舒心日子，杨凤萍感激不已。

在龙田镇集镇老区新建的农贸市场
内，粑粉区、蔬菜区、鲜肉区等合理划分，
商品种类齐全，过道宽阔整洁，市场秩序
井然。

据介绍，镇里通过招商引资在集镇
老区归行划市，标准化新建农贸市场，并
完善交通路网、污水处理等基础配套设
施，传统农贸市场实现了转型升级，彻底
告别了“脏乱差堵”现象。

从“杂乱”到“规整”，从“残破”到“统
一”，从拥堵到畅通，从安民到惠民。该
镇“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综合施策、系统
打造”的城镇建设“有解思维”，有效破解
了民生难题，实现了老区功能再完善，新
区活力展新颜，新老区域融合协调发展。

和美城镇惠民生
—— 岑巩县龙田镇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和美城镇

○ 通讯员 周燕 陈昆 摄影报道

（备注：1亩=0.0667公顷）
龙田镇文化广场龙田镇文化广场，，群众在打篮球群众在打篮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