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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仲夏时节，在施秉县双井镇牧歌田园精品水果产业示范园区枸
洞坪种植基地，370 亩蜂糖李迎来丰收。镇政府积极组织群众进行
采摘，供应市场。

“今年气候适宜，蜂糖李饱满甘甜，品质上乘，备受客户青睐。为
了满足市场需求，我们推出线上线下两种销售渠道，以方便大家采

购。”双井镇政府工作人员龙红兰说。
据悉，目前双井镇蜂糖李种植面积 620 亩，其中牧歌田园 370 亩，

龙塘村 100 亩，铜鼓村 150 亩，预计亩产 400 公斤。按照该镇建立的分
红机制，覆盖 221 户 905 人。

（通讯员 杨健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张莲花）近日，镇远县蕉溪镇为村
民免费发放稻田鱼苗，全力做好稻田养鱼投入，促进产
业发展，助力群众增收。

当日一大早，村民们有的提桶，有的拿盆，络绎不绝
地来到镇政府院坝，领取稻田鱼苗。

“我已经连续 3 年发展稻田养鱼了，稻田养鱼不仅
可减少稻田化肥农药施用量，还可提升稻米的质量和
安全，而且每亩稻田只要投放 10 公斤鱼苗，放养三至五
个月，便可增收 3000 元左右，成本低，效益高。”田溪村
村民杨再帮高兴地说。

稻田养鱼可以“养鱼不换水，种稻不施肥”，拥有
“一水两用，一田双收”的优势，既能有效促进粮食生
产、农民增收，又可以发挥巨大的生态效益，保护农业
生态，实现稻鱼双丰收，为群众得到实惠。

据悉，蕉溪镇今年共计为群众免费发放鱼苗 8000
公斤，可发展稻田养鱼 800 亩。接下来，该镇将做好各
阶段技术指导以及培训工作，指导稻田养鱼户加强群
防群治，实现稻鱼双丰收。

镇远县蕉溪镇：

免费发鱼苗 助力农户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陈海情）近日，走进从江县东朗镇
关雄村的交投兴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灵芝基地，只见
一朵朵茁壮的灵芝撑开深褐色是“小伞”、在斑驳的光
影下显得勃勃生机，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正在农技专家
的指导下忙着给灵芝套袋。

2022 年，该公司采用仿野生培育法种植了 10 多亩
灵芝，生产破壁灵芝孢子粉、灵芝切片及灵芝酒、灵芝
菌汤包等衍生食品，当年产值 50 余万元。同时，该公
司还打造了示范种植基地和灵芝加工室，通过免费培
训灵芝种植技术和提供灵芝加工岗位，带动附近农户
发展林下灵芝种植、利用农闲时间加工灵芝产品，增
收致富。

“灵芝是名贵中药材。关雄村地处‘松席坡’林区，
雨量充沛，生态良好，灵芝生长环境得天独厚。”关雄村
第一书记李海波介绍说，近年来，关雄村充分利用丰富
的林地资源，因地制宜引进林下灵芝种植产业，实现农
林资源优势互补。

据悉，今年东朗镇发展林下灵芝产业 360.6 亩，涉及
苗谷村、孔明村等 7 个村，惠及农户 268 户 1434 人，预计
户均增收 7200 余元。

从江县东朗镇：

灵 芝 撑 起“ 致 富 伞”

近年来，锦屏县坚持党管人才原则，在
“唤醒原乡人、唤回归乡人、唤来新乡人”等方
面做文章、出实招，纵深推进“人才强县”战
略，为乡村建设与振兴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唤醒“原乡人”引“飞雁”变“归雁”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如何引“飞雁”变

“归雁？”锦屏县搭建“归雁”平台，打好“乡情
牌”，唤醒原乡人“乡愁”，引雁归乡，破解乡
村人才瓶颈。

原来的三江镇平金村，发展山油茶、淫羊
藿、莲子等特色产业，品质虽好，但销售不畅，
制约产业发展。为解决滞销难题，村干部也
是煞费苦心，他们急需找一个会经营、能致富
的人才站出来带领村民致富。通过排查走
访，发现了在印度尼西亚从事基建项目管理
的龙家文，致富能力出众。在镇党委多次感
召下，龙家文同志决定辞去国外高薪回村发

展。回村后，党员和群众推选他为村党支部
书记、村民委主任，他发挥所长，推广“党支
部+村集体合作社+电商+农户”模式，打通

“线上+线下”销售通道，全力解决农产品滞
销难题。2022 年以来，村集体合作社实现销
售额 80 余万元，不仅带动当地土特产外销，
还促进村级集体经济和农户实现“双增收”。

像龙家文一样，全县 300 余名“归雁”人
才纷纷踏上了归程，回乡在村里任职或带领
群众发展，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原动力。

唤回“归乡人”让“洼地”变“高地”
以往发展产业，单打独斗犹如一盘散

沙，很难满足市场需求，处处受挫，如何从人
才“洼地”攀上引才“高地”呢？

锦屏县借助浙江、广东、贵阳等地商会，
积极开展活动，宣传推介锦屏，唤回锦屏籍
在外人才反哺家乡，返乡创业、回村发展。

一方面把在外人才与本地人才捆绑在一起，
通过以贤引贤，互相沟通、项目合作等方式，
牵桥搭线，凝聚在一起，发挥所长，携手推进
融合发展、协同发展、共赢发展；一方面全面
摸排在外和本土人才创业情况，筛选掌握优
秀人才，通过开展人才沙龙、人才联谊座谈
会、人才植树等活动，让“洼地”变“高地”。

如今，这些归乡人，有的合伙办家庭农
场，有的投资乡村旅游，有的建基地搞种养
殖等等。初步统计，近年来该县归乡人创建
农村合作社或企业 86 家，带动县内劳动力
2000 余人次就近务工，乡村的蓬勃局面正在
加速形成。

唤来“新乡人”从“流入”变“融入”
紧扣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急需，通

过公开招聘及抢抓东西部扶贫协作帮扶机
遇，引进各类技术人才 103 名。给予就医、就

学等 15 项优惠政策，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服
务，解决人才发展后顾之忧，确保他们安心
安业安家。

“看了锦屏人才引进实施办法，这个岗
位对我吸引力很大，特别是在录用后有安家
补贴、购房补助、子女入学等各方面优惠政
策。”毕业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研究生姜
德科说。与姜德科一样向锦屏县干部和人
才服务中心投递报名意向的急需紧缺人才
还有 30 余名。作为急需紧缺人才和高端人
才的一员，姜德科常年奔波在乡村一线、行
走在田间地头，引导村民发展高坡冷凉蔬菜
产业，壮大村级集体经济，促进农业增效、农
民增收。

今年以来，开展现场指导 70 余次，讲群
众之所需，解群众之所忧，发展强村富民产
业，做到流入有家，融入有为。

以人才“活水”润泽乡村“沃土”
—— 锦屏县实施“人才强县”战略助力乡村振兴

○ 通讯员 杨 波

本报讯（通讯员 吴兴雪 肖业东 唐相楠 刘小帅）
近年来，雷山县丹江镇猫猫河村用村规民约的约束力，
在社会治安、村风民俗、邻里关系、婚姻家庭等方面形
成统一约定，并不断更新完善，把培育好乡风融入乡村
振兴各方面，让村民生活更加幸福安定，乡村振兴更有
底气。

沿着猫猫河村的入村步道前行，一路上干净平整，
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错落有致，偶有楼房外墙被粉饰成
民族画，一股和谐文明乡风扑面而来，令人耳目一新。

“无论是红喜白喜，办酒的时候必须规定每桌酒席
的限额，200 元或者 300 元以下。”

“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也要制定个方案出来。”
……
在猫猫河村的院坝会上，村委组织村民共同商讨更

新完善村规民约，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现场气氛热烈。
“我们村的村规民约从 1952 年开始制定至今已有

71 年，主要内容有文明卫生、村风民俗、社会治安管理
等 10 几个方面。我们每 3 年进行商讨更新，让其更加符
合时代和我们村情的实际发展。”猫猫河村党支部书
记、村委会主任余晓成介绍说。

猫猫河村非常注重村规民约促进村级治理的有效
作用，不仅注重创新修订，在如何让群众参与制定并自
觉遵守村规民约上也下足了功夫。

《村规民约》初稿拟出后，村两委会通过入户走访、
小组会、院坝会、征求意见信箱等多种方式充分征求村
内群众的意见建议，把“群众的事情群众商量着办”贯
彻落实到位，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则需要召开群众大会
表决后才正式启用。并将内容张贴在村里显眼的位
置，时刻提醒村民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断引导
村民改掉陋习，树立良好文明新风，共同为建设更加美
丽的猫猫河村出力。

“我们村的村规民约制定得非常民主，各个方面都
有明确规定，大家也非常的积极支持并且执行。比如
里面倡导的婚事丧事简办，为我们也减轻很多负担。”
村民余亮龙说。

村规民约约出好风气，并正“润物细无声”般改变着
村民的生活习惯和生活方式。如今的猫猫河村，不仅
环境面貌大变样，人的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村规民
约撬动了村庄治理，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法宝”，约出
了乡风文明新气象，约出了群众幸福新生活。

雷山县猫猫河村：

让村规民约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法宝”

本报讯（通讯员 张碧桃 刘梦）近日，剑河县柳川镇镇江村桑蚕养
殖基地今年首批蚕茧开秤收购。场地上铺满了晾晒的蚕茧，蚕农们正
忙着挑拣、装袋、称重、登记结算、搬运装车，忙得不亦乐乎。如雪似霜
的蚕茧映衬着蚕农幸福的笑脸，现场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天我们公司是第一天到剑河各合作社收购蚕茧，按照市场价
格和蚕茧品质，收购价大概是 50 元 1 公斤，其它乡镇也将陆续进行收
购。”贵州亮晶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部门负责人谢明说到。

据悉，剑河县从 2021 年开始发展规模化种桑养蚕产业，因地制宜
引进贵州亮晶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企业保
底收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由公司提供蚕种和技术指导并按市场价
回收蚕茧，为群众增添致富新“丝”路。

“这一批养了5张，收获蚕茧大概200公斤，差不多1万元钱，这是我
们收获的第一桶‘蚕金’。下一步要加强桑树管护，保证桑叶产量和质
量，养更多的蚕，为村集体经济增添更多收入。”镇江村村委会副主任、
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负责人陶永坡瞅着刚领的结算款乐呵呵地说。

小小桑蚕织出了一个个“致富茧”，助力产业振兴、农民增收。首
批桑蚕的丰收，极大提振了村民们种桑养蚕的积极性。

“目前全县种桑养蚕面积大约有 4000 余亩，建设蚕房 15 个，从 5
月到 10 月，我们可以养蚕 5 至 6 批，基本可以实现当月养殖当月有收
益。”该县桑蚕产业发展专班办公室主任杨昌钦说。

剑河县：

桑蚕吐出“致富丝”

（备注：1亩=0.0667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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