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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婚事新，白事简，减人情，
除陋习……连日来，笔者走进
锦屏县平略镇平敖村采访，一
股清新的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这是该村通过“院坝协商”助力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带来的喜人
变化。

“以前，村民家里有喜事，饭
菜一定要丰盛，主人家花很高的
费用撑面子，客人被繁重的礼金
压得喘不过气来。”平敖村党支
部副书记姜天辉介绍，该村的群
众办酒席时普遍存在讲排场、比
阔气等陋习。此外，简单办理红
白事虽然在村规民约有所规定，
但执行起来仍比较困难。

该 村 通 过 探 索“ 议 前 调
研+两委谋事、会议协商+寨老
议事、成果转化+村干办事、跟
踪问效+群众理事”的“院坝协
商+四事管理”模式，由村“两
委”和村民共同讨论、共同创
作、共同践行，获村民代表大会
通过后，将基层协商成果转化
为当地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
树立文明新风，减轻群众负担。

新修订的《村规民约》倡导
婚事新办、白事简办、余事不
办，严格控制桌数，每桌六荤四
素一汤，香烟标准不得超过 20
元，酒水饮料不超过 30 元，街
坊随礼不超过 100 元等 12 项具
体内容，由红白理事会进行监
督执行。

新修订的《村规民约》让群
众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的“配
角”变成“主角”，从“旁观者”
变成“参与者”和“获得者”，为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蹚出了一条
新路子。

村内群众积极响应新修订
的《村规民约》，通过党员、乡
贤、寨老、致富带头人等关键群
体，带头劝导和抵制超标准、超
规模的各类宴席和人情往来，
以身边事教育和感染身边人，
引导群众除陋习、树新风、扬正
气。当地厚葬薄养、大操大办、
铺张浪费等现象明显改善。

“自从新修订了《村规民约》，操办酒席风气好多
了，群众经济负担减轻了，人情往来也不用反复来往
了。”平敖村村民姜志怀说。

在“院坝协商＋四事管理”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活
水的浇灌下，清水江畔浓浓的“文明新风”正在平敖大
地涌动、激荡，让古老的苗寨焕发出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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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中国·邦洞“四月八耕牛文化节”吸引了
全国游客纷至沓来。此次活动，贵州省天柱县邦洞街
道充分挖掘耕牛文化、孝道文化、民族文化和文旅资
源，打好节庆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牌，以节造势，以节聚
人，推动节庆经济成为经济社会发展新的增长点。

“耕牛节”激发文旅消费
今年“耕牛节”，邦洞街道在半岛公园设主会场，登

极坡“四月八”歌场设分会场。随着活动的举办，邦洞
街道以“耕牛节”为契机，以文旅资源、美食文化、农特
产品为桥梁，精心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孝道文化文艺赛、
耕牛精神民歌赛、集镇十三条街巷长桌宴等活动，让全
国游客更加深切地感受了邦洞的生机与魅力，大大激
发了文旅消费活力，促进邦洞文旅产业融合发展。

文艺快闪、唱响赞歌、焰火表演等一个个精彩活
动，为全国游客献上一场文旅盛宴。

“我特别羡慕黔东南人，从年头到年尾都有过不
完的节。这次来天柱邦洞参加耕牛节，体味了耕牛精
神，品尝了当地小米粉蒸、红烧血浆鸭、清烹鱼、酸汤
牛肉等特色美食，不虚此行。”来自湖南的刘女士激动
地说。

天柱邦洞苗侗人民及黔、湘、桂千家万户百姓尊
重牛、敬畏牛，把牛的精神视为学习的标杆，视为中华
民族优良品德的重要内涵之一。四月八耕牛文化节
传承至今已有 655 年历史。

邦洞是中国重晶石之乡的主产区，自然风光旖
旎，红色文化源远流长。邦洞半岛公园、赖洞洗牛滩
度假区、大河边龙均爵陈列室、邦洞花园社区等文旅
产业方兴未艾，欣欣向荣，是宜居宜游的宝地。

“耕牛节”助力乡村振兴
“耕牛节”期间，邦洞半岛公园、登极坡歌场上，时

令水果、名特小吃、土蜂蜜、土鸡蛋、冰甜酒、冰凉粉、
农家米酒等农特产品琳琅满目，充分展示了邦洞乡村
振兴成果。

此次活动，邦洞近二十户村民带来的优质“牛肉
粉”和三月粑备受游客青睐。摊主吴炫介绍，米粉用
的是当地的优质米加工而成。优质米生长在大坝，日
照充足，采用农家肥、鱼稻共养种植。该米做成的米
粉柔软爽口，配以当地生态牛肉，游客反响较好。村
民龙晓菊说，她做的三月粑也是取材于当地优质稻
米，从山上采来“甜藤”，用它制作“三月粑”，粑的味
道香甜，非常可口。来玩的游客购买三月粑除了当作
晌午饭食用外，还作为很好的礼物送给家人或亲朋。
邦洞织云、米溪、高野、铁厂、鱼塘等村均种植优质
稻，带动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邦洞是天柱县农产品主产区之一。农业产业涵
盖羊肚菌、韭黄、烤烟、油茶、葡萄、黄精、姜黄、百合、
优质稻等种植业。建成鳜鱼、鲤鱼、甲鱼等大型水产
养殖基地，转水、尖山坡等生态养鸡场年出栏 20 万
羽；依托黔东南最大牲畜交易市场，建设提升“牛市”
作为服务全县肉牛产业的“定心盘”，2023 年，交易肉
牛 4500 多头，实现交易额 2700 多万元，带动创业就业
120 多户，促进苗、侗群众有效增收。

“耕牛节”唱响“经济歌”
——中国·邦洞“四月八耕牛文化节”走笔

○ 通讯员 陈光昌 杨桂金 摄影报道

乡村是中国的根脉，是国家大厦的基础。近年来，镇远县
聚焦乡村振兴主战场，依托全县文旅资源优势，坚持做好民生
实事，守住乡村文脉，丰富旅游业态，不断推动全县乡村旅游
高质量发展，让乡村更美、让百姓更富。

花海打卡、露营、特色烧烤、篝火狂欢……镇远县蕉溪镇郎
洞村花样繁多的游玩项目，吸引众多游客慕名前往，畅玩狂欢。

郎洞村坐落在氵舞 阳河畔，背靠群山，风景秀丽，发展乡村
旅游可谓得天独厚。近年来，镇远县蕉溪镇郎洞村抢抓机遇，
依托氵舞阳河优美的自然风光，积极打造“花园郎洞”文旅名片。

“我们以玫瑰花花卉为支柱产业，通过东西部协作项目，
对公路、停车场、生产步道、打卡景点等进行升级打造。同时，
依托‘寨管委’，不断提升群众主人翁意识，实现庭院美、景区
美、迎客来。”镇远县蕉溪镇郎洞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尹
德明介绍道。

今年五一假期，景区举办了第二届玫瑰花节，同时开展了
国潮古风美食嘉年华、花海啤酒露营音乐狂欢节、国风战鼓大
赛、篝火音乐狂欢晚会等系列活动以及民族服饰、文创产品、
舌尖美食、水上游乐、精美旅拍等多种体验，吸引了3万余游客
前来观光体验。

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农户增收是关键。镇远县蕉溪
镇党委书记张仲富表示，将在业态和管理方面加大投入的力
度，把业态做得更丰富，让游客得到更好的休闲旅游体验，打

响“花园郎洞”文旅名片。同时，进一步完善运营模式，以生态
旅游赋能乡村振兴，让群众享受景区带来的发展红利，实现增
收致富。

走进镇远县蕉溪镇猛溪村三门滩自然寨，游客连连称赞
这里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好地方。

坐落在寨中的一栋古朴的木房格外的引人注目，据当地
人介绍，这栋木房已有近 200 年历史，如今这里已打造成为一
家别具特色的民宿——听荷轩。

“感谢大家的认可和厚爱，五一假期已被贵客包场，届时
将不能接待未预订客人，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由于生
意火爆，听荷轩民宿负责人周长智在五一假期前一天就在朋
友圈里发布了这条信息。

“我们主打的是乡村田园风，就像一个农家小院，有花、有
草坪、有菜园，让游客能够放松身心，感受满满的乡愁。”周长
智说。酒香也怕巷子深，除了打造好民宿，周长智也通过自学
新媒体传播，走好网上引客路线。

听荷轩民宿只是三门滩自然寨的一抹亮色。近年来，三
门滩依托自然资源，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旅游牌。
携儿伴友，漫步乡间小道，游赏美景、品特色美食……这里已
成为众多游客慕名的“诗和远方”。

镇远县氵舞阳镇沿河村距离镇远古城不到10分钟车程，清
澈的氵舞 阳河水绕寨而过，河岸柳木掩映，郁郁葱葱，有不少游

客在此休闲度假。
这里集树荫休闲烧烤、露营、亲水嬉戏、沙滩玩耍为一体，

今年五一前还新推出了丛林越野项目，并配备了技术过硬的
教练，让体验者拥有更安全、舒适的感觉。

“板滩露营一直以来都深受游客们的青睐。为了丰富业
态，我们前期认真做了丛林越野的路线规划，赛道总长2公里，
能够让前来驾驶山地越野车的客人玩得刺激。”基地负责人龙
锐介绍说。

近年来，镇远县氵舞 阳镇突出党建引领，聚焦氵舞 阳河沿岸
山水资源，将25个村（社区）组织起来，投入100万元成立集体
经济公司，通过利益联结的方式，实现 25 个村（社区）抱团发
展，解决了单个村（社区）经济发展人力、财力不足等问题，并
以沿河村板滩组为试点，将美丽乡村与旅游产业相结合，打造
农文旅融合发展项目，盘活了沿河沙滩林地资源，让河滩成为
增收致富的“金滩”。

一项项惠民举措、一件件民生实事，为美丽乡村增添了新
的厚度与温度，也让一个个美丽的乡村成为聚宝盆，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更加充实。

接下来，镇远县将继续深挖乡村旅游“大文章”，保护和传
承乡村文化、乡村民俗、乡村非物质遗产，丰富乡村旅游产品
和业态，不断提升整体软实力和影响力，打造旅游消费升级
版，吸引更多客人到镇远广袤的美丽乡村来寻找“诗与远方”。

乡 愁 浓乡 愁 浓乡 愁 浓 业 态 丰业 态 丰业 态 丰
—— 镇远县乡村旅游风声水起

○ 通讯员 吴贤和 摄影报道

初夏时节
农事忙

初夏时节，雨水充沛，
是犁田栽秧好时节，从江
县各地农民抢抓农时，积
极开展农田注水、犁田、
耙田、起秧苗、栽秧、田里
管护忙等农事活动，田间
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图为 5 月 14 日，村民
在该县贯洞镇腊阳村大
坝 进 行 农 机 耙 田 ，起 秧
苗、栽秧等农事活动。
（通讯员 梁辉波 摄）

镇远县氵舞阳镇沿河村板滩自然寨俯瞰

镇远县蕉溪镇花园郎洞迎来研学团队 镇远县蕉溪镇花园郎洞玫瑰花节迎客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