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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榕江县：

金秋稻谷香金秋稻谷香金秋稻谷香 农机抢收忙农机抢收忙农机抢收忙
○ 通讯员 胡涛 摄影报道

近日，麻江县金竹街道六堡村
隆重举行第二届糯小米丰收节，庆
祝今年糯小米喜获丰收。

据该村党总支书记赵通前介绍，
近年来，在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该村
结合群众有种植糯小米的传统优势，
因地制宜大力发展糯小米种植产业。
该村的糯小米种植规模从过去每年
200 亩，发展到现在的 800 多亩，亩产
从过去的 150 公斤上升到现在的 225
公斤，全村年产糯小米17.5万公斤，年
产值达 350 万元。群众获得收益后，
自发组织开展活动庆祝丰收。

今年的丰收节活动内容丰富多
彩，开幕式现场彩旗飘扬，锣鼓喧
天，来自本村及周边村寨的畲族群
众和各族同胞欢聚一堂，载歌载舞，
共同庆祝该村糯小米丰收。当地群
众表演了传统的芦笙舞、腰鼓舞和
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畲族
武术、畲歌阿芒、开路经、粑槽舞等
节目。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打糯
小米粑活动，打出来的糯小米粑米
香浓郁，甜糯可口。现场村民和游
客纷纷上前，体验打小米粑的乐趣，
品尝糯小米粑。

此次活动，还开展有斗牛、篮
球、山歌、广场舞等群众喜闻乐见的
比赛项目。

六堡村是一个畲族聚居为主的村
寨，全村550户，2578人，80%以上是畲族。畲族粑槽舞、凤凰
装、武术、开路经等一批畲族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该村保护较
好，2014年该村被国家命名为全国少数民族传统村落。

该村旨在通过举办糯小米丰收节活动，巩固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更好地提升该村特色糯小米
产业的影响力，拓展市场渠道，把特色糯小米产业发展
为成为该村的优势，助力群众增收，丰富该村传统村落
特色少数民族文化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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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我省启动“乡愁印迹—贵州村
史村事征集”主题宣教活动。为深入挖掘和
呈现村庄的文化内涵，展示我州厚重丰富的
乡村文化和发展成果，推动新时代乡村全面
振兴。从 9 月起，《黔东南日报》开设“乡愁印
迹 村史村事”专栏，以村史村事为起点，和读
者一起寻找丰茂的乡土文化和现代生活的
连接点。欢迎全州广大新闻爱好者、文学爱
好者、文化工作者、广大读者积极创作投稿。

一、征稿要求
1.来稿必须是反映黔东南州某一行政村历

史、人文、风情、经济社会建设和乡村振兴成果
或者现实生活等方面真实内容，不得凭空虚构、
臆造，所写内容、信息和数据必须真实、准确；

2. 征稿体裁为通讯、散记、随记、游记、见
闻等，以村史村事为起点，充分反映黔东南
村史村事方面的作品；篇幅控制在 3000 字以
内，配图片。

3. 所有来稿均要求作者原创，文责自负，
严禁抄袭。因抄袭等原因引起的各类纠纷，
由作者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 稿件文后请注明作者真实姓名（发表
署名可用笔名）、通讯地址、电话号码、开户
银行及银行卡号（仅用于发放稿酬）。

5. 来搞请注明：《乡愁印迹—村史村事》
征稿。

二、征文时间
征稿启事发布之日起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投稿方式
以电子邮件方式将作品发送至联系邮

箱：903474788@qq.com。
联系电话：13308552191。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
2024年10月1日

《黔东南日报》“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专栏征稿启事

台江县施洞镇小河村，宛如一颗璀璨明珠，镶嵌在巴拉河
畔。这里小桥流水人家，自然环境优美，人文历史资源丰富，是
苗族姊妹节、独木龙舟节的发祥地。

小河村是一个苗族村寨，苗语称“sanx yangx、shengx nengl”，
音译“散养、省能”，均为苗族，施洞方南服饰，民族风情浓厚，农
历正月十八的“迎春节”属小河村独有。

小河村依山傍水，森林植被繁茂，一排排现代气息浓郁的民
居整齐排列，而一些古徽式建筑也得以完好保存，村里的杨家
大院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清澈的巴拉河形成两个优美的 S 型
饶村而过，平阳、平敏两个自然寨临河对望。青山环抱之下，村
四周千亩良田环围，构成一幅独特的苗族原生态山水画卷。小
河村先后荣获“中国传统村落目录”“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

“全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建设示范点”“贵州省少数民族特色村
寨”“全省旅游重点村名录”等诸多称号。

小河村优美的自然环境、宜人的气候条件，引来成双成对的
鸳鸯来河边觅食戏水，当地及外地游客纷纷慕名前来拍照打
卡。当下，小河村依托施洞 4A 级景区，大力发展乡村特色旅游，
抓住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机遇，全力打造“秀美小河、云海猫坡”旅
游名片，建成集“生态景观、乡土风情、休闲度假、文化娱乐和农
事体验”于一体的小河休闲农业旅游模式。

（备注：1亩=0.0667公顷）

台江县施洞镇：

巴 拉 河 畔 小 河 村 和 美 乡 村 新 画 卷
○ 通讯员 张奎 摄影报道

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杨家大院—杨家大院

小河鸳鸯戏水小河鸳鸯戏水

山清水秀的小河村山清水秀的小河村航拍小河村美景航拍小河村美景

秋收时节，榕江县寨蒿镇各村寨稻谷陆续成熟，金黄的稻田环绕着依
山而建、错落有致的村寨农舍，收割机的轰鸣声伴着村民的欢声笑语，呈现
一幅壮美的丰收画卷。

“政府春天给我们送秧苗，秋天又安排机器免费帮我们收割稻谷，国家
政策实在太好了！”榕江县寨蒿镇扒王村村民吴必科赞不绝口。自家的 3

亩稻田，以前收割需要一个星期左右，现在收割机一个多小时就收割完毕，
省时省力又省心。

入秋以来，榕江县积极引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政府引导协调机械
助力农户收割水稻，提升水稻收割效率，确保粮食安全和水稻“颗粒归仓”。

图为机械收割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