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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 吴永龙 韦紫芳 潘健）“真的很感
谢村里的‘零工驿站’，为我提供了这个在县城送水的
务工机会。”近日，从江县丙梅街道銮里村村民吴秉欢
感激地说。

‘零工驿站’，正在从江县范围内发挥着越来越重
要的作用。

近年来，从江县人社局一直致力于“促就业保民
生”的服务理念，为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并推进乡
村振兴，他们根据农村劳动力的就业意愿，建立了覆盖
到村的 197 个“零工驿站”。这些驿站不仅为部分不便
外出务工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就业信息台账的统一管
理，还与当地企业及超市、快递、餐饮服务等用工单位
积极对接，及时提供临时性就业信息和岗位。

通过推广“即时快招”的服务模式，从江县不仅拓
展了灵活就业、中介服务、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就业
便民服务，还搭建了一个高效的临时性务工便民体
系。这一体系真正解决了群众就业服务的最后“一公
里”问题，使得农村劳动力能够在家门口实现灵活就近
就业。

据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截至目前，从江县已有
2.72 万名农村劳动力通过村里的“零工驿站”实现了家
门口的灵活就业。这不仅让这部分农村劳动力在农忙
时能够继续从事农业生产，而且在农闲时也能在家门
口打零工，增加了他们的收入来源。

如今，从江县的零工“小”驿站已成为农村劳动力
临时性劳务就业的“暖心驿站”。它们在劳务就业领域
焕发着强劲的生机，为助力乡村大振兴发挥了积极的
作用。这一举措不仅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生活水平，
也为从江县的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目前，该县“零工驿站”项目正以其实实在在的成
效，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从江县：

零工“小”驿站 助力乡村“大”振兴

时下，天柱县蓝田镇蓝田村羊肚菌大棚种植基地里，羊肚菌刚刚
播种完毕，菌农在大棚里抓紧放置营养袋，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自从蓝田的羊肚菌产业发展起来后，每年我都会到这边务工，每
天差不多能赚 100 来块钱，既不误家里的事，又能挣点外快。”正在田
间地头搬运营养袋的菌农杨桃仙说。

“这片地里的羊肚菌下个月就能出菇了。”该片区基地负责人杨风
英一边忙碌着，一边告诉记者。“羊肚菌是一种珍贵的食药兼用菌，也
是我们蓝田的一张‘土特产名片’，以其优良的品质赢得了大家的喜
爱，大家都说它是个‘致富小能手’。”

“我们公司自 2019 年开始种植羊肚菌，多年下来，我们的种植规
模不断壮大，有效地盘活秋冬的闲置田地，提高了土地的综合产出能
力，促进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发展。”贵州发鑫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的负责人佘邵陵说。据了解，该公司 2024 年带动镇内 14 个合作
社、25 家家庭农场参与种植。

当日，走进蓝田镇的贵州发鑫菌业工厂，机器轰鸣中，工人们正在
紧张有序地工作，将已经包装好的营养袋装进编织袋内，随后装车送
往各地。

为了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减少运输成本并强化示范带动效应，
公司还在蓝田镇建立了菌种制种厂，实现了菌种和营养袋加工生产的
本地化。不仅如此，还吸纳了合作社和农户参与种植，全镇连片种植
面积达到了 1500 亩。

蓝田镇羊肚菌种植以其高成功率而闻名。这里的羊肚菌品质优
良，不仅在本县有着很高的口碑，更是走出了天柱，走进了省外市
场。今年，蓝田的优质羊肚菌以“菌种+配套营养液”的形式销往重
庆、上海、湖南、湖北等省市。

“我们的销售模式主要是订单制。”佘邵陵详细介绍。“在菌种培育
前我们就已经接到了大量的订单。通过‘订单+’的销售模式，我们生
产了可以种植 6560 亩的优质羊肚菌菌种。其中大部分都销售了出
去，还有部分则由我们公司和村集体、合作社、种植大户在当地种
植。”据他透露，每亩羊肚菌菌种的售价高达 4800 元，今年总销售收入
达到 2428 万元。

目前，公司已经建设了包括菌种生产工厂、鲜品羊肚菌粗加工厂
在内的配套设施。研发实验室、无菌制种室、冷库和烘干设备一应俱
全，形成了冷链物流、烘烤包装、产销对接“产业链”的服务体系。

小菌菇，大产业。近年来，天柱县蓝田镇依托“村企共建、飞地造
血、自主经营、家庭农场”四种模式，在镇党委的主导下搭建了“党建
引领跨村协作”平台，推出了“村村协作”新发展模式，在“5 种模式”的
推动下，引导农户在精深加工、产品销售、品牌打造等环节延伸产业
链条，打造“产业强镇”，全镇形成了“村村发展羊肚菌，人人参与产业
发展”的格局，实现企业增效、集体增收、群众致富。2024 年全镇 12 个
村（社区）种植羊肚菌 1500 亩，带了 600 余名农户就业。蓝田镇以“小
菌种”为契机，成功撬动了产业强镇的“大发展”。

据蓝田镇镇长杨俊介绍，除了羊肚菌种植，该镇还通过统筹资金、
盘活资源、做强产业、做大市场横向带动坝区、山区、林区产业发展，形
成以坝区“稻菌”轮作、“稻油”轮作主导，山区“油米”轮作，林区中药材、
魔芋种植、蜜蜂、鸡养殖，其他因地制宜种植红高粱、甜瓜、草莓、提子、
葡萄、李子等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局面。并通过“党建引领跨村协作”
平台，整合各类资源要素分配，形成 12 个村（社区）“联建抱团”发展模
式，由村级集体经济优势村带村级集体经济弱势村，实现“先富带后
富”，促进村民致富增收，奋力开创坝区产业和林业经济共同发展新局
面，把蓝田打造成为产业大镇、果蔬之乡、羊肚菌产业示范区。

（备注：1亩=0.0667公顷）

从平秋老寨的中心“大豪”出发，往西北方向步行，迎面
是一片宽阔平坦的田坝子，不足四、五分钟路程，只见右前
方一座小山，唤作和尚坡，也叫长老坡。坡上建有南岳庙一
座，这里是寨众规划给南岳庙、玉泉庵共有的庄稼地及专门
墓地，从和尚坡脚往右，沿着弯曲蜿蜒的溪流方向，田坝与
小溪中间是一段近百米干干净净的青石板路，隔着小溪的
路对面，是一排排一通接一通的石碑林，走过石碑林的尽
头，九寨佛教圣地——玉泉庵就在眼前。

玉泉庵，坐落于锦屏县平秋镇平秋村“和尚坡”坡脚的
关山水口。此处浓荫匝地、古树参天、流水淙淙，双峰夹一
溪，两山古树珍木，绿水倒映青山，四季风景如画，是九寨避
暑休闲旅游的一个好去处。

玉泉庵，是九寨侗族社区有名的佛教圣地，与锦屏县城
回龙庵并列齐名，其影响遍及天柱、剑河、黎平等周边县。始
建于明末，扩建鼎盛于清朝同治年间，曾是江南宝刹杭州灵
隐寺的佛教会员单位。民国时期，玉泉庵神职人员曾多次应
邀参加杭州四年一届的“江南庙会”及灵隐寺的佛事活动。

九寨风情，山花烂漫，绚丽多彩，而玉泉庵的宗教文化
则野味十足，独特有趣，它是一处探寻九寨民族文化宝藏的
神秘入口。

玉泉庵由三栋木质主体古建筑构成，幽深雄伟，气派非
凡，禅意酽浓，是一座典型四合院寺宇。经过正前方的牌
楼，迈步来到正楼的大门外，只见大雄正殿五间，分别为观
音菩萨殿、伽蓝圣殿、圣母娘娘殿和雷公殿、阎王殿，十八罗
汉等佛龛座像分列两旁，或立或坐或卧，或怒或喜或嗔，神

态各异，让人有望而生畏之感。两边配以左右厢房，中间为
天井，有长椅供香客歇脚休息，拾级而上数十步，就来到藏
经楼、斋膳楼，其建筑内分有藏经阁、传教室、钟鼓枋、斋供
房等，庵内香客熙来攘往，香烟缭绕，一派青灯古佛、暮鼓晨
钟的佛门景象。

每年农历四月十五，平秋寨上老少爷们都要聚集到玉
泉庵的伽蓝殿“吃血王会”，这是九寨侗家社区由来已久
的一种传统活动，一直年年不断流传至今。伽蓝殿里供奉
的伽蓝菩萨，其实就是妇孺皆知手持青龙偃月刀的关羽。
而在于九寨，关公更因其威风凛凛独特的红脸形象，被赋
予另外一个尊称——“血王”，特别受到九方寨众的顶礼
膜拜。

传说玉泉庵名字的由来，民间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因
庵里有一口深水泉，清澈甘甜，水质如玉而得名；另一说法
是当年杭州灵隐寺为光大佛法，前往黎平、从江、锦屏等地
对比选址，按风水学说找到平秋寨脚溪水子午流向关山水
口的风水宝地，称重对比这里土质最重，遂在此建名为玉泉
庵之庵堂，据称杭州灵隐寺的一方“匾念”上，还錾刻有这方
面文字记载。

如今，玉泉庵遗址是否还有当年称为“玉泉”废弃留下
的泉眼，已无人去深究，倒是离玉泉庵附近百步来远处有一
眼泉水井，泉水出了奇的清冽透凉，涨水季节均丝毫不受影
响，大半个寨子的人均在此取水。1968 年，玉泉庵在“文革”
浩劫中惨遭破坏，如我这般年纪的就无缘看到玉泉庵的原
貌了，所能看到只是后人在玉泉庵遗址上，安置的一栋类似

仓库的五间二层木质建筑而已，平日里几乎大门紧闭，尼姑
也不在里面住。玉泉庵古刹已毁，然古迹尚存，后虽经几番
恢复，但昔日辉煌难振，风光不再，香客稀疏。后人只能靠
想象去还原那远古的九寨宗教殿堂——平秋玉泉庵的晨钟
暮鼓与袅袅香烟 ，森森然神态各异的十八罗汉……

在中原汉族封建王朝的政治力量未及侗乡的时代，九
寨通过“款约”维系着每个寨子与宗族集体利益，维护寨风
族风，规范社区正常生产、生活与发展，出于对“血王”关羽
的尊崇，缘于对关公忠义的崇拜，九寨侗家产生传承了百多
年“吃血王会”的传统活动。

“玉镜高悬毫光广布，佛法无虚资黎庶；泉渊浩渺甘露
遍施，道经有准惠人间”。跨入二十一世纪，岁在辛卯，九寨
同心，众志成城，为圆民众之心愿，将复建玉泉庵暨九寨民
俗文化博物馆，自 2010 年仲秋时节奠基开工到全面竣工，
积三年之功，得到民间有识之士解囊捐助 36 万元，省州县
资助 41 万元，一座高 10 米宽 15 米正身长 9 米包含五横间，
配左右厢房，中间天井，砖木结构的大雄宝殿古建筑，占地
面积 300 多平方米的玉泉庵暨九寨民俗文化博物馆，在众
首翘盼下拔地而起。

“平基神圣地与乾坤永在，秋水长人间共日月恒辉”。
2013 年农历六月十九，九寨同胞为玉泉庵复建落成举办了
盛大而圆满的庆典仪式。在精彩的牛王浪打、侗戏演出、民
歌对唱、篮球比赛、侗绣展览等活动中，数万民众共同见证
了九寨这一百年难遇的民俗文化盛事。

“佛法无边随处现身常救苦；神通妙化有求必应广垂
恩”，这是玉泉庵观音坐像前的一副门联，九寨同胞在此找
到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与信仰乐土。

正可谓：
平山秋水酿玉泉，淳风教化九寨间。
佛儒道巫皆容我，善恶美丑辨心田。
斗转星移慈悲在，人文开启数百年。
几番沉浮砺众志，玉泉重建笑开颜。

寻 访 九 寨 玉 泉 庵
○ 通讯员 龙令洌

“““ 小 菌 种小 菌 种小 菌 种 ”””撬 动 大 产 业撬 动 大 产 业撬 动 大 产 业
—— 天 柱 县 蓝 田 镇 发 展 羊 肚 菌 产 业 走 笔

○ 通讯员 金可文 杨鸿斌 摄影报道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接种菌种 运营养袋 放置营养袋 菌种储存

机械生产营养袋 检查生产车间

天柱县蓝田镇羊肚菌种植基地天柱县蓝田镇羊肚菌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