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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乡村的春天，万事万物都向着自然地常态
而来。随之，镇远县鸡鸣村的脚下已延伸出
了无边的翠绿，那是乡村振兴捧出的生活最
古朴的原色。伴随盎然的春意，笔者踏访镇
远县青溪镇鸡鸣村，“人勤春早、政通人和”正
是美丽乡村的幸福摸样。漂亮的洋房错落有
致，富裕的村庄整洁有序，池塘里的鸭鹅嬉
戏，氵舞 阳河畔婀娜多姿的杨柳轻盈招展，苗圃
基地花香扑鼻，田园人头涌动。

鸡鸣村位于青溪镇以西 2 公里，距历史
文化名城镇远 40 公里。氵舞 阳河由西向东从
寨前流过，给这里人们带来了丰厚的财富。
这里的祖辈们靠氵舞 阳河的天然优势，行船经
商，打鱼养家糊口；利用氵舞 阳河形成的落差，
修建了一座水利发电站，改变了惠及万民的
青浪大沟上水流方向，创造了“水上西流（水
倒流）”的千古神话。这里民族文化资源富
集，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文化积淀厚重，人才
辈出。

历史的记忆，我们始终难以忘怀。鸡鸣村
历史悠久，朱元璋建立了明朝，改元洪武，于
十四年(1381 年)九月命傅友德、兰玉、沐英等
率军三十万平定西南，直趋云南，扫清元朝残
余势力，南方既平，废除元朝的军事制度，建
立有效的军政机构与军事设置，控制南方少
数民族与边防要塞。于洪武二十三年(1390
年)建清浪卫，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清浪卫
设西南六屯，下设龚家河屯、江光屯等。清朝
雍正五年改清浪卫设青溪县。民国三十年
（1941 年）废青溪县治，划归镇远县，鸡鸣地区
桐木沟归竹坪乡，半坡、大枞树、托石岩归铺
田乡，其余大部分归青浪镇至解放。后改保
为村，改甲为组。过去的鸡鸣村叫红旗大队，
由鸡鸣、铜鼓、对门老、枫木四个片的生产队
组成，后来合并为鸡鸣中心行政村至今，直属
青浪公社（现青溪镇）管辖。

关于鸡鸣关的美丽传说，我们在泛黄的鸡

鸣村村史中找到答案。相传，古代人民十分
珍惜这片土地，立志将氵舞 水改走此山，把下游
河床改造为良田。于是人们邀约组织起来，
不分白天黑夜，挖山改河。竹坪至青溪五华
里之地有一座大山，峡谷中一条激流拦住了
来往行人去路，人们行走很不方便。为此，当
地人们在这条小河上修造石桥，历尽千心万
苦，将桥修起，洪水一来，全部被冲垮。年年
修桥，年年冲垮，整整花了三年时间，此桥尚
未修好。人们修桥的信念和挖山不止的愚公
精神终于感动了上天，派了两位仙女下凡帮
助人间修桥挖山。两位仙女在凡间人们入梦
时来到人间，姐姐挖山，妹妹修桥。仙妹不到
一个时辰，便将桥全部修好。第二天当地老
百姓发现一座崭新的桥，感到非常奇怪，互相
奔走相告，一传十，十传百，此事传遍了方圆
寨邻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大家议论纷纷，
都说是仙人下凡修的，后来此桥大家就叫仙
人桥。仙姐也同时来到此山，发现附近有幢
茅屋还亮灯，她暗暗地想，为什么这样深夜还
有人亮着灯呢？她悄悄地去看个究竟。只见
一位英俊美貌的青年还在伏案看书，桌上摆
着一局未下完残棋。仙姐化为清风进到屋
里，叫声大哥，并问其尊姓大名，年方多大，为
何此时还在读书。青年抬头一看，见是一位
生得天姿国色的年轻姑娘，心情忐忑不安地
回答：鄙人姓丛，年方十八，准备进京应考。
仙女一听，情不自禁地羡慕他刻苦求学的精
神。她想进一步了解丛公子的聪明才华，便
邀他将就桌子上的残棋共下一局，在下棋中
倾谈各自的心事，不知不觉地过了一个时
辰。仙妹把桥修好后，便前来帮助姐姐挖
山。她来到此山，看见寸土未动，感到奇怪。
她四处寻找，在一幢茅屋里发现姐姐在与一
位陌生的青年正在下棋，自己也不便打搅。
她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就躲在山后学鸡叫。
姐姐忽听鸡叫，急忙回山，挖了一耙，化阵清

风而去。这座山仙女只要三耙即可挖通。由
于仙姐下棋耽误了时间，雄鸡高叫，一怕凡人
看见，二怕触犯天条，她便慌慌张张地挖了一
耙回转天宫。至今留下的这个坳颈，就是仙
女挖的地方，从此，人们便叫做鸡鸣关。

上世纪五十年代的鸡鸣村，自然景色奇
丽，生态环境古朴，原本是一个“风景这边独
好”的美丽山乡。可到 70 年代末，这里竟变成
了荒凉贫瘠的穷乡僻壤。据当地老人们介
绍：改革开放前全大队没有一幢砖瓦房，都是
陈旧或破损的青瓦木屋和茅草房。波逐浪涌
的氵舞 阳河虽从寨前蜿蜒流过，却建不起一个
小电站，家家户户都伴着马灯、手电筒、煤油
灯、枞树片度过漆黑的夜晚；过着“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山崖上有取之不尽
的石料，却修不起一条通向公社的大马路，社
员们仍在一道道崎岖坎坷的山道上蹒跚爬
行；聪慧勤奋的孩童穿着补疤衣服，打着光脚
板去上学，只能在几间破漏的民办小学教室
里埋头苦读……这就是鸡鸣村 70 年代末的真
实面貌。改革开放前，全村泥水匠、木匠等师
傅不到 50 人，他们农闲时节做点小副业，解决
自身油盐钱。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在从事
建筑行业致富的村民晏老二的带动下，成立
了建筑队协会，解决了 100 余人就业。目前全
村从事建筑工程师傅 300 多人，人均年收入达
3.2 万元。

改革春风吹遍镇远山乡，鸡鸣村也迎来了
“柳岸花明”。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
的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农村改革开始向纵
深延伸，农村经济又很快活跃起来。在得到

“大包干”50 年不变的政策普惠下，鸡鸣村人
心稳定，信心倍增。上世纪 90 年代初，全国涌
起农民工外出务工潮，鸡鸣村人在妥善安排
好农业生产的同时，先后动员年轻村民，参加
县里组织的劳务输出，陆续奔赴改革开放前
沿地区的广州、深圳、东莞、珠海等地打工。

据粗略统计，鸡鸣村每个村民组外出务工者
不低于 30 人，全村共约 700 人，平均每人每年
收入 4.5 万元。这远远超出了历史上包括传统
农业在内的任何一项产业收入。这些年来，
鸡鸣村充分利用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人才优
势还大力发展建筑业和服务业。50 多户村民
在当地或青溪镇上开起了餐馆、旅社、杂货
店，做起了卖豆腐、炸糯米粑、蔬菜批发等各
种生意，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户户均有存款。

如今，鸡鸣村面貌也发生了新的变化。鸡
鸣村的进寨硬化路、串户路、垃圾池、文化广
场等基础设施建设已日趋完善，民生事业得
到明显改善。全村大多数农户利用山坡空
地、田间地头种上了冬桃、西瓜等各类经济作
物，新鲜的绿色产品在市场交易中取得很好
的经济效益。许多村民变单一水稻种植为

“稻、油、豆”、“稻、蒜、椒”、“稻、瓜、菜”等多种
作物轮作，形成了科学使用土地、提高经济效
益的农业生产新格局。

乡风文明了，乡村振兴了，小康路会越走
越宽广。进入新世纪初，镇远县委、县政府提
出了在农村开展小康新村建设的目标，青溪
镇党委将鸡鸣村的上坪地组作为开展小康新
村建设的试点。在建设时，按照“生产发展、
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二
十字方针，鸡鸣村开展以农业抓发展、农民抓
提高、农村抓进步为核心，以改善生产生活条
件和村容寨貌为突破口，以“五改三建一倡
导，十星六化两提高”活动为载体，以富民兴
村为目标，高标准创建了农村物质文明、政治
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小康新村”。“小
康新村”的迅速崛起，全村百废待兴。鸡鸣村
人心凝聚，思变殷切，精神重振，活力迸发，出
现了家家奋发，个个勤劳，你追我赶，争先致
富的生动局面。这些年来，鸡鸣村先后获得
州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省级农村基层建设“五
个好”村党支部、全省文明村、省级美丽乡村
小康寨示范村寨等殊荣，串珠成链书写了乡
村振兴的最亮底色。

清晨，一阵阵清脆的雄鸡高叫，一轮朝阳
从东方冉冉升起，依傍氵舞 阳河畔这座美丽村
庄的人们热情好客，笑容满面，彼此相互帮助，
形成了浓厚的人情味。鸡鸣村的风景如诗如
画，乡村振兴强劲东风正在焕发出新活力。

镇远县鸡鸣村：

闻“ 鸡 ”起“ 氵舞 ”山 乡 美
○ 通讯员 杨鹏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种姜黄过上种姜黄过上种姜黄过上“““金黄金黄金黄”””好日子好日子好日子
—— 记榕江县寨蒿镇三洲村致富带头人姚本仙

○ 通讯员 吴银杰 胡涛 摄影报道

天刚蒙蒙亮，坐落在剑榕高速路出口的榕江县寨蒿镇三
洲村，被四面金灿灿的油菜花点缀的特别耀眼，柏油路串联
起来的砖房、木房，错落有致，别具一格。寨蒿河沿着油菜
田蜿蜒盘旋，潺潺流淌，一幅美丽乡村图景呈现眼前。该村
村民姚本仙趁着美好的清晨时光，一大早就在姜黄基地里
忙得不可开交。近一个多月正是姜黄成熟丰收之季，这几
天她正在地里指导工人们如何采挖、修剪、分拣。

“大伙儿仔细看，根茎粗壮、颜色深黄的才是上等货！这
上面部分是种子，吊着的是郁金，剪好分开装，两种售卖价
格是相差很大的。”姚本仙一边示范，一边扯着嗓门叮嘱工
人。这片姜黄基地规模颇为可观，眼下的 200 亩仅仅是其中
的一部分，另外还有 300 亩姜黄，种植在邻村的票寨村。

2017 年至 2021 年，姚本仙在三洲村任妇女主任兼安全
员，目睹村民大多依靠务工或低效农作维持生计。随着国家
大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当地政府主推百香果、罗汉果、油茶
等种植，为带领群众增收致富，2021 年她辞去村内职务。经
过深入市场调研和种植实践，同年转行加入了种植百香果、茶
油的行列，通过“先行先试”带动群众共同发展特色种植业。

“搞农业就是要踏踏实实，只要肯干敢干，荒山也能变金
山。”姚本仙说。

初心为民：从妇女主任到产业“探路者”
2021 年，姚本仙毅然投身农业产业，自筹 50 万元资金，

雇村民改造撂荒田地、实施坡改梯工程，种下 400 亩油茶和
300 亩百香果。然而，首年收入仅 20 余万元，投入与回报的
巨大落差让她备受家人质疑。

“亏钱不可怕，可怕的是乡亲们失去信心。”姚本仙顶住压
力，坚持前行。这一年，她的基地解决了50余名贫困户就业，
还荣获寨蒿镇党委、镇政府授予的脱贫攻坚“最美劳动者”称
号。这份认可让她更加坚定“产业振兴，总要有人先蹚路！”

逆境突围：创新套种蹚出“黄金路”
2022 年，姚本仙调整策略，只种下 180 亩百香果和 50 亩

西瓜，年收入达到 28 万元，初现曙光。但百香果等市场正逐
渐饱和，需要“另起炉灶”，事业才能长久，并且油茶种植时
间长，效益不明显。2023 年，她想出“以短养长”的模式，根
据县级农业专家的推荐，她亲自赶往浙江进行调研、学习，
最终在油茶基地里套种 200 亩中药材姜黄，姜黄生长周期
短、市场需求旺，当年便实现收入 30 万元。

“黄土地里真的挖出了‘黄金’！”她兴奋地说。
同时她瞄准榕江车江坝区的高标准农田，2023 年承包下

146 亩土地创新“稻+菜”轮作，两季收获水稻 80 吨、蔬菜 200
吨，土地效益翻倍。

乘势而上：万亩产业绘就振兴蓝图
2024 年，姚本仙的“版图”再度扩展，车江坝区承包农田

从 146 亩增至 400 亩，产出水稻 160 吨，冬季蔬菜和油菜创收
36 万元。除此之外，还在寨蒿镇开辟了 1100 亩中药材淡竹
叶基地。“淡竹叶是贵州道地药材，市场供不应求，这又是乡
亲们的一条‘绿金’产业链！”她信心满满。

从姜黄到淡竹叶，从百香果到高标准农田，姚本仙的每一
步都紧扣乡村振兴脉搏。“一人富不算富，我要带着乡亲们把
荒山变成‘金山’！”。如今，她的基地常年吸纳近 200 村民务
工，年均发放工资超 50 万元，同时她把种植姜黄、淡竹叶、百
香果等经验传授给50户贫困户，带着大家一起种一起发。

站在弥漫着泥土腥气和姜黄特有馨香的田边，姚本仙笑
得灿烂，自豪地说“女人也能撑起一片天”。

村民在挖姜黄

姜黄外运销售

姚本仙展示新挖的姜黄

村民背着姜黄走在田坎上村民背着姜黄走在田坎上

麻江县杏山街道小堡村位于麻江县西

北部，现辖 15 个村民小组 31 个自然村寨，

595 户 2338 人，居住着汉族、布依族、畲族、

苗族、仫佬族等民族。

近年来，小堡村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通过采取“党社联建·村社合一”的方

式，与邻近贫困村靛冲村、青山村组建联

合党委抱团发展，带领全村群众大力发展

产业，闯出一条党建引领、联村共建、抱团

发展的强村富民新路子。目前，该村组织

建设增强，产业发展壮大，成为麻江县“六

好六强”村。联合党委成立后，在帮扶单

位的推动下，各级各部门帮助三村争取资

金，三个村各项基础设施很快补齐，跨村

打通了产业动脉。目前形成了坝区发展蔬

菜、山上发展经果林、林下发展中药材的

立体产业结构，实现了三个村田、土、山林

的全面开发利用。

“我们以‘党支部+合作社’流转农户的

土地集中来利用，通过大户参与种植，组织

当地农户参加就近务工增加收入，助推村集

体经济产业发展。”小堡村党支部副书记罗

应河说。

在乡村振兴中，小堡村抢抓政策机遇，

大力发展种植、养殖产业。小堡村百亩示范

田喜迎红薯大丰收，亩产 3000 公斤左右。小

堡村将无效土地变高效土地，山上建成千亩

蓝莓园。小堡村还充分利用坝区，搞起了蔬

菜产业。小堡坝区的 200 亩蔬菜，成为全县

小坝区的精品样板。

“小堡村因地制宜，充分发挥区域优势，

合理利用资源，引进农业大户入驻，带动更

多老百姓发展辣椒产业，既让部分群众实现

家门口再就业，也让散户实现增收致富。”小

堡村党支部书记杨毕祥介绍。

走进小堡村，一栋栋新建的小洋房映入

眼帘，进村的公路平坦宽阔，路边也安装起

了路灯，让村庄变得更加光明靓丽……一幅

和美乡村美景，正展现在人们的面前。

（备注：1亩=0.0667公顷）

麻江县：

小堡村的兴村富民路
○ 通讯员 赵华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