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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竞放，春回侗寨。
3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黔东南

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在信团鼓楼，总书记
同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围坐一起亲切交流。从乡
村全面振兴，到非遗传承，再到创业就业，总书
记的话里行间都是对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
理的关心。

参与座谈的群众你一言、我一语，争相向总
书记汇报侗寨的发展变化、讲述自己的创业故
事……

看到侗寨保护得这么好，侗族群众生活幸
福，习近平总书记感到很欣慰。他指出，办好老
百姓的事，关键在于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
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
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

3月18日，记者循着总书记的足迹，回访现
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的干部群众，大家纷纷
表示，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催人奋进、鼓舞人心，
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持党建引领，汇
聚发展合力，描绘侗寨增收致富和美画卷。

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
鼓楼是侗寨的标志性建筑。肇兴侗寨有

“仁义礼智信”五座鼓楼，大小、结构等风格各
异，且历史悠久。

沿着肇兴侗寨主街，习近平总书记走进信
团鼓楼，在这里与乡亲们亲切交流，共话乡村全
面振兴。

“总书记走进鼓楼，还跟我握了手，我感到
很亲切。”黎平县水务局派驻肇兴村第一书记徐
信基说起当时的情景，还是抑制不住地激动，一
个晚上没睡着。

习近平总书记听徐信基讲述了自己的驻村
工作，还亲切询问他年龄和单位。“总书记十分关

心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听了大家的发言后，他
叮嘱我们要抓好基层党组织建设和乡村治理。”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农村发展关键
在党组织，农村党组织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直接
推动者。

肇兴村共有 5 个自然寨、1273 户 5261 人，
152名党员。设有村党委1个，下设5个党支部。

近年来，在村“两委”的带动下，肇兴侗寨大
力发展旅游产业，发展酒店、民宿、餐饮饭店400
多家，培育传统手工艺企业60多家，带动村民就
业创业 2000 余人。2024 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245万元，人均可支配收入约4.16万元。

肇兴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陆卫敏介绍：
“我们紧紧依托肇兴景区核心区得天独厚的优
势，在组织群众发展油茶和茶叶种植的同时，充
分用好侗族的民族文化，村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全村群众都吃上了‘旅游饭’。”

“去年，我们盘活村集体闲置资产，在侗寨
里开了一家侗族特色民族餐厅，生意还不错。”
陆卫敏说，目前，肇兴村通过组建侗族大歌表演
队、盘活闲置资产打造特色餐厅、开设临时小吃
摊位等方式，带动村民就业创业，同时也发展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

陆卫敏告诉记者，去年侗族大歌表演队通
过开展非遗项目传承和展演，带动50余人脱贫
人口增收就业，营业收入101万元。“村集体经济
不断壮大，群众生活越过越红火。”

谈到下一步工作打算，徐信基表示，自己将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立足岗位，扎实做好

“一宣六帮”，围绕乡村全面振兴的五个方面，做
好驻村工作。

只有组织振兴，乡村振兴才能有坚强的领
导力量。陆卫敏表示，现场听了总书记的嘱托，

自己很受鼓舞，将带领村党委不断加强党组织
建设，更好发挥基层组织在引领乡村振兴中的
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
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多方面发力、多方合
作、共同进步，持续增强肇兴侗寨的品牌影响
力、集聚力和带动效应，打造一个集“侗寨人文、
非遗之光、侗寨美食、生态农业”于一体的特色
乡村旅游体验区。

增强肇兴特色农产品知名度
产业振兴是增强农业农村内生发展动力的

源泉，也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
近年来，肇兴村大力发展油茶、茶叶产业等

为主的旅游业和种养业，产业发展蒸蒸日上，大
多数在家群众从事与旅游相关的种植养殖业，
通过出售农特产品获取收益。

香禾糯是肇兴侗寨的传统农作物，承载着
侗寨悠久的农耕文化。长期采用原生态种植方
式，遵循自然规律，保证品质纯正与优良。

目前，肇兴镇香禾糯种植面积已达千余亩，
年产量约500吨。旅游旺季时，以香禾糯为原料
的特色食品销售额在当地农特产销售额中占比
高达30%左右，其独特的糯香吸引着大量游客，
成为侗寨农特产品的一张闪亮名片。

酒香也怕巷子深。除了香禾糯，肇兴还有许
多优质农特产品。如何增强肇兴农特产品知名
度，为群众提供更好的销售渠道，促进群众增收？

肇兴镇组织成立了种植养殖业农民专业合
作社联合社，引领村级抱团发展。以合作社为
基础，成立了贵州穗丰农产品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通过建立农特产品生产、加工、销售完整
产业链，实现各环节的协同发展，助力村集体经
济增长和群众增收。

去年，公司整合各村农产品向景区销售，销

售额430余万元。
该合作社联合社负责人吴德邦去年从深圳

回来创业，现场向总书记汇报了公司去年的业
绩。总书记鼓励他：“很好，要好好干、加油干，
祝你们生活越来越好。”吴德邦觉得干劲十足，
信心倍增，“总书记对乡村全面振兴特别关心，
这是对农村发展和基层群众的亲切关怀。”

“我们公司主要依托肇兴景区市场需求，与
景区商铺签订农特产品供应协议，推动村级集
体经济多渠道、多元化发展。”吴德邦表示，合作
社作为农产品生产的组织者和管理者，通过规
范化、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可以提高农产品的质
量和产量；供应链公司在产品流通环节发挥了
重要作用，确保农产品从田间到景区餐桌的顺
畅高效；景区商家则为农产品提供了重要的销
售渠道，并通过旅游消费带动了农产品的市场
需求，实现产销两端精准“联姻”。

“下一步，我们将助推产业升级，增强肇兴
特色农产品知名度，积极发动和鼓励农户继续
坚持绿色种植、生态养殖，提升产品附加值，增
强市场竞争力，力争今年突破1000万元。”吴德
邦说。

让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
“款”，在侗语中指法律条文，经过不断演

变，已经成为侗族民间的村规民约，在基层治
理、乡风文明中继续发挥积极作用。

手指身后的信团鼓楼，陆卫敏介绍，“鼓楼，
是我们侗族过去讲‘款’的重要场所。”沿袭文
化、传承历史，寨子里五座饱经沧桑的鼓楼，现
在是共商发展、解决纠纷、举办庆典等要事活动
的场地。

陆卫敏告诉记者，对一些村里大家关心和
切实需要解决的事，肇兴村都要组织村民开展

协商并用好“村规民约”的相关规定。让大家坐
下来一起商量，让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
定，这样最大的好处就是处理的结果大家都服
气、不出矛盾。

“与总书记围坐在火塘边，我们向他汇报，
我们村90%以上的矛盾纠纷都能在网格内有效
化解，划分的7个网格已经实现‘小矛盾不出格’
的基层治理模式。他为我们点赞说‘这很好，这
就是枫桥经验’。听完这句话，我们干事创业的
动力更足了。”陆卫敏说。

从黎平县供销社退休后，陆劲松回到家乡
肇兴村，发挥余热，参与乡村治理，当起了礼团
鼓楼的“管班”。

“昨天总书记问我现在具体在做什么，我
说，我是一名退休职工，退休不退志，回到家乡
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配合村里做好群众工
作。”说起现在的工作，陆劲松满是自豪。

“我们帮助村里，尽可能将矛盾化解掉，让
矛盾不出门、不出村，不把矛盾往上交，就地消
化，让大家紧密团结在一起。”陆劲松说。

“总书记很肯定我们的工作。他说，在基层
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通过我们的工作，能够让
大家团结在一起，这份工作非常好。”听完这些
话，陆劲松备受鼓舞，自己的工作得到了总书记
的肯定，更坚定了做下去的决心，一定把这项工
作做好。

近年来，肇兴村以群众为主体，采取划片区
分“网格”的方式，组织全村党员和群众共同抓
好全村和景区的日常管理。通过把全村划分为
7个网格、50个联户，再从村干部、党员和各个鼓
楼的“管班”等人员中选出网格长、联户长，让每
个网格和联户的事都有人抓、有人管，做到“网
事”不出格，事事有回应。

大家的事大家来议大家来定
—— 习近平总书记在肇兴侗寨信团鼓楼考察回访记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玲玲 尚宇杰 管云

“春天到了好时光，布谷鸟叫催春忙。”悠悠
侗歌，如林间溪涧般清澈流淌，承载着侗族儿女
对自然节律的千年体悟，更凝结着文化传承孕
育的智慧结晶。

3 月 17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黔东南
州黎平县肇兴侗寨考察。寨门口，总书记饶有
兴致地听取侗族大歌的艺术起源、曲调特点、演
唱形式等方面介绍。

习近平总书记说，吊脚楼、古寨、非遗乐器、
侗族大歌、蜡染工艺，这些民族的特色，很古朴
也很时尚。有党和政府的支持，希望乡亲们的
幸福生活更上一层楼，把乡村振兴做得更好，把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更好。

殷殷嘱托鼓舞人心，深切期盼催人奋进。
循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记者来到肇兴侗寨，
与侗族大歌表演者及现场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
的干部群众交流，深切感受到他们内心深处的
澎湃与坚定。大家纷纷表示，一定会将这多姿
多彩、底蕴深厚的民族特色文化悉心保护好、传
承好、发扬好，让古老的侗歌与蓬勃的乡村旅游
紧密结合，既保留独特韵味，留住人们心中的乡
愁记忆；又充分发挥其带动作用，助力乡亲们增
收致富，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行，在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新风采。
“活化石”：侗族大歌代代相传焕发新光彩

3月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的到来，让整
座寨子沸腾起来。

寨门口，身着绚丽民族盛装的村民们，唱起
悠扬的侗族大歌欢迎总书记。歌声宛如天籁，
承载着侗家人最质朴、最诚挚的爱戴之情，萦绕
在古寨的上空。

“表演团队共有60人，其中有40位歌者，另
有10人怀抱琵琶轻拨弦音，10人吹奏芦笙和鸣
其间。我们为总书记献上的第一首歌，是侗族
大歌的经典之作《布谷催春》。”回想起这一幕，

参加现场表演的歌者钟声丽的眼中依旧闪烁着
激动的光，“总书记对侗族大歌展现出了浓厚的
兴趣，询问歌曲是古老传承还是创新编排。”

侗族大歌是侗族多声部民歌的活态史诗，
拥有2500年历史。据明代《赤雅》记载，侗人“善
音乐，弹胡琴，吹六管，长歌闭目，顿首摇足”，已
初现集体歌唱形态。这种以村寨“歌班”为单位
的演唱体系，以模拟蝉鸣、溪流的自然和声著
称，歌词承载着侗族历史与农耕智慧。以《布谷
催春》来说，歌者们以灵动的人声模仿布谷鸟清
脆啼鸣，高音部婉转清亮，仿若布谷鸟穿梭于山
林之间；低音部雄浑厚重，恰似山谷的深沉回
响，生动地再现了“鸟鸣催耕”的田园风光。
2009年，侗族大歌成功列入联合国“人类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
瑰宝。

“当时我特别想对总书记说，肇兴欢迎您。
可是我需要专注演奏芦笙，只能将满心满眼的
情感，倾注到每一个音符之中。”参与现场表演
的肇兴侗寨村民陆昌龙告诉记者，“总书记听得
认真，还夸赞侗族大歌保护得好、演唱得好，十
分专业。那一刻，我的内心满是感动与自豪，这
是莫大的鼓舞，我们定当将这些珍贵的曲目代
代相传！”

随后，习近平总书记又观看了洪州琵琶歌
的表演。这首以侗族琵琶伴奏的单声部叙事
歌，与侗族大歌相互辉映，共同构筑起侗族音乐
的美妙旋律。表演过程中，歌队巧妙运用“夹道
开合”的队形变化，生动演绎了侗族尊老敬贤的
传统美德。总书记面带微笑，频频点头，与演员
们亲切互动，现场氛围温馨而热烈。

肇兴侗寨，始建于北宋，是中国最大的侗族
村寨之一，享有中国最美乡村古镇之美誉。千
年侗歌在肇兴侗寨实现了华丽转身，从往昔传
统的“鼓楼传唱”，逐步迈向如今更为多元的“舞

台展演”。每晚八点，身着盛装的青年歌者们准
时登场，在熊熊篝火映照下，激情唱响《布谷催
春》《蝉之歌》等经典曲目，将侗族大歌的独特魅
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肇兴侗寨秉持

“保护中发展、发展中传承”的创新理念，积极探
索非遗活态传承与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

肇兴村党委书记陆卫敏感慨道：“曾经‘守
着火塘唱大歌’的质朴生活，如今已演变成‘唱
着大歌奔富裕’的美好现实，这不仅是乡村振兴
的生动注脚，更让文化自信在这片古老的土地
上绽放出全新的光彩。”

水清岸绿：侗寨生态与文化和谐交融
当人们跨入肇兴侗寨寨门，率先进入视野

的绝美画卷是白鹭湖。
从高空俯瞰，白鹭湖两侧步道细长而蜿蜒，

恰似灵动的绸带，托举一个圆润的湖面，稳稳地
镶嵌在苍山翠岭间。游客与村民沉醉湖畔，目
光追随着翩跹起舞的鸟儿，尽情享受着纯粹的
生态之美。

白鹭湖源于侗语，将“肇”简称为“绍”，也是
人们对白鹭的称谓，每年春耕，大批白鹭纷至沓
来，故而得名。

“这里的生态环境保护堪称典范，湖边树木
郁郁葱葱，湖水清冽纯净，总书记夸赞景色很
美。”肇兴镇党委书记杨秀智说。

漫步湖中栈道，清澈见底的湖水仿若一面
天然明镜，将岸边吊脚楼的斜顶清晰倒映其中；
对岸，绿树摇曳生姿，古老水车悠悠转动，发出
嘎吱声响，与潺潺流水声交织成一曲美妙乐章；
远处，层峦叠嶂的山峰连绵起伏。

一幅“湖平、水清、岸绿、景美、人和”的乡村
生态画卷，铺陈眼前。

“这是我初次来到肇兴，这里的每一寸自然
景观都在诉说，大自然是世间最美的象征。”来
自法国的游客费德里克由衷赞叹道。

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侗族儿
女，自古以来便秉持“天人合一”的理念，也自然
而然地模仿自然界的蝉鸣鸟叫、松涛回响，这些
自然之声巧妙融合，构成了侗族大歌中高音与
低音的不同声部，让世界真切地听见了来自东
方古老的山野天籁，领略到侗寨生态与文化和
谐交融的独特魅力。

白鹭湖边就是肇兴侗寨主街。看见习近平
总书记，乡亲们、游客们不断围拢来，齐声向总
书记问好。

“激动，真是太激动了！总书记关心游客在
这个地方吃得好不好、住宿好不好。”小吃摊老
板娘陆春花还记得游客们一声高过一声的回
复：“好！”

“总书记还关心大家都是从哪里来的。”60
岁的王梦妍接过了话茬：“我就听到，现场有人
说山东来的、广东来的、广西来的……”

近年来，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浪潮中，肇兴侗
寨紧紧抓住侗族大歌这一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核心，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走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民族特色文化和乡村旅游相结合的发展之
路。2023年，肇兴侗寨共接待游客63万人次，而
到了2024年，游客数量已攀升至102万人次，旅
游收入达10.2亿元。

幸福生活：侗歌声声唱给党
肇兴侗寨现存 5 座鼓楼，既是侗族儿女集

会、议事的关键场所，更承载着侗族厚重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与代代相传的传统。

在村寨的信团鼓楼，总书记同村干部和村
民代表围坐在火塘边共话乡村全面振兴。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争相讲述近年来的村寨变
化和幸福生活。总书记高兴地说，从你们的讲
述、你们的神情可以看出，村寨这些年欣欣向
荣。现在旅游是一个很大的产业，乡村旅游如
火如荼，民族地区要保留自己的特色文化，在

文旅融合中更加彰显它的光彩。祝你们的日
子越过越红火！

杨秀智内心的澎湃之情难以抑制。他满怀
深情地说：“总书记的嘱托，我们铭记在心，将矢
志不渝地推动民族特色文化与乡村旅游深度融
合。接下来要加大对传统古村落的保护力度，
从古老建筑的修缮，到整体环境的整治，全方位
守护好这份珍贵的历史馈赠。同时，加强对侗
族大歌的保护性开发运用，通过创新表演形式，
巧妙融入现代元素，让古老艺术焕发新的活力，
始终保持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吸引更
多游客慕名来到肇兴侗寨，亲身领略它的独特
魅力。”

总书记离开侗寨之时，侗族群众满怀深情
地唱响了《侗歌声声唱给党》，表达对总书记的
依依不舍与感恩之情。

“侗乡的人民天天把歌唱，唱给祖国唱给共
产党。迈进了新时代，踏上新征程，美好的生活
幸福万年长。”

侗歌队成员吴佳惠回忆起那一幕，依旧激
动不已：“起初并没有人特意带头，不知从何处
传来了歌声，会唱的侗族儿女们下意识地跟着
唱起来，即便不会唱的游客，也轻轻跟着附和。
侗族儿女歌声嘹亮颂党恩，一路上，歌声逐渐汇
聚，最后变成所有人齐唱，那情那景令人感动。”

家住肇兴侗寨信团鼓楼旁的66岁肇兴村村
民陆成清，听到合唱后他加入到歌唱的队伍中，
还悄悄擦拭了眼角的泪水。他感慨地说：“这一
幕，将会是我这辈子最难以忘怀的画面之一。
虽说我记不太清歌词，但自然而然就被现场的
氛围感染，手掌也不自觉地跟着打起了节拍。”

当一个偶然的“不约而同”，化作侗族儿女
用千年和声汇聚而成的赤诚之心，这首自发唱
响的《侗歌声声唱给党》，通过多声部和鸣，久久
飘荡在寨子上空。

侗 族 儿 女 深 情 颂 党 恩
—— 习近平总书记在肇兴侗寨考察回访记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丹 陈江南

▶黎平县高屯镇万
亩茶园

（通讯员 李斌 摄）

◀黎平县肇兴侗寨
全景

▶ 黎 平 县 三 龙 侗
寨“关秧门”活动现场
（通讯员 李必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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