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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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育毅）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宏伟蓝图
下，平略镇正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全面提升乡村人居环
境品质。近期，该镇以“双清
双改双治”（清理垃圾与乱
象，改造陋习与环境，治理卫
生死角与不文明行为）为行
动指南，通过构建“三联动”
治理体系，让人居环境由“一
时美”变“持久美”。

网格化管理，奠定全域
治理之基。平略镇构建了

“1+7+N”的治理网络，党政
领导亲自挂帅，7 名班子成
员分片包干，而 N 名网格员
则如繁星点点，遍布每个角
落。他们不仅发放了《平略
文明手册》上千份，还举办了

“文明新风进万家”讲座，利
用“乡村之声”广播系统，每
日传递文明之声，激发了村
民们的共建热情。

拉网式整治，突破痛点
治理难关。针对乡村环境的
顽 疾 ，平 略 镇 从“水 域 + 陆
地”两个维度入手，对码头、
渡口、主干道进行了深度清
理，累计清除垃圾数吨，让
水体恢复了清澈。同时，他
们 也 不 忘 背 街 小 巷 的“ 美
颜”工作，清理了卫生死角，
铲除了非法广告，规范了杂
物堆放，让乡村的每个角落
都焕发了新生。通过建立

“发现-整治-复查”的闭环
机制，确保了整治效果的长
效性。

专班化协同，打造多元
共治新生态。为了行动的
迅速与高效，平略镇成立了
由镇党委书记亲自挂帅的
专项行动小组，整合了镇村
干部、党员、乡贤和志愿者
等多方力量，形成了 7 支精
干的专项工作队伍。在他
们的示范带动下，数百户村
民自发参与到房前屋后的
整治中，形成了“党员干部
带头干，群众积极参与”的
良好氛围。

平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坚持“标本兼
治”的原则，深化党建引领的管理机制，推动“双清
双改双治”工作不断向纵深发展。同时，还将培育
村级环保志愿服务队伍，构建“党建引领+全民参
与”的乡村治理新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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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姚宁）5 月 10 日，一场别开生面
的茶叙会在凯里市璀璨绽放，华祥苑集团携手各
界精英，以“黔茶飘香，国缤领航”为主题，共同开
启了“黔茶出山”的新篇章。此次茶叙会，不仅是
一场茶文化的盛宴，更是黔茶产业迈向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一步。

活动在如梦如幻的《水墨黔山舞》中缓缓拉开
序幕，舞者们身姿曼妙，仿佛将黔山秀水与茶香韵
味融为一体，生动诠释了“茶，天地之灵韵”的深刻
内涵。现场近 200 位嘉宾，包括工商联、行业协会
的代表、华祥苑集团高层、茶产业同仁及媒体界朋
友，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活动现场，三块沉甸甸的牌匾——“品质中国
茶体验馆”、“商企联合会客厅”、“国缤会客厅”熠
熠生辉，它们分别从工商支持、商会联动、品牌赋能
三个维度，为黔茶产业的升级注入了强大的信心与
活力。这不仅是华祥苑与地方政府深度合作的见
证，更是黔茶产业迈向新高度的重要标志。

作为黔东南州“茶文旅融合”的典范之作，此次
茶叙会不仅搭建了政企合作的桥梁，更为黔茶突破
地域限制、走向全国乃至国际市场铺平了道路。华
祥苑集团表示，未来将携手地方政府，持续深耕茶
产业，推动黔茶从“深山瑰宝”华丽蜕变为“世界名
茶”，书写乡村振兴与产业振兴的双赢传奇。

茶叙会上，两轮战略签约仪式将活动推向高
潮。华祥苑与贵州雷山脚尧茶业的战略合作，将
共同探索特色茶产品的研发与茶园标准化管理；
而与多地代理商的合作协议签署，则标志着国缤
茶销售网络的全面铺开，为黔茶产业链延伸与市
场拓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华祥苑集团“黔茶出山”
战略签约茶叙会圆满举行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5 月 5 日，我怀揣着对神秘侗乡的憧憬，
踏上了寻访大利侗寨的旅途。

大利侗寨隶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
榕江县栽麻镇，距县城 23 公里，处于贵州
高原向广西盆地过渡的边缘地带。寨子
居住着 324 户 1342 人，以杨姓家族为主，还
有石、刘、陈、张、李等姓氏。大利侗寨始
建于明末清初，已有 400 多年历史，2012 年
被列入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3 年
寨内古建筑群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入选中国第六批历
史文化名村。

从黎平县启程，朝着榕江境内的大利侗
寨进发。这段路我曾经走过多次，早已熟稔
于心，无需导航指引，我便能清晰忆起：过坝
寨、经茅贡、穿九潮，而后踏入榕江地界，登
上丰登坳，便有岔路走进大利侗寨。

然而，当我走过九潮，尚未到达丰登坳，
就在利洞桥头的路口，看见一块醒目的牌
子，上面赫然写着：“大利侗寨由此去！”记忆
中，去大利侗寨应该登上丰登坳才会有岔
路，且那里也有指示牌。我猜想这许是新开
的道路。这条新路平坦开阔，是两车道的柏
油路。大约行驶了四五公里，只见路边崭新
的停车场、巍峨的鼓楼、蜿蜒的长廊依次呈
现，再往前走，那“大吉大利”的寨门便傲然
矗立在眼前。

可惜的是，大路仅通至寨门。寨门前
的牌子上写着：“步行 800 米到侗寨”。我在
寨门前停好车，沿着潺潺溪水拾级而上。
不一会儿，一位淳朴的老乡迎面走来，我忙
上前询问：“走这里是不是去大利侗寨？”老
乡微笑着点头答道：“是的，往前面走几百
米就到了。”

沿着青石铺就的小道，逆着溪水前行。
一路上，溪水潺潺，鸟鸣婉转，仿佛是大自然
奏响的美妙乐章。拐过几个弯，眼前的景象
恰似“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瞧啊，前方袅袅炊烟升起，错落有致的房屋
若隐若现，这便是我早有耳闻的大利侗寨，

今日终得一见真容。
首先踏入的是大利下寨，只见那寨子的

木屋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两山之
间，鳞次栉比，错落有致。一条清澈的溪水
从寨子中间潺潺流过，像是一条灵动的丝
带，将寨子一分为二。一座座古朴的花桥横
跨小溪，宛如一道道彩虹，连接着两岸的寨
子。小桥流水人家，青山绿树成荫，好一幅
如诗如画的绝美风景画！

初看大利侗寨，竟让我恍惚间以为来到
了雷山茅坪苗寨。当我漫步在花桥上，只见
几位老奶奶正专注地用手工编织着花带，一
旁有位大爷悠然地抽着烟。我好奇地问大
爷：“这里有没有苗族？”大爷笑着告诉我：

“大利全是侗族。”
随后沿着指路牌从下寨往上走，拐进木

楼下一条窄窄的巷子里，踏上了花桥。花桥

上，人们或围坐闲聊，或专注地编织花带，还
有人在桥头摆着小摊，售卖新鲜的水果蔬
菜。缓缓走过花桥，心中不免有些遗憾，未
能见到人们在花桥上纵情歌唱。或许，侗歌
声要等到夜幕降临吧。

我 在 寨 子 里 四 处 探 寻 ，渴 望 寻 得 一
处 能 拍 摄 寨 子 全 景 的 绝 佳 位 置 。 然 而 ，
天公不作美，从游客接待中心返回途中，
豆大的雨点“哗哗哗”地落了下来。我出
门 不 习 惯 带 伞 。 此 时 雨 越 下 越 大 ，实 在
无 法 前 行 ，我 只 好 躲 在 一 家 民 宿 的 屋 檐
下避雨。

立 夏 的 雨 滴 落 在 侗 寨 木 屋 的 瓦 片
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雨水顺着屋檐汇聚
成线，滴答滴答地打在地面的青石板上，
仿佛是大自然谱写的一首美妙乐章。这
场 雨 让 我 停 下 了 匆 匆 的 脚 步 ，得 以 近 距

离地欣赏大利侗寨的鼓楼、花桥、房屋等
古建筑群。

据村里石碑记载，大利侗寨的古建筑
群始建于明末清初，涵盖了鼓楼、花桥、粮
仓、民居、古井、古道等。这些古建筑顺溪
流依山就势而建，民居建筑丰富多样，分布
在溪两岸、平坝、坡脚。溪两岸的民居最为
古老，有四合院木楼、连廊式长房、吊脚楼
等，与横卧的风雨桥相互映衬，构成了一幅
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古朴鲜明的画卷。这
些民居构造大致相同，一般有三四间或五
六间，根据地势宽窄不一，二三层或四五
层，高低错落，纵深各异。建筑选材灵活，
尽显典型的山地建筑风格。其中，建于清
朝乾隆四十五年（1780 年）的杨显周宅最为
典型，它是歇顶四合院式三层木楼建筑，由
前楼、天井、厢房、正楼组成，青瓦盖面，格
扇窗，印心门，别具一番韵味。

从整体上看，大利侗寨将建筑与自然
环境完美融合，民居之间紧密相连，错落
有 致 ，充 分 展 现 了 侗 族 人 民 的 勤 劳 与 智
慧。这些古建筑群宛如一部鲜活的历史
书 ，记 录 了 当 地 侗 族 的 迁 徙 历 程 以 及 经
济、文化信息，具有极高的科学和艺术价
值，体现了古代侗族人民与自然和谐相处
的建筑思想和审美理念，是研究侗寨建筑
的重要例证。

大 利 侗 寨 的 这 些 古 建 筑 历 经 岁 月 的
洗礼，至今依然保存完好，许多传统建筑
工艺也得以传承和发扬。发现自开发旅
游以来，这里的侗族人民充分利用自家世
代 居 住 的 古 民 居 ，纷 纷 开 设 民 宿 、饭 店 、
小卖部，经营烧烤摊。他们一边延续着古
老的耕作生活，一边开启了崭新的生活方
式。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在这深山侗
寨中悠然漫步，欣赏着侗寨的美景，拍摄
着古建筑的华美，记录着侗族人民的生活
点滴。

雨渐渐小了，可时间却不等人，我只能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大利侗寨。回
望那绿水青山间，古色古香、独具特色的大
利侗寨，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大地之
上。侗寨的人们凭借着这一方绿树青山和
古老建筑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
乡村振兴之路，也让这古老的侗寨在新时代
焕发出勃勃生机。

寻 访 大 利 侗 寨
○ 通讯员 赵华甫

初夏时节，岑巩县 8.91 万亩油菜田金光闪闪，饱满的油菜籽在
阳光下熠熠生辉，预示着丰收的喜悦即将降临。田野间，农户们趁
着晴好天气，忙碌地收割油菜籽，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近年来，岑巩县依托丰富的农业资源，积极推广“油稻轮作”模
式，实现了土地利用的高效与产出效益的提升。在政府的政策引
导和技术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农户投身于油菜种植，昔日的闲置农
田如今已变身致富的沃土。

岑巩县还不断推进油菜产业的规模化、标准化与产业化，不仅
提升了油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力。
如今，这片金黄的油菜田不仅是岑巩县的一道美丽风景，更是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岑巩县正以油菜丰收为契机，书写
着乡村振兴的崭新篇章。随着油菜产业的蓬勃发展，乡村振兴的
梦想正逐步变为现实，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生机。

岑巩县：

油菜丰收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油菜丰收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油菜丰收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 通讯员 杨云 摄影报道

美丽的大利侗寨 （通讯员 杨文舒 摄）

5 月 1 日，榕江县“村超线上村集”在三宝侗寨
火热开展，来自全县 20 个乡镇 181 名乡村新媒体主
播在展播位上同时直播，线上线下销售当地农特产
品，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自 2024 年 11 月以来，榕江县充分利用“贵州村
超”流量，积极开展“村超村集”活动，让游客“跟着村
超赶村集”，让农特产品、非遗文创产品等山货出山。

（通讯员 王炳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