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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罗玉龙）近年
来，雷山县依托地理气候优势和民族
文化资源，以黑毛猪产业为抓手，通
过政策扶持、生态养殖、科技赋能、品
牌打造等举措，推动特色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政策扶持夯实产业基础。将黑毛
猪产业列为重点民生工程，整合资金、
技术等资源集中发力。2013 年以来，
两期共投入省级财政资金 1200 万元，
实施黑毛香猪产业项目；配套中央生
猪标准化建设项目资金110万元、扶贫
项目资金 580 万元，建成原种场 2 个、
扩繁场 15 个、家庭农场 110 个。通过

“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培育规模
化养殖场 1 家、合作社 3 家，带动 8500

余户散户参与养殖，形成“一村一品”
特色产业格局。目前，全县黑毛猪存
栏量稳定在5万头左右，占生猪养殖总
量80％，年产值达1.79亿元。

生态养殖提升猪肉品质。立足
“生态立县”战略，探索“种养循环+自
然饲喂+自繁自养”模式。利用县域
94％植被覆盖率、72.8％森林覆盖率
的优势，引导养殖户采集水麻叶、苦
荞等百余种野生青绿饲料，搭配玉
米、红薯等传统作物，形成传统熟食
饲喂法、草粉颗粒料饲喂法、青贮发
酵饲养法、自配全价料半熟食饲养
法、直接全价饲料饲养法 5 种特色饲
养法，通过模式创新，实现肉质营养
丰富、感官品质突出，为“无公害、绿

色、有机”产品认证奠定基础。
科技赋能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强

化产学研合作，与州农科院合作，在
雷山县望丰乡乌江村开展黑毛猪繁
育保育技术推广试验，提纯复壮本地
品种，优化杂交组合（如本地黑毛猪
与苏太猪、杜洛克猪杂交）。推广智
能养殖系统，在规模化场应用环境监
控、精准饲喂设备，缩短养殖周期。
建立“粪污资源化利用”体系，通过沼
气发电、有机肥生产，实现全县养殖
场粪污处理率 85％以上，破解环保难
题，促进可持续发展。

品牌建设拓展市场渠道。深挖苗
族文化内涵，积极申请注册“雷山黑
毛猪”地理标志商标，结合“鼓藏节”

“苗年节”等民俗活动打造文化 IP，开
发腊肉、香肠等特色产品。建立线上
线下融合销售网络，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市场，推动“生态+文化”双溢价，产
品售价较普通猪肉提升 20％以上。

长效机制保障产业可持续。制定
五年发展规划，累计投入 1500 万元提
升屠宰加工生产线，推动产业标准
化、规模化发展；建立“三级防疫体
系”，配置村级防疫员 127 名，年投入
43 万元防疫资金，全面监测疫病风
险；实施“保险托底”政策，为能繁母
猪、育肥猪及价格波动提供差异化保
障；推行“以奖代补”政策，对养殖户
按规模奖补 400 元每头、见仔母猪奖
补 800 元，激活内生动力。

雷山县：

发展黑毛猪养殖产业 拓宽群众致富路

本报讯（通讯员 余正森）近年
来，贵州雷农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深耕本土资源禀赋，锚定现代农业发
展方向，将特色产业作为强农富农兴
农的重要抓手，以香菇种植为突破
口，全力发展食用菌产业，持续拓宽
群众致富渠道，让“小香菇”成为撑起
群众增收的“致富伞”。

当下，正值食用菌菌棒制作的黄
金时期。走进杨柳食用菌产业园菌
棒制作车间，车间内机械轰鸣、欢声
笑语不断。30 余名务工群众分工协
作，密切配合，拌料、装袋、灭菌等工
序有条不紊地进行。在先进自动化
设备的高效运作下，各种优质混合物

料被快速装袋封口，生产好的菌棒整
齐 排 列 ，现 场 一 派 繁 忙 ，日 产 菌 棒
8000 余棒。

兴一个产业，富一方百姓，将香菇
产业作为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构建
以香菇菌棒生产为核心的特色产业，
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家门口就业岗位，
实现村民增收与乡村发展的良性互
动，生动诠释了“家门口就业，钱袋子
鼓起来”的发展成果。一朵朵菌伞不
仅撑起了群众的“共富梦”，更成为带
动群众致富和加快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引擎”，为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
的活力。

图为工人正在包装菌棒。

雷山县：

菌棒生产加工忙 撑起群众“致富伞”

本报讯（通讯员 陶锦宇）自 6 月入
夏以来，雷山县紧扣“预防为主，科学治
理”方针，通过强化监测预警、优化调查
体系、深化群防群治，全面启动夏季森
林病虫害调查工作，切实保障全县森林
资源安全。

精密监测预警，筑牢防控前哨。组
建专业测报队伍，建立“周巡查、月分
析”常态化监测机制，对县域内经济林、
用材林、生态林开展全域普查。在重点
林区及苗圃地科学布设 20 余套松褐天
牛诱捕器，落实专人每日巡查记录，实
时掌握害虫发生动态。截至目前，已完
成 3 轮次全覆盖调查，精准绘制病虫害
发生分布图，为科学制定防治方案提供
数据支撑。

靶向精准施策，提升防治效能。依
托历年病虫害发生数据，结合县域森林
资源分布特点，科学规划 20 条调查线
路、设置 30 个标准样地，重点针对松褐

天牛等林业有害生物开展定点监测。
采用无人机航测、地面踏查相结合的立
体化调查模式，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
对病虫害发生趋势进行动态评估，确保
监测结果的时效性与准确性。

深化宣传引导，凝聚防治合力。深
入林区乡镇开展“森林病虫害防治科普
月”活动，通过举办技术培训班、发放宣
传手册、设置警示标语等形式，向群众
普及森林病虫害识别方法、防治要点及
相关法规政策。累计开展专题培训 3
场，覆盖林农 600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
料 2000 余份，悬挂宣传横幅 6 余条，切
实提升群众森防意识，构建起“专业监
测+群众参与”的群防群治格局。

下一步，雷山县将持续强化监测预
警体系建设，完善应急防治预案，适时
启动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科学防控措
施，全力守护县域森林生态安全，为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

雷山县：

多举措织密森林病虫害防控网
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本报讯（通讯员 雷荣）据贵州省
气象局数据显示，6 月 19 日 8 时至 20 日
8 时，雷山县是全省南部地区特大暴雨
的主要集中区域之一。面对持续强降
雨，该县迅速启动防汛Ⅲ级应急响应。
截至 6 月 20 日 17 时，全县已安全转移
受威胁群众 230 户 489 人，关停在建项
目 15 个，有效防范了灾害发生，切实保
障了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月 20 日上午，在永乐镇开屯村村
民蒋胜发家垮塌的房屋废墟前，各级干
部群众以及附近的村民们正齐心协力
帮助其开展灾后救助工作。据了解，蒋
胜发家房屋因雨水冲刷，导致屋基受
损，于 20 日凌晨两点左右房屋垮塌，幸
因镇、村干部提前预警转移，全家安全
转移，无人员伤亡。

“每次下大雨之前，村‘两委’都用
喇叭宣传，叫村民注意安全。达到中雨
以上时，会挨家挨户动员群众撤离到安
全的地方，确保人民群众的安全和财产
不受到损失等。”开屯村党支部书记、村
委会主任杨平说道。

除了现场人工巡查外，雷山县还充
分运用大数据监测技术，为防汛工作提
供有力支持。在县水务局的监测中心
里，高清大屏上各监测点的数据和现场
监控画面一目了然。通过监测，相关部
门可以实时掌握县域内河流、水库的水
位变化、流量数据以及雨情信息。一旦
出现异常情况，就能迅速发出预警，实
现精准防控。

从雷山县水务局获悉，入汛以来，
该县严格落实 24 小时值班制度和领导
带班制度，密切地关注水情雨情变化，

确保及时发现并处理隐患。接下来，将
继续加强防汛值班值守，充分利用大数
据的监测技术，加强山塘水库等重点领
域的安全监测，滚动监测雨情水情的发
展趋势，强化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
信息，直达防汛一线。

在防汛预警方面，该县建立了完善的
多部门联动预警发布机制。气象、水务、
应急等多部门密切协作，加强联合会商研
判。一旦预测出现强降雨天气，各部门就
通过短信、广播、电视、新媒体平台等多元
渠道，第一时间将预警信息精准推送至群
众，确保预警“叫应”到户到人。

从雷山县应急管理局了解到，该县
启动防汛Ⅲ级响应后，立即激活了全流
程响应，坚决落实“四色四响四反馈”及

“211”机制，县、乡、村三级责任人联动响
应；坚决执行“四个紧急撤离”，做到应转
尽转。当前，共紧急转移避险230户、489
人，关停在建项目15个。并召开专题会
议，有效组织全县干部队伍，按照省

“211”“四色四响四反馈”“四早”等工作
机制，下沉乡村一线开展防灾减灾救灾
工作，落实好“关、停、撤、转”等措施，确
保了全县防汛工作没有出现人员伤亡等
灾害事故。目前，全县无因灾人员伤亡
情况，水、电、讯等设施一切正常，应急力
量和物资前置到位，守牢安全底线，全力
保障全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该县启动应急响应后，迅
速前置防汛物资 6000 余件（套），组建
各级应急志愿队伍 164 支共 5288 人。
结合气象部门预测，雷山县已于 6 月 22
日上午 8 时，将应急响应等级从Ⅲ级降
为Ⅳ级。

雷山县：

成功转移受地质灾害威胁群众230户489人

本报讯（通讯员 方石楠 李苏萍）
随着汛期的到来、暑期的临近，溺水风险
持续升高。为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雷山县立足本地水域特点，通过科技赋
能+精准防控，多措并举筑牢防溺水“智
慧防线”，全力做好防溺水安全工作。

在雷山县的各重点河段区域，防溺
水警示牌随处可见，牌子上标注着水深
危险的警示语，格外醒目。同时，岸边
整齐摆放有救生圈、救生杆、救生衣等
应急救援设备箱，并标注有“救生设备，
禁止挪用”“预防溺水，人人有责”等标
语及急救电话。

“今年整合资金 39 万余元，对全县
125 处重点水域和山塘水库防溺水设施
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严格落实‘一处

一策’管护机制，每处设施设备都明确
了责任人和巡检周期，通过定期维护、
动态更新，确保关键时刻‘拿得出、用得
上’。”雷山县河长制工作站副站长付佳
伟说道。

除了传统防护设施外，该县还创新
引入了科技手段，对部分高风险河域专
门加设 AI 智能监控。这些“电子哨兵”
具备人脸识别、行为分析等功能，可实
时监测人员靠近危险水域情况，并通过
广播系统自动发出警示提醒。据了解，
全县共计在 25 处高风险河域加设 AI 智
能监控，目前已全部安装完成，接下来，
将陆续实现联网运行。下一步，也将持
续优化设施布局，同时加强宣传教育，
让防溺水意识深入人心。

雷山县：

筑牢防溺水“智慧防线”

本报讯（通讯员 李丰杰 李苏萍）
近日，雷山县 2025 年有组织劳务输出广
东采摘荔枝活动欢送仪式在龙头街道
举行。来自各乡镇的首批 100 名群众坐
上免费专车前往广东务工。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有条不紊地组
织大家签到、核对信息，并耐心讲解行
程安排和注意事项，以确保此次劳务输
出安全有序。

雷山县就业局局长黄麟介绍，今年
4 月初，县就业局联合龙头街道到广东
省广州市、深圳市等地采摘园进行用工
对接，坚持早谋划早安排早行动。首批
输送共 100 人。本次活动计划有组织输
出 600 余名农村劳动力，赴广州市、东
莞市、深圳市等地开展荔枝采摘务工。

随着大巴车缓缓启动，外出务工群
众踏上了新的征程。此次劳务输出活
动，不仅解决了农民工的就业难题，增
加了他们的收入，也为输入地企业提供
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实现了两地的互
利共赢。

下一步，雷山县人社局将持续深化
东西部劳务协作，建立劳务输出长效机
制，着力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面临的急
难愁盼问题，加大就业帮扶力度，进一
步助农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自 2024 年以来，雷山县人
社局积极探索打造“春采茶，夏摘荔，秋
收粮，冬砍蔗”四季务工就业服务工作
模式，通过季节性有组织劳务输出，帮
助群众就业增收。

雷山县：

“点对点”劳务输出 助力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讯（通讯员 袁小倩 周能文）
近年来，雷山县乌东村积极探索“原
住民+新村民+智囊团”的“三民共治”
模式，实现了从“穷山村”到“示范村”
的蜕变。2024 年，乌东村村集体经济
收入突破 100 万元。

强基固本，筑牢乡村治理“基本
盘”。不断优化村“两委”班子结构，充分
发挥能人带动和党员示范作用，在生态
种养殖产业上下功夫，实现生猪存栏300
头、羊400头、蜂200箱、鸡500羽，种植乌
杆天麻 1500 亩（备注：1 亩=0.0667 公
顷），高山冷凉蔬菜基地种植120亩，魔芋

种植30亩，全面激活乡村产业。围绕中
国乡村旅游1号公路辐射效应，联合周
边的白岩、排卡、阳苟、虎阳4个村成立联
合党总支部，抱团发展乡村文旅产业，将
闲置农房改造为民宿，并引导村民将自
家农房改建为农家乐，对村集体民宿进
行改造升级，全村现有民宿18家。

引智聚才，打造乡村治理“新引
擎”。通过“挑”“选”“请”“引”的方式
选聘优秀人才，不断完善乌东村人才
资源库，共有 12 名返乡创业就业大学
生、2 名在外务工技术人才成为推动
村集体经济增长的“合伙人”。成立

雷山乌东文旅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引
入乡村 CEO 模式，聘请贵州人文地理
作者、旅行公司合伙人袁銮为职业经
理人，通过村旅公司运营管理，盘活
闲置茶坊，研发 3 种类别茶叶，开发 3
种口味稻酒，结合乌东特色，开发乌
东香包、T 恤、手绘地图等 10 来种文
创产品。今年“五一”期间，乌东文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8.5 万元。

聚智赋能，破解乡村治理“瓶颈
题”。通过与长期支持和帮助乌东村
发展的各领域专家学者、文旅行业资
深从业者、艺术家、商界精英和基金会

负责人等进行常态化沟通交流，组建
乌东“智囊团”。以实地调研、座谈会、
三方代表会议等方式，为村庄发展提
供专业指导意见和技术支持，帮助乌
东村解决实际问题50个。为乌东村提
供香草种植和利用、酒曲标本制作技
术、集体经济资源共享等支持，帮助提
升乌东村发展质量。利用抖音、快手、
小红书等热门平台，售卖农副产品、文
创产品等，吸引更多的旅游、研学团队
到乌东，提升乡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增加乡村旅游收入。2024 年，全村实
现人均分红600元。

丹江镇乌东村：

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

图为乌东村航拍图景图为乌东村航拍图景

本报讯（通讯员 方石楠 李丰杰）
近日，在雷山县大塘镇新桥村，一场
别开生面的非遗服饰走秀活动在“水
上粮仓”举行。绚丽多彩的民族服
饰、灵动优美的走秀表演，让非遗焕
发出了文化新魅力。

活动现场，来自大塘《仰欧桑》
剧场的演员们身着非遗与现代潮流

相结合的剧目服饰，与穿着不同样
式苗族服饰的新桥村村民们，在古
老的水上粮仓前上演了一场民族服
饰“T 台秀”。

村民们有的肩扛犁耙，有的手拿
绣花鞋、竹编鱼篓等物品，把非遗、农
耕文化和民俗风情化作一场原生态
与时尚感碰撞的视觉盛宴，让乡土记

忆焕发时尚魅力。
大塘镇副镇长王应文介绍，希望

通过这场走秀，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
非遗服饰文化，让大家看到大塘镇在
非遗传承与发展方面所做的努力。
未来，还将继续举办类似活动，让非
遗服饰走出大山、走向世界。

“水上粮仓”是大塘镇新桥村特有

的传统储粮建筑群，是苗族古老农耕
稻作文化的活化石。这场别开生面
的“T 台秀”，在拥有 600 多年历史的

“水上粮仓”前呈现，特色服饰与古老
建筑相得益彰，传统非遗与现代时尚
完美交融，谱写了一曲跨越时空的文
化交响乐，也为乡村振兴注入了崭新
的文化动能。

雷山县：

“水上粮仓”变身时尚“T 台” 非遗焕发新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