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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乡 愁 印 迹 村 史 村 事

仲夏时节的剑河县柳川镇，群山环抱的坝子里藏
着一片热闹的生机。巫泥、加禾、巫库、柳落等村的
600 余亩朝天椒田，像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绿色的
枝叶间缀满或青或红的小灯笼，顶端齐刷刷指向湛蓝
的天空，那股“朝天而长”的倔强劲儿，透着一股子蓬
勃向上的精气神。风过时，叶浪裹挟着辛辣的清香漫
过田埂，仿佛在预告一场丰收的盛宴。

田间地头的“辣椒管家”
巫泥村的田野里，三十余公分高的朝天椒植株挨

挨挤挤，织成一张望不到边的绿毯。阳光下，叶片边
缘泛着油亮的银辉，叶背上的绒毛清晰可见，连泥土
都透着湿润的光泽。村支书周成戴着草帽穿梭其间，
胶鞋上沾着新鲜的泥点。他忽然停下脚步，手指轻轻
拨开一片卷曲的叶子——一只卷叶虫正躲在叶筒里
啃食嫩叶。“这小东西最会藏懒！”他眉头微蹙，两指
精准捏住虫身，动作干脆利落。

“今年这 100 亩地，棵棵都是我的宝贝。”周成直
起身，抹了把额头的汗，黝黑的脸上漾开笑容。他脚
下的土地曾种过玉米和水稻，收益平平。去年试种
20 亩朝天椒尝到甜头后，今年索性扩种到 100 亩。“你
看这根系，扎得深！”他蹲下身扒开表层土，露出密密
麻麻的白色须根，“雨水够、温差好，再加上三天两头
来盯梢，想不丰收都难。”

翻过一道山梁，巫库村的辣椒田更显规整。一排
排植株像列队的士兵，顶端的辣椒果攒着劲儿往上
蹿，夏风拂过，便集体跳起欢快的舞蹈。村支书李光
荣正指挥村民给田垄覆膜，“今年财政的 600 元/亩补
助太及时了！”他指着地头的滴灌设备，“用这笔钱买
了新水管，还请了农技员来指导，79 亩地长得比往年
壮实多了。”

算收益时，李光荣掏出个磨得发亮的笔记本，上
面密密麻麻记着开支：“苗钱、肥料、人工……但按保
底价算，一亩少说收 750 公斤，刨去成本，纯利能有两
千多。”他忽然提高声音，“明年我要把隔壁的荒坡也
开垦出来，争取种到 200 亩，让村里的老少爷们都跟
着赚！”

柳落村的辣椒田藏在河谷边，水汽氤氲中，泛着
白光的果实像胖乎乎的娃娃。村委会副主任杨胜智
拨开枝叶，指着一串半红半绿的辣椒说：“这 50 亩地
是村合作社领办的，32 户人家参股，其中 8 户是脱贫
户。”他蹲下身比划着，“按协议保底收购价，一亩
2400 元，总共有 12 万元收入，年底分红时，最困难的
王大爷家少说能分两千。”

说起种植门道，杨胜智打开了话匣子：“这辣椒是‘吃肥大户’，开春得先
深翻土地，每亩撒 500 斤腐熟的牛粪当底肥。栽苗后两周追一次农家肥，开
花时还得补钾肥。”他指着田埂边的黄色粘虫板，“病虫害也得防，除了人工
捉虫，还得用生物药剂，绝对不能用高毒农药，坏了咱的招牌。”

产业链上的“定心丸”
在柳川镇农业服务站的办公室里，农技员李刚正整理朝天椒种植档

案。桌上的地图标注着全镇 12 个种植点，红笔圈出的“600 亩”格外醒目。
“这些地都是精挑细选的，海拔、土壤酸碱度都适合辣椒生长。”他翻出一本
技术手册，“我们搞了‘五统一’：镇里统一从贵州农科院引进优质种苗，统
一组织农技员分片指导，成熟后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再送到县里的加工厂统
一烘干，最后通过电商平台和批发市场统一销售。”

说话间，李刚的手机响了，是加禾村种植户张正国打来的，说辣椒叶有
点发黄。“别慌，你看看叶背有没有蚜虫？”李刚边听边记录，“下午我过去看
看，大概率是缺氮了，补点尿素就行。”挂了电话他解释，“我们每周都下村
巡查，还建了种植户微信群，有问题随时解决。”

对于收益，李刚算起账来一丝不苟：“总投资 36 万元全是财政衔接资
金，每亩补助 600 元，覆盖了 5 个合作社、87 户脱贫户和 23 户‘三类户’
（监测户、边缘户、突发严重困难户）。按亩产 750 公斤、每公斤 4 元算，
600 亩总产值能有 180 万元，户均增收超过 1.2 万元。”他指着窗外的运输
车，“上周已经有重庆的客商来考察了，说咱的辣椒辣度够、香味浓，愿意
加价收购呢。”

红辣椒映红好日子
柳川朝天椒的“走红”并非偶然。这种辣椒个头不大，辣度却达 15 万

SHU（斯科维尔指数），咬一口辛香直冲头顶，余味带着淡淡果香。检测报
告显示，其维生素 C 含量达 185mg/100g，是普通辣椒的 1.5 倍，还富含辣椒素
和膳食纤维，既是餐桌上的调味佳品，又能加工成糟辣椒、辣椒面等产品。

在剑河县农产品加工园里，朝天椒的深加工正搞得火热。车间里，工人
将新鲜辣椒分拣、清洗后，一部分制成鲜椒酱，一部分烘干磨成粉。“今年柳
川的辣椒品质特别好，我们保底收购价每公斤 4 元，比市场价高 0.5 元。”加
工厂负责人王敏说，“这些产品要发往贵阳、长沙的超市，线上拼多多店铺
月销能破万单。”

巫泥村脱贫户刘正福的故事，是朝天椒产业带动增收的生动注脚。去
年他还在为女儿的学费发愁，今年跟着周成种了 5 亩朝天椒，光卖青果就赚
了 8000 元。“等红果收了，还能再卖 6000 多，足够给女儿交学费，还能买台新
农机。”他擦着汗笑，眼角的皱纹里都藏着甜。

夕阳西下时，柳川镇的辣椒田被染成金红色。周成、李光荣、杨胜智们
站在田埂上，望着这片承载希望的土地，身影被拉得很长。那些朝天生长的
辣椒，不仅串起了一条从田间到餐桌的产业链，更串起了乡亲们对好日子的
向往。

正如李刚所说：“这朝天椒，种的是奔头，长的是志气，收的是红火日
子。”在剑河柳川，这抹鲜亮的红色，正在乡村振兴的画卷上，涂抹出越来越
浓重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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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潘二妹）近日，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 30 余亩荷花园迎
来盛花期。青翠荷叶圆润宽大，朵朵荷花姿态万千，呈现“接天莲叶无穷
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的美景，吸引众多游客纷至沓来打卡赏花。

“美丽的荷花让人流连忘返。”游客小杨是学坝村荷花园的忠实“粉丝”，
每年荷花盛开的时候，她会约一群好友前来赏花。“这里村容干净、村貌整
洁、景色优美、空气清新，是赏花的好地方。”

2023 年，学坝村盘活土地资源，打造荷花观赏园，改造田坎、架起观花栈
道。今年4月，紧扣“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主线，聚焦“两清两改两治理”
重点任务，开展荷花池杂草清理及栈道修建，既优化荷花生长环境，也扮靓乡
村面貌。如今，荷花园已成为学坝村的文旅“金名片”。

近年来，学坝村立足自身资源，探索“村党支部+村集体企业+农户”发
展模式，以“农文旅融合”为突破口，打造包含学壩山泉水世界、葡萄采摘
园、农家乐和荷花观赏园的 2 公里乡村旅游闭环路线。凭借这一发展路径，
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2024 年达 80 余万元，2025 年一季度收入 49 万元，同比
增长 53%，实现“开门红”。目前，学坝村对学壩山泉水世界游泳池清洗维
护、重绘墙壁，预计暑假前开放，将为游客带来更佳体验。

在乡村治理方面，学坝村以文明村创建为契机，推行乡村治理积分制管
理。村民通过中国农业银行乡村振兴积分小程序，围绕强组织、强产业、生
态美、民风美等指标获取积分，并可在兑换点兑换生活用品，有效激发村民
参与乡村治理积极性。凭借出色表现，学坝村于 2025 年 5 月入选第七届全
国文明村镇名单。

如今的学坝村，从生态景观打造到产业融合发展，再到创新乡村治理，
学坝村走出了一条以“生态美”撬动“产业兴”的乡村振兴示范之路。

黄平县学坝村：

生态赋能产业兴 美丽乡村展新颜

小暑时节，正值水稻制种抽穗扬花关键期。连日
来，岑巩县各水稻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
为 4.2 万亩水稻制种开展“赶花”授粉作业。

走进岑巩县水尾镇驾鳌村岩下坝区水稻制种基
地内，连片的稻田如绿宝石镶嵌在大地上，一排排整
齐的水稻随风舞动着，卷起道道“碧波”，浓郁的稻香
也随之弥漫开来，沁人心脾。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
穿梭于田间开展人工授粉作业，以辛勤劳作勾勒出一
幅生机盎然的丰收图景。

“赶花”是保障水稻产量的核心步骤，直接关系着
水稻制种的产量，每年这个时期，扬花授粉都是水稻
制种的头等大事。通过人工将父本稻花花粉扬起，促
进母本充分授粉，确保籽粒饱满。据制种大户杨世伟
介绍，“赶粉以 9 天为一周期，每日需进行 3 次，选择
10:00—13:00 父本花粉最旺盛时段作业，让它的花粉
跟母本的花粉相结合，提高母本的产量。”

在基地赶花现场，稻浪随风起伏，田埂上，“赶花
人”两人一组，将长绳横拉在一丘丘稻田间，沿着田埂
快速移动，长绳在稻田里“划过”一条优美的弧线，激
起层层稻浪，将父本的稻花花粉扬起来，传给母本稻
花授粉。

筑昇公司驻岑负责人党云岳笑言道：“岩下坝区

是我们公司在岑巩移栽时间最早的制种基地，就目前
的情况来看，亩产可达 310 公斤。”

近年来，水尾镇充分挖掘坝区资源优势，采取“党
支部＋合作社+种植大户”发展模式，着力于打造“万
亩大坝”制种基地。2025 年水尾镇水稻制种面积已达
5520 余亩，预计年供优质良种 118 万余公斤。

作为“国家级水稻制种大县”和“国家级制种基地
奖补县”，岑巩县采用“制种企业＋合作社＋种植大

户”发展模式，由合作社统一整合流转土地资源，企业
与种植大户签订订单协议，并全程提供稻种、技术、农
资等支持，利用农业保险政策构建风险共担、利益共
享机制，有效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据悉，2025 年，岑巩县实施水稻制种面积达 4.2 万
亩，实现连续五年制种面积逐年增长。随着小暑时节
的到来，该县各水稻制种基地将陆续开展“赶花”授粉
作业，为水稻制种丰产丰收打下良好基础。

岑巩县岑巩县岑巩县444...222万亩水稻制种万亩水稻制种万亩水稻制种“““赶花赶花赶花”””忙忙忙
○ 通讯员 杨树 杨云 摄影报道

清水江一路挽青揽绿，蜿蜒流淌
在黔东南的大地上，出剑河南加，顺锦
屏瑶光而下，来到一处稍微宽阔的回
弯地带，一尊巨石稳立江心，欲挡水回
流，激流拍打在岩石上，溅起朵朵浪
花，右岸的青山绿林间散落着许多吊
脚楼，一条青石板路从江边依山而上，
直至寨中。

这个村寨就是加池。
锦屏县河口乡加池苗寨，亦名加

什，侗家人称作“加锡”，为青山界四
十八苗寨之一，相传清康熙时，加池头
人与文斗、岩湾等村赴黎平府申请“输
粮入籍”，知府问：“烟户几何？”答曰：

“九家半。”知府问何为九家，头人答：
“有一寡妇，只算半家。”知府便将烟
户按十户计征，故而得名。

认识加池，先从母亲口中的念叨
开始，因为家父曾到此地淘金半载，后
从王宗勋先生编著的《加池四合院文
书考释》《清水江文化探微》等书对它
的历史风物有了更深的了解。

加池苗寨的历史，归根结底就是
一部木商文化的发展史。

2001 年，时任锦屏县档案馆馆长
的王宗勋到加池征集锦屏文书，攻克
诸多难题后，最终成功说服姜绍烈等
人把 1200 多份文书交馆收藏。随后，
通过档案、史志部门的宣传推介，加池
备受关注。

2002 年，中山大学教授陈春声、刘
志伟率英国牛津大学教授科大卫、清
华大学教授周小军、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赵世瑜、厦门大学教授郑振满等中
外专家学者到加池考察民间契约文
书，得到姜绍烈、姜绍明等村民的大力
支持，为开启清水江中下游流域锦屏
文书研究热潮奠定了良好基础，促使

加池成为国内致力于历史人类学研究
的专家学者争相奔赴的田野考察“历
史现场”。

2005年，借助锦屏文书搜集整理和
研究的契机，王宗勋、陈春声、张应强等
学者几经周折，促成香港金城营造集团
捐建加池希望小学。此外，还追加5万
元修整河边至寨上的青石板路1100米，
成为今天所看到的村路概貌。

2019 年，我首次见到“加池四合
院”，油光可鉴的青石板，四方天井的四
合院，雕梁画栋的晚清时期木质建筑风
格让人震撼不已。此后，它就像一个活
着的文化符号，深深地镌刻在心里。

2024 年，由于脱贫攻坚后评估工
作，我又再一次与之相见。走进加池，
眼前一湾碧波从村脚流过，坡岸上散落
着吊脚楼群，依山而铺的青石板路直达
寨上，一股古香古色之风迎面扑来。

寨上除了进村公路是水泥路之
外，其他的串户路皆由青石铺就而成，
宽约 1.5 米。由于村里正在实施“两
改”工程，消防管网及其设施随巷道铺
设，所以一边是宽敞厚实的青石板路，
地面满是泥灰；另一边是水泥或新土

覆盖的消防管网，不禁有些违和感。
“ 要 经 过 一 场 大 雨 的 冲 刷 就 好

了！”姜绍昌主任说。
据他介绍，始建于 1943 年的加池

小学，纯木质建筑，全为榫卯结构，外
形呈八角亭式，这种风格的学校建筑
也是反映解放前苗侗少数民族地区建
筑技艺的一个范例，从中可以窥见当
时中国农村教育事业发展的缩影。

1990 年至 1994 年，从台湾回乡探
亲的姜锡光先生看到村校破败不堪，
于是慷慨捐资万余元作盖瓦、修路、修
建操场等功善之事，村民立碑铭记，盛
赞先生“锡款万元功德长在，光耀千古
后继倍增”。

吃过午饭，趁着休息间隙，我急不
可待地来到四合院。

只见一幢“回”字形的古老木质建
筑稳立在地面上，排水系统明暗相交，
房屋外侧是一眼水塘，里坎是一口古
井，外边那面围岩被磨得光洁如玉。
老井泉涌，延绵不绝，流至水塘，再溢
出坎外，不仅“流水生财”，而且还成
了四合院的“护宅水”。侧面有几根细
长的杉木跨过水塘，撑抵在房屋的外

柱，房柱底还留有三块挡水岩。这就
是跨越 148 年时空，糅合湘楚文化与
苗侗文化于一体的晚清风格建筑——

“加池四合院”。
据说，四合院完好保存至今，主要

归功于屋边的这口大水井。光绪三年
至今，寨上曾发生两次大火灾，房屋几
乎烧尽，每当大火逼近时，寨民们齐力
相帮，用井水灭火，挽救古宅于危难。

四合院坐南朝北，为青瓦顶四合
天井楼式纯木质建筑，三层五间，正屋
为五柱七瓜重檐悬山顶结构，前堂和
厢房为双柱五瓜单檐悬山顶结构，保
存有大量清至民国时期的锦屏文书和
农林生产生活用具，俨然一座清水江
木商文化历史博物馆。

锦屏文书是加池苗寨的文化瑰
宝，全寨存藏 4000 余份，仅四合院就
存藏 1200 多件，其中涵盖了山林土地
权属转移、佃山造林及林木产权纠纷
等方面，凸显林业性、原生性、完整
性、归户性等鲜明特点，是研究清水江
中下游少数民族地区清代至民国时期
林业经济、历史文化与社会变迁的重
要史料。

走在规整而宽敞的青石步道上，
每一步踩踏的声音都是来自历史深处
的回响。加池四合院渐渐淡出了视
线，我的心里五味杂陈，庆幸的是有姜
绍烈、姜绍明之辈对乡土文化的坚守
与执着，才让世人有机会从另一个维
度回到那久远的“历史现场”。

加池，一个窥见清水江中下游少
数民族地区木商文化历史的“活态缩
影”。我想，只要人类追求文明的脚步
不停，文化历史的引力就不会消亡，加
池就永远活在泛黄的锦屏文书里，活
在数字档案的电子册页中。

锦屏县加池苗寨：

木 商 文 化 的“ 活 态 缩 影 ”
○ 通讯员 王芳焯

加池苗寨加池苗寨 （（通讯员通讯员 姜源佩姜源佩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