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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铜仁市工商联主动作为，靠前服务，
不断深化“万企兴万村”行动，采取“八强八重”措
施，助推“万企兴万村”行动提质增效，持续聚焦
乡村产业、乡村建设，通过产业投资、就业扶持、
消费帮扶、技术培训、公益捐赠等方式，赋能农
民、提质农业、振兴农村，帮助广大农民通过共同
奋斗持续增产增收。

充分发挥“联”字优势，为民营企业参与乡村
振兴广泛搭建干事创业舞台，引导民营企业积极
投身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市工商联系统截至
目前引导 242家民营企业参与“万企兴万村”行
动，开展“兴村”项目总数 339个，兴村总数 250
个，累计投入资金22.16亿元。

莞铜协作奏响乡村振兴曲
跨千里续深情，携山海以致远。东莞南城组

团与碧江因新一轮东西部协作而相识相知。结
对以来，两地以“万企兴万村”行动为媒介，充分
发挥村村结对、村企结对共建桥梁纽带作用，进
一步发掘村村结对、村企结对的优势特色，紧紧
围绕产业发展、人才交流、旅游推介、黔货出山等
方面开展全方位共享合作，开辟出一条精准帮
扶、群策群力、共谋发展的东西部协作之路，奏响
乡村振兴“协奏曲”。

依山就势，临江而立。走进碧江区漾头镇九
龙村，阵阵田园气息扑面而来，四通八达的乡间
道路、红白相间的整齐楼房、复古白色的帆布帐
篷与青山碧水交相辉映、相映成趣，冬日暖阳下，
一幅如诗如画的宜居宜业宜游和美乡村新画卷
写意铺开……

九龙村地处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九龙洞
的山脚下。依托自然资源禀赋，九龙村与东莞市
南城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结对帮扶协议，
大力发展农业旅游，通过盘活闲置房屋和土地，
积极探索“农业+旅游”发展模式，成功在龙江新
村沿岸打造出叁莳民宿与一路营地等休闲旅游
基地，一经推出，迅速成为铜仁市民的休闲打卡
热门地点，有力带动了九龙新村农业旅游的进一
步发展，实现每年为村集体经济创收40余万元，
解决群众就近就业15人，为推进乡村振兴注入
一股新动能。

为了丰富旅游业态，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九龙村通过创新业态导入，打造农文旅融合特色
景点，完善村庄基础建设和乡村旅游配套设施，
在叁莳民宿与一路营地等休闲旅游基地基础上，
深入挖掘当地的龙文化、渔文化，以举办“龙抬
头·到漾头”民俗节及传统龙舟赛为契机，推出特
色餐饮“龙王宴”，逐步形成了“特色餐饮+烧烤+
露营+鱼塘垂钓+水上漂流”于一体的半小时旅
游经济圈、旅游度假区，让当地很多群众吃上旅
游饭，拓宽了增收渠道。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走农旅融合增收之
路，已成为漾头镇的发展秘诀。2023年1月，九
龙村成功创建为贵州省“甲级”旅游村寨，这不仅

成为漾头镇文化旅游的一张名片，也帮助了当地
立足资源优势，走出一条以农兴旅、以旅富农的
农旅融合发展路子。

截至目前，九龙村已连续成功举办四届“龙
抬头·到漾头”民俗文化活动，全面推介漾头农业
产业和漾头人文风情，仅 2024年 3月举办的“龙
抬头”漾头民俗节暨乡村旅游资源推介活动，就
吸引游客3万余人次，实现了村集体经济增收10
余万元。

小红薯散发致富新“薯”光
2018年，思南县引进春晖人士张诚返乡兴

业办企，建立贵州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红薯育苗、技术指导、红薯收购和加工，并注册
商标“陈薯”。

为了让红薯产业加快发展，组建了红薯产业
工作专班，一对一协调服务保障佳里佳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发展。通过龙头公司带动、完善产销对
接、改良种植技术、延伸产业链等方式把红薯价
值最大化，不断加大对红薯产业的投入，出台一
系列政策，从红薯种植补助、规划种植面积、发放
种苗到收购红薯原料，一系列措施让红薯产业得
以快速发展，如今思南“红薯经济”已成为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更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
要支撑。

“这变化太大了！”说起周寨村近年来的变
化，村民黎光辉感慨道，以前大家守着深山过着
苦日子，农业产业受到限制，贫困也随之深远。

“能够带领村民增收致富，这是我的初心和
责任。”思南县三道水乡周寨村党支部书记、贵州
佳里佳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诚说道。

据悉，贵州佳里佳公司 90%的产业工人均来
自周边15公里范围内的家庭主妇，公司90%的生
产原材料供应来自周围20公里以内老百姓自己
种植的红薯；红薯加工、种植增加群众收入，带动
思南县1万多农户和周边10余市县种植户直接
参与红薯种植。

“以前在周寨村，很多年轻人或者年龄稍微
大一点的村民都去外面发展，现在大家都愿意回
到家乡就业。”黎光辉告诉笔者，自己一家三口都
在贵州佳里佳上班，无论哪个年龄段的村民都能
实现在家门口就业的愿望。

现已形成以思南县为核心，辐射带动瓮安、
施秉、福泉等周边10余个市、县的原材料基地，
带动周边区县上万户群众稳定增收。

从传统的红薯种植到现在的“陈薯”品牌产
业，周寨村将一个个“小红薯”变成增收致富的

“大产业”。
同时，还建立直播基地、打开线上销售市场、

拓宽致富路、进一步讲好“陈薯”故事、蓄力打造
农村农民增收共富的“甜蜜事业”……“陈薯”一
步步做成振兴“大产业”，不仅被推向更广阔的市
场，还形成了以红薯为代表的多形态产业闭环。

周寨村经历的是一场由内而外的华丽转变，
不仅在物质层面摆脱了贫困，还在精神层面获得

了富足与升华。
2023年以来，周寨村充分发挥资源优势，着

力打造农旅综合产业，将农业产业、乡土文化、研
学旅游等“串珠成链”，形成集现代农业产业、乡村
研学旅游等“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的多业态经
济体，有力带动周边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餐饮
业发展。

周寨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特色产业亿元
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产值超亿元村”……一项项荣誉，讲述周寨村令
人欣喜的蜕变故事，见证“小红薯”承载着的强村
富民梦。

发展无止境。对于未来，周寨村有咬定青山
不放松的恒心和韧劲，也有更坚定的目标。2025
年红薯种植面积将突破 20万亩，让更多的薯农
增收，在乡村振兴的大道上，阔步前行。

企业下沉让百姓就地增收
近年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积极开展招商引

资工作，引进企业落地乡镇，落户社区，带动群众
在“家门口”就业，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恒泰源服
装有限公司落户官舟镇，制衣厂大量招工，吸引
众多村民前去报名。

走进位于官舟镇和舟社区的恒泰源服装有
限公司工厂，只见工人们各司其职，按照工厂制
定的生产计划，有条不紊地赶制订单。

据介绍，目前公司有员工 130 余人，建有
5000平方米的现代化厂房，有模板、裁床、充棉、
包装等多个生产车间，年产服装约50万件，年产
值可达 2000余万元，为当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200余个，直接或间接带动群众3000余人增收。

村民田举通过培训上岗后，仅仅2个月的时
间，凭借优秀的工作业绩，升级为小组长，管理小
组的30余名员工。“之前都是在外省的服装厂打
工，过来上班后上手很快，工友们有什么不懂也
会来问我，上个月我领到4000多块钱的工资，现
在不用再出门了。”田举笑着说道。

为带动更多群众就业，今年年初，恒泰源服
装有限公司在该县土地坳镇竹花社区新建一家服
装厂，带动当地40多人就业。“我希望在服装制作
方面能有更大的突破，打造自己的服装品牌，并通
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销售服装，拓宽服装市
场。”恒泰源服装有限公司总经理付芬说。

下步，付芬将继续加大对服装厂的投入，扩
大生产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拓宽市场，以带动更
多群众就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一件件农特产品出山进城，一个个富民产业
落地生根，一笔笔帮扶资金蓄能发展，一项项民
生项目惠及百姓，一次次深情交流共话发展……

村企互惠、共建共兴。着眼未来，铜仁市工
商联将以更大力度持续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
团结引导全市广大民营企业充分发挥在资金、技
术、市场等优势，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作出更大
贡献。

“万企兴万村”铺就乡村振兴幸福路
何川

一个个箱包企业在大龙开发
区落地生根、迸发动力；一列列承
载着“大龙制造”的箱包列车驶出
大龙，驰向海外。

“2024 公司生产箱包 140 万
个，实现产值4200万元。”纯青箱包
厂厂长许武介绍道，“我们公司的
产品都是外销，由于2024年外贸市
场不稳定，所以我们灵活转变方
式，开始制作箱包的半成品，销往
世界各地。”

虽已接近春节，外出务工人员
纷纷登上回家的列车，但大龙开发
区各企业仍在加大马力忙生产赶
订单。位于开发区箱包产业园的
贵州纯青箱包厂，一个个品质优良
的箱包经过裁剪、压线、削边、缝合
等数道工序从工人手中诞生，它们
不仅承载着精湛的工艺，更寄托着
企业发展的希望。

据悉，纯青箱包是一家集研发设
计、生产、销售、管理为一体的新思维
箱包企业。成立于2017年，建有车
缝、电压、打样等多个生产车间。一
直以来，该公司始终坚持一流的管
理、质量和现代化经营理念满足广大
客户需求，在国际市场上建立了良好
口碑，生产的休闲包、电脑包、旅行包
等各种面料箱包销往中东、印尼、巴
西等国家或地区。

“现在共有 12条生产线，200
余台机器，240余名工人，工人基本
上都是附近的居民。”许武说道。

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关乎经济发
展，关乎千家万户，促进高质量充
分就业，便能更好实现人民群众对

“更稳定的工作”的期盼。该公司
积极吸纳周边群众就业，边生产边
招工边教技术，以“计件”的模式，
免费为群众提供技术指导，为当地
群众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48岁的姚沅仙说：“自从建厂
以来我就在这上班了，本来打算去
外面找点零工，没想到在家门口就
能进厂，一出家门就进厂门，还方
便照顾家里，一个月有4000多元的
收入，足够家里日常开销了。”

“我们厂距建成已经有 7年时
间了，在这上班的多数是附近在家
带孩子的宝妈，灵活自由的请假制
度，是很多人选择在这上班的原
因，我们这边都是计件，多劳多
得。”家住路良村的姚红珍说。

下一步，纯青箱包将提升效
益，增产增收，全力保障公司发展，
让更多群众实现稳定就业增收。
近年来，大龙开发区通过“以商招
商”“产业链招商”“驻站招商”等模
式，引进箱包、打火机等劳动密集
型企业，截至目前，已集聚了纯青、
阳光、林峰等 10余家箱包企业入
驻，企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成功解
决了大龙及周边广大群众的就业
问题，让群众生活也越来越有奔
头、有盼头。

“小箱包”闯出“大世界”
生产箱包140万个，产值4200万元

唐芳

1月10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总工会开展“志愿同仁，书香印江”新
就业群体慰问活动，对46名外卖员、出租车、环卫工代表进行现场慰问。据
了解，本次慰问物资主要以粮、油等生活物品为主，将陆续发放给全县400
余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特约记者 王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