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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前，复兴场只有一条主街，老式
民宅多为木瓦结构，伴有土墙草屋；如今的
复兴，处处小洋楼，街道三横三纵、集镇一
片繁华。”58岁居民李辉描述了“新老复兴”
的变化。

如今的复兴镇，集镇车水马龙，店铺
比比皆是，街道干净整洁，路灯彻夜通明，
车辆规范停放。

复兴是德江县第二大镇。据介绍，自
“强村富民”三年行动实施以来，复兴镇积
极探索盘活闲置资产，推动沉睡资产向经
济效应、惠民利民转变，为乡村振兴注入强
劲动力。

建强人才队伍。近年来，复兴镇积极
探索“党建+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以镇
强村富民公司领办，村集体入股的形式，建
立自主经营、入股经营等实体经济，带动集
体增收、村民致富。通过“履职体检”“擂台
比武”“科级干部帮带”等措施，打造出一批
懂经济、会管理、敢担当、愿奉献的“强村富
民”队伍。

发展乡村旅游。2023年，喻家桥社区
党支部书记张著兵，带领党员群众集资 30
万元入股村集体，盘活七仙湖闲置资产，打
造集休闲垂钓、观光体验、美食餐饮于一体
的七仙湖乐园。2023年 5月1日山庄开业
至今，营业额达100余万元，有效促进村集
体产业和农户增收。

周末，七仙湖山清水秀，游客不断。记

者入座不久，两名网红拿着设备赶来直
播。“每到周末和节假日，游客较多，我们前
往直播推介七仙湖。”说着，一男一女两名
网红，向湖边柳树走去。山庄的服务员说，
游客来七仙湖坐船、垂钓、烧烤，乐此不疲。

盘活闲置资产。来到复兴集镇老街商
业核心区，闲置 30多年的老供销社不见踪
影，变成了两层楼的现代化大超市。记者
走进超市，各类生活物资琳琅满目，有复兴

“跑山”牛肉、供港蔬菜、茶叶等当地特色农
特产，有各种罐装饮料、包装食品，果汁、零
食、粮油、肉类及各类干货。物品一应俱
全，应有尽有，吸引众多消费者前往购物。

在“强村富民”三年行动中，复兴镇积
极对接上级部门，争取扶持壮大村级集体
资金200万元，修建了1200平方米商铺，强
村富民公司积极引进社会资本，将投资修
建的商铺以资产入股用于经营超市，实现
每年保底分红15万元。配套修建了智慧
停车场，开展一条龙餐具出租业务，由强村
富民公司自主经营，年创收约60万元，实现
了资产盘活和集体增收双赢。

办理民生实事。复兴东场口道路狭
窄，停车困难，曾是最大的堵点，严重影响
交通和集市贸易。2022年12月，复兴镇政
府将废弃的老牛市闲置资产收回，改建为
智能化停车场，可停放近百辆车，既解决了
停车难和交通拥堵问题，又解决了部分村
民就业，壮大了村集体经济。

复兴镇中心小学是铜仁市学生人数最
多的中心小学之一。然而，建校40多年来，
一直没有大门。临街面被中石油一座加油
站堵住，既不安全，师生进出也十分不便。
为此，镇党委、政府积极协调中石油公司，
搬迁了加油站，并争取资金，打造出一个宽
敞、平整、通畅的校门口。

为扩建复兴镇初级中学，复兴镇党委、
政府协调县教育局、县公路养护段，将废弃
30多年的老道班划转到复兴镇中学，用于
修建学校大门和学生宿舍，彻底解决复兴
镇初级中学教学区、生活区长期跨街分离
的问题。

做好街道美化。如今，复兴已建成大
坝头新区，集镇区域扩大了一倍，已建成高
档酒店4家。在街道两边安装太阳能路灯
200盏，夜晚，复兴镇灯火通明，群众安全
感、幸福感指数明显提升；街道两旁，规范
划上了停车线，车辆统一停到线内，群众文
明素质提升，横穿马路的现象得到遏制。

德江县政府还争取省交通运输厅支
持，2021年12月，开通了杭瑞高速公路复
兴服务区到集镇的 ETC 通道，极大改善
了德江、思南、凤冈、务川四县比邻乡镇
交通条件。

“乡村要振兴，复兴要复兴。”龚志龙
说，目前，铜仁市人民政府已向省住建厅申
报将复兴镇列为全省绿色小镇。复兴将迎
来高速发展的春天。

每天7：00，德江县复兴镇生产的新鲜牛奶约19吨起运，一个小时后，
运抵遵义市红花岗区皇氏路98号，由皇氏集团遵义乳业公司加工后，当天
42个鲜奶制品就销往遵义、贵阳、凯里、德江、凤冈等城市，可满足20万人
饮用新鲜牛奶的需求。

复兴镇是铜仁市的西大门，与遵义市凤冈县花坪镇接壤，杭瑞高速、
326国道穿镇而过。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强村富民”三年行动，充分利
用交通便利的优势，发展绿色产业和集市贸易，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特约记者 杨龙 张斌

复兴镇是黔东北商贸重镇，也是养牛大镇。
复兴镇自古就有养牛的传统。改革开放以来，其牛产业经历了从养殖耕牛

——肉牛——奶牛的蝶变。
复兴牛市是黔东北最大的牛市和长途贩运中转站。比邻铜仁市德江、思南、

印江、沿河、石阡和遵义市凤冈、务川、道真、湄潭等10多个县的耕牛都运至复兴
牛市交易，然后运至贵州各地以及四川、湖南、广东、广西等省区销售，当地农民靠
赚取差价致富。

2015年，省农业农村厅投入300万元，将复兴老牛市从集镇搬到两公里外的
联合村，建成“黔东北畜牧交易中心”，面积达112亩。

每逢农历一、六，是复兴的赶场日。“黔东北畜牧交易中心”车来人往，每场耕
牛、肉牛交易量在500头以上，年交易额达数亿元。

“联合村的发展，主要得益于牛市。”复兴镇联合村党支部书记宋飞说，黔东北
畜牧交易中心自2015年建成投用以来，持续吸引着省内外数百名“牛经纪人”来
此交易。联合村因牛而兴。依托牛市和便利交通，联合村把牛产业作为“强村富
民”的主导产业。镇党委、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切实帮助养殖户解决资金、场地、技
术等难题，带动全村肉牛养殖 750余头。村民通过养殖肉牛、流转土地、就地务
工、种植饲草等，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

“你们看，这边是产奶牛，那边是待产奶牛，靠公路边是才产下不久的牛犊，我
们每天有专人照顾……”在位于326国道旁的皇氏集团奶牛场，场长江明枝边走
边向记者介绍说。

2021年，经德江县政府招商引资，总投资1亿元的皇氏集团德江德源牧业有
限公司奶牛场落户联合村。自建成以来，皇氏奶牛养殖场便以其现代化的设施和
高效的运营模式吸引了众多目光。场内配备了先进的泌乳牛舍、特需牛舍、智能
化转盘挤奶厅以及综合牛舍和草料库等建筑，为从新西兰引进的荷斯坦成年奶牛
提供了舒适的生长环境。同时，场内还引进了先进的温控系统，根据牛舍气温自
动调节舍内温度，确保奶牛在最佳的环境中成长。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奶牛的产
奶量，更为当地的奶牛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挤奶环节配备了大型圆盘机械化设备，可同时为50头奶牛提供服务，实现了
一体化、自动化生产，极大提升了效率，同时确保了奶源的高品质、充足供应和安
全无忧。营养师会根据奶牛前日的产奶量等数据，精细调整草料中的营养成分，
以保障奶牛的营养均衡。

目前，场内存栏奶牛数量为1300头，其中产奶牛520头，每日可产出19吨鲜奶，
年产值预计约3500万元。智能化养殖技术的应用使得奶牛产业的经济效益远超传
统肉牛养殖模式。更为可喜的是，奶牛场的建立还为当地提供了30余个就业机会。

复兴镇党委书记龚志龙介绍，复兴镇
是畜牧养殖大镇，不仅牛产业“牛”，生猪、
禽蛋、辣椒等名优特产业在省内外也很有
名气。

复兴猪，也被称为德江复兴猪，是全国
优质畜牧产品和地理标志产品，其地理标
志保护范围包括德江县的复兴镇、合兴镇、
煎茶镇等10个乡镇。每逢春季来临之际，
熟饲料喂养的复兴猪成为抢手货，价格也
高出很多。

“别忘了带点复兴土鸡蛋上来。”已移
居贵阳的德江人张女士，每次有熟人回家，
她都要托付买点“复兴土鸡蛋”饱饱口福。
在她看来，从小吃惯了复兴土鸡蛋，无论油
煎或煮汤，其色黄、味香的独特之处，都是
其他地方的鸡蛋不能比的。

目前复兴镇共存栏肉牛1.22万头，其
中，100头规模以上养殖户 5家，10头以上
的 58家，散户1123家，年产值约1.8亿元；
全镇年出栏生猪 1.6万头，总产值 3200万
元，其中，养殖1000头以上的大户 5家；黔
东北畜禽交易中心年交易肉牛约3.6万头，
年交易额5.4亿元；每天批发山羊200只，每
年交易7万只，年交易额1.4亿元。

复兴“朝天辣”，以香、辣著称，是遵义
虾子“中国辣椒城”的抢手货。复兴镇年种
植辣椒 6000余亩，年产值 3840万元。这里
也是德江、思南、务川、凤冈等黔东北一带
辣椒交易的集散地。镇里有1个辣椒加工
交易中心、1条标准化辣椒烘烤线、2家烘烤
烤房、10家作坊，100余个商贩年加工交易
鲜椒10万吨，平均每吨3200元，交易额3.2

亿元。
复兴镇立足产业发展实际，采取“合作

社+龙头企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因地制宜
大力发展“短、平、快”的辣椒产业，以产业
带动群众“家门口”就业，拓宽群众增收致
富渠道。

做大做强“七仙糊辣椒”品牌。引进德
江县椒玉农食品有限公司投资 2000万元，
在复兴镇堰盆村修建了6000多平方米的辣
椒交易加工中心。该中心建成后，每年可
加工糊辣椒200吨。

据统计，复兴镇发展规模化种植业，
总面积 2.88 万亩，年产值 3.2 亿元，用工
35.6万人次，支付劳务报酬 3560万元。发
展规模化养殖业，年产值2.47亿元。

让牛经济“牛”起来A 让名优特“强”起来B

让小城镇“靓”起来C

复 兴 的 复 兴

联合村奶牛场。

复兴镇全景图。

七星坝区蔬菜基地。

复兴山水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