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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邓兰婷） 玉屏侗族自治县聚焦
管理、运输、销售环节，着力提升服务“三农”水
平，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强化管理环节，创新服务机制。围绕水稻
等特色优势产业，深入探索并实践农业社会化
服务的新模式。通过签订服务合同，明确服务
内容、标准和责任，实现农业生产过程的规范
化、标准化。根据市场需求和农户需求，从传
统的农业生产环节，延伸至农产品销售、品牌
建设等多个领域，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服
务。同时，加强对服务主体的监管和指导，确
保服务质量和服务效果。截至目前，全县已拥
有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84家。

升级运输环节，健全物流网络。完善乡村

物流网络平台，推动电商物流与农村交通运输
的深度融合，以打造更加高效的物流生态。引
入“通村村”电商物流体系，将电商物流与“客
货邮融合”项目相结合，实现物流资源的优化
配置和高效运作。充分发挥县级转运分拣中
心、镇级物流供配中心和村级邮政便民服务站
的作用，构建县乡村三级配送信息网络体系，
解决农产品进城难、工业品下乡难的问题，为
农村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为农户提
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物流服务。截至目前，
全县已建成县级转运分拣中心2个、配套完善
镇级物流供配中心1个、村级邮政便民服务站
80个。

拓宽销售环节，打造公共品牌。注重培育

县域公共品牌，借助“以销定产”的订单式生产
关系，推动农产品的标准化、品牌化发展。精
心培育“玉屏油茶”“玉屏黄桃”等县域公共品
牌，多渠道宣传推广，利用电商平台开展直播
带货等创新营销活动，成功举办 2024贵州玉
屏黄桃品鉴会暨直播带货大赛，吸引了超十万
人次在线观看，成交量突破3000单，进一步拓
宽了销售渠道，提升了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
度，为农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积极
与全国知名企业及大型电商平台携手合作，借
助其广泛的销售网络，将玉屏的优质农产品推
向全国市场。据悉，玉屏已与贵州首杨集团、
长沙绿叶农产品有限公司等企业建立了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

本报讯（赵露 文/图） 近日，玉屏侗族自
治县2025年“两节”期间城乡劳动力就业服务
正式启动。通过联合县总工会、团县委在客运
站、火车站等返乡人员集中的地方设立就业服
务站点；联合贵州银行、贵阳银行等金融机构
指导普惠金融服务点，开展就业创业政策和企
业岗位宣传并收集培训意向；联合人力资源服
务机构和企业举办一系列专场招聘会，确保

“两节”期间城乡劳动力稳岗就业，保持外出务
工规模的总体稳定。

在就业服务站点，工作人员为返乡人员准
备了面包、方便面和热水等物资，让返乡的务
工人员能够在第一时间感受到凛凛冬日的一
抹温暖。

“一出火车站就看到了这个就业服务站，
想着过来看看，没想到一来工作人员就给我倒
了热水、拿了面包，也看到了我们县里有企业
在招聘。”返乡人员舒万水说，“之前在外地做
建筑，现在想找离家近一点的工作，在这里看
到的企业招聘，感觉福利待遇都还不错，就想
深入了解看看。”

在招聘会现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们不
仅将一份份宣传手册发放到前来求职人员的
手中，耐心地为他们讲解招聘信息，登记个人
信息，还帮助前来为子女找工作的家长们保
存招聘信息的二维码，让年轻人能看到更多
的招聘信息，高效率、高质量地寻找到心仪的
工作。

贵州龙城人力资源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工
作人员王莹说：“我们开展的一系列主题招聘
会，旨在根据退役军人、高校毕业生、返乡农民
工、易地扶贫搬迁群众等不同求职群体的需求
和特点，为他们提供针对性岗位宣传和就业指

导服务。”
据悉，参加此次招聘会的有东西部协作企

业 153家、省内企业 62家，其中本县企业 54

家，共提供行政管理、设备制造、流水线普工等
岗位 870余个。

本报讯（廖颖 吴胜男） 近年来，玉屏侗
族自治县田坪镇马家屯村按照“典型引路、
示范带动”的思路，深化党建引领作用，强力
推进产业发展，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着力改
善人居环境，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在营
造文明乡风上做文章，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新
突破。

抓基础，让支部“强”起来。强组织。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持续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成果，认
真落实“三会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
员等制度，探索“一亮四定双述”党员管理，
通过为全村 31名党员定岗定责，引导党员
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积极参与乡村建设。强
阵地。按照“办公最小化、服务最大化”原
则，整合资源，规范设置农家书屋、新时代文
明实践站等功能室，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对
阵地挂牌、制度上墙等建设进行了规范化整
治，利用阵地广泛开展政策宣传、文明创建、
为群众办实事等各类活动，充分发挥党建

“小阵地”的“大作用”，实现党群凝心聚力。
强队伍。将村级后备干部培养作为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的基础性工作，目前储备村党
组织书记后备力量2名、村级后备力量2名，
同时选派1名到石阡跟岗学习。村“两委”
通过培训、交流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综
合素质和履职能力。始终把好党员“入口
关”，2023年新发展党员1名，2024年发展入
党积极分子2名。

抓发展，让产业“兴”起来。推动产业升
级。马家屯村积极推广“稻油”轮作种植模
式，此模式既能减少化肥使用量，改善农田
生态环境，又能实现农业生产的多元化和高
效化，让农户的生活越来越好。2024年马家
屯村种植油菜800余亩、水稻700余亩，申报
家庭农场 3户。发展特色产业。2023年，马
家屯村以“强村富民”三年行动为契机，在村
干部带头、联建部门支持下，率先成立村集
体农机合作社，并投入资金35万余元购买收
割机、旋耕机。今年马家屯村抢抓东西部协

作机遇，增加2台收割机、2台旋耕机、1台无人机、4台插
秧机、1台播种机和 2台拖车，壮大合作社规模，助力村
集体经济发展。目前，马家屯村农机合作社共提供农机
服务 300余次，收割水稻 400余亩、油菜 200余亩、犁田
400余亩。

抓治理，让乡风“淳”起来。马家屯村大力推行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
培育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实行网格管理。充分利用

“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基层社会治理机制，整合本村党
员、群众代表和志愿者等各方力量，有序开展村级自
治。严格按照“小事不出网格、大事不出村”的原则，每
月深入开展社情民意收集、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2024年来，开展入户宣传政策法律知识 20次，成功化解
矛盾纠纷4起。推行志愿服务。扎实推进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积极组织本村党员、团员青年、志愿者等广泛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文明新风倡导、法治宣传等活动。2024
年来，组织开展志愿服务活动80余次、服务群众1000余
人次。深化德治教化。充分发挥群众基层治理主体作
用，让村民在乡村振兴中唱主角、当主人，将人居环境卫
生整治、移风易俗、家风家训等内容纳入村规民约，开展

“最美庭院”评选活动；利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广泛开展
理论宣讲、村民教育活动，引导群众崇德向善；积极开展
村史村事撰写工作，深入挖掘和保护本村传统文化。

混寨村位于玉屏侗族自
治县朱家场镇西南部，距镇政
府约 16 公里，距县城约 4 公
里。东接谢桥村，南邻红花
村，西连杨柳村，北靠洪家湾
村。面积 7平方公里，共辖小
溪、上黄榜、下黄榜、新屋、中
寨、草坪、堤背后、上杨柳 8个
村民组。混寨村历史文化悠
久。唐武德年间，混寨村以中
心寺为起点逐步发展壮大。
期间经过多次战乱匪患，延续
至今1600余年。

村寨历史

村庄形成
唐武德年间，一位常年在

外游方的和尚路过此地。见
这里山清水秀，景色迷人，一
片雾色空蒙中透出一股灵
气。他找了一个地势较高处
坐下四顾观察，不觉进入梦
乡。梦中，一位老者对他说：

“你游曳四方的目的不就是想找一个
落脚地吗？眼前就是一块好地呀。”

和尚醒来，寻思着梦中老人的话
语：既然有师父的点醒，就在这里落脚
吧。于是，他四处化缘，募建寺庙。不
几月，寺庙于唐武德三年九月十三日
在混寨八角垅建成。

南宋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
川籍和尚慧悟被蒙军追杀逃避于此，
重建此寺，取名“中馨寺”。此后就近
耕地自营，寺庙也逐渐成型。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宋
和尚主持中馨寺。他以庵田大量出租
佃种，相继引来川、湘、黔的农民耕人，
以佃种谋生，逐步安家在此。

从此，该地依托中馨寺和不断开
垦的良田、丰富的水源，李姓、黄姓、杨
姓等从周边不断迁徙而来。从最初的
洪、侯两姓，到现在的 20多个姓氏，形
成了如今的混寨村。

村名由来
据说，混寨最初叫“宝莹”，今人知

晓不多。南宋景炎三年（公元 1278
年），四川籍出家和尚慧悟来到现在的
混寨，见这里山清水秀，轻雾常绕山
峦，遂改名“蒙寨”。

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宋
和尚主持中馨寺，川湘黔就近的农民
来此以佃种谋生，逐步安家，姓氏较
多。宋和尚戏言：“此地应称混寨。”有
人问其意，宋和尚随言：“混字之意，左
边之水，是敢同江山丽美，昆则同与日
月争辉。同表一体，甚好。”众无异
议。“混寨”之名沿用至今。

自然景观

生态梯田
混寨水资源丰富，在村中心地势

较为平坦，周围山丘环抱，形成了一个
自然的“聚宝盆”。混寨河流经之处土
地肥沃。几百年来，经无数代人的开
垦耕种，约 760亩良田集中连片，阡陌
纵横。从中间位置向四周缓缓而下，
层层叠叠。是周边摄影爱好者的打
卡地。

混寨梯田有 3个季节景色极佳。
首先是花朝二月，700多亩油茶花盛
开，天地万物，一片生机。其次是孟夏
四月，引水灌田，水天一色。最后是仲
秋八月，稻谷成熟，遍地金黄，极为
壮观。

混寨瀑布
混寨河自村北向南流淌，在桥塘

南端出现峭壁深渊，水流急泄而下，形
成了天然瀑布。瀑布宽20余米，断壁悬
崖宽约100余米，高70余米，至最低流水
处，高100余米。地坑中怪石嶙峋，树草
茂盛。平日清流而下，于石林中穿流而
淌。画面如玉女织锦，声音似龙啸凤
吟。涨水时洪荒之势，如千军万马，溅
水如阵雨飞洒四周100余米。

以前这里只是一条由北向南走向
的大斜沟。上窄下宽，中间洞坎距烟
灯坡处，宽约3米，深约7米，斜沟长约
40米，沟出口宽约 30余米，落差近 50
余米。清康熙四十年（公元1701年），
中兴寺主持“慧园”和尚组织改庙塘河
道，让河流破堤，经桥塘流向大斜沟狂
泻而下。历经数百年河水的洗刷，地
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呈现了一个怪石
林立、深100余米的地坑，沿石壁而淌
的流水瀑布。

近百年来，当地人目睹这地方变
化较大的有 3次。1954年夏，洪流暴
涨，使洞坎崩裂，约2米多，形成垂直瀑
布，高约 50余米；1970年夏，因受大洪
水冲击，瀑布高度增至 80余米；1986

年夏，再次遇大洪灾，瀑布沿
壁崩塌厚度约 3米，由于崩裂
大石堆积于瀑布底部，使该瀑
布垂直高度减至70余米，宽度
增加。瀑布周围已毁良田10
余亩，烟灯坡消失半边。

文物古迹

中心寺
又名“中馨寺”“中兴寺”

“忠兴寺”。据《思州府志》记
载，忠兴寺始建于唐武德年
间，历史上四毁五建。武德三
年九月，一不知名僧人来到宝
莹建寺。南宋景炎三年（公元
1278年），四川籍出家和尚慧
悟十二世为避战乱，在此复建
寺院，取名“中馨寺”。明神宗
初年（公元1572年），“慧空”和
尚在原址扩建寺庙，更名为

“中兴寺”。康熙十五年冬（公
元1676年），吴三桂心腹马宝
的部下以“从哲和尚”的身份，

在蒙寨中兴寺驻扎，扩寺宇造门楼，改
寺名为“忠兴寺”。康熙三十年（公元
1691年），慧圆和尚主持忠兴寺，新建
主殿 5间，两旁各建厢房 3间，前有配
殿的四合院。光绪己卯年间（公元
1879年），慧云和尚主持，又一次修整
完善了寺庙规模。光绪三十年（公元
1904年），宋和尚主持忠兴寺。此时的
忠兴寺，有县府的关照，广开良田，成
为县府产粮囤粮之重地。民国十九年
（公元1930年），玉屏国民县长杨正凡
曾带动部分师生“打菩萨”，寺庙遭受
冲击。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县政府
将寺庙地产归公，忠兴寺名存实亡，实
际成为国民政府粮仓。留有几个不知
名的和尚协助政府看管粮仓库房。
1949年，玉屏国民政府为阻挡人民解
放军快速西进，于11月 4日授意忠兴
寺护卫人员几人放火烧毁了忠兴寺粮
库。2000年12月，地方民众自发筹资
移址复寺，名称为“中心寺”。

古银杏树
银杏树被当地人称为白果树。混

寨古银杏树位于原中心寺院门左旁，
现混寨村活动中心院内，树龄 550多
年。相传在明成化年间，中馨寺主持
慧空和尚分别在寺庙进院路两旁种植
两棵树，右侧是柏树，此树高度树干粗
与银杏树相同。1977年为扩建混寨学
校，柏树被砍伐。左侧种植的是银杏
树。银杏树历经数百年，原高50余米，
树干繁茂粗壮，3 人牵手围抱有余。
1977年因扩建学校，银杏树主干上端
被砍掉 20余米。右侧副干于 2016年
夏，被大风吹断10余米。2017年，玉
屏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将此树作为一
级古树挂牌保护。

古井
混寨地下水资源丰富。历史上，

村民一直饮用泉水，就近掘井取水。
全村共有古井及泉水点13处，现尚存
古井6口。2000年后，各地大量汲取地
下水资源，大部分古井受影响，发水量
减少，水质变差。后来，全村各户通自
来水，绝大部分农家饮用桶装水。

石拱桥
混寨石拱桥坐落在混寨中心寺旁

小溪之上。此桥始建于清代康熙三十
年 (1691 年)，忠兴寺住持慧圆所建。
慧圆和尚改庙堂河道，让河流破堤直
下，几经治理，中心寺后面河滩变成大
批良田。原寺前沿途通道被阻断，慧
圆筹资修建石拱桥，未命名。石拱桥
用精料石块垒砌而成，拱形，桥底跨度
一丈二尺，桥高丈许，桥面宽度 1.18
丈，是当时“蒙寨”东北部乡邻通往玉
屏的唯一通道。此石拱桥自建成至今
近350年历史，经历数十次洪流冲刷（3
次洪水翻桥而下）未见损坏，现尚存完
好。玉屏自治县政府于2022年挂牌保
护，未定级。

混寨防洪堤
混寨河经常泛滥成灾，殃及两岸

农田。清中后期，当地村民捐资出劳
沿混寨河建长约2千米长的河堤，以防
止洪灾围护数百亩良田。河堤总平面
呈长方形，堤高1.5至2米不等，上部宽
近1.2米，用石块及鹅卵石垒砌。至今
仍发挥防洪护田作用，现已用水泥覆
盖。玉屏自治县政府于2022年挂牌保
护，未定级。

本报讯（雷磊波 唐丹妮 图/文）
春节前夕，玉屏侗族自治县总工会邀
请玉屏的书法爱好者到康华社区易地
扶贫搬迁安置点开展“送万福 进万
家”书法公益活动，为搬迁群众送去春
联、“福”字300余副。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很是热闹。

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以笔为媒，将
美好的祝福和愿景书写成寓意吉祥的
春联、“福”字。行云流水间，一行行俊
逸的文字、一句句美好的祝福跃然纸
上。搬迁群众彭丽芬高兴地说：“我请
这些书法家帮我写了4副对联，非常感
谢他们。”

本报讯（车安南） 春节前夕，用电
负荷持续攀升，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
行成为当务之急。

近日，在10kV龙田线宗坪支线16
号杆处的电力维护工作中，玉屏供电
局面临棘手难题：由于地形复杂，带电
作业车无法抵达作业区域，且常规绝
缘杆作业也难以施展。为确保春节期
间居民用电无忧，玉屏供电局迅速组
织专家团队进行现场勘查与研讨，决
定采用搭架子的方式开展消缺工作。

工作伊始，专业的架子搭建团队
迅速行动。他们严格依据安全规范，
精心挑选材料，精准搭建每一个结
构。在搭建过程中，工作人员不仅要
确保架子的稳固性，还要考虑其与带
电设备的安全距离，每一个步骤都谨
慎有加。

架子搭建完成后，身着全套绝缘
防护装备的作业人员登上架子，开始
了细致的消缺作业。他们凭借精湛的

技艺和高度的专注，对每一个可能存
在的隐患点进行排查与修复。尽管高
空作业空间有限，操作难度大，但作业
人员凭借丰富的经验，灵活应对各种
复杂情况。

经过数小时争分夺秒的紧张奋
战，消缺工作顺利完成。此次创新采
用搭架子的方式开展消缺作业，成功
攻克特殊环境下的电力维护难题，在
保障该支线下1994户居民用电全程不
受影响的情况下，顺利完成全部消缺
任务，以实际行动为他们在新春佳节
里的欢乐与温暖筑牢了电力根基。

玉屏供电局党总支书记李明海表
示，“搭架消缺这种作业方式效果良
好，在春节期间，若非迫不得已的情
况，我们都会优先采用带电作业，全力
保障居民春节期间电力稳定供应，让
广大群众度过一个亮堂、温暖的新春
佳节。”

乡愁印迹·村史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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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屏送“福”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