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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石乔清 田靓雯） 近日，松桃苗族自治县
2025年上半年春季征兵工作进入总检阶段，来自全县28
个乡镇的适龄青年在该县人民医院完成视力、血压、五官
科、外科、内科、抽血等项目健康体检，筛选出身体强健、
满足服役要求的青年。

近年来，该县推行“精准动员”政策，通过进校园、进
村社开展政策法规宣讲，与应征青年进行一对一、面对面
交流解读，优秀退役军人事迹展播等举措，将征兵政策及
退役军人相关政策送到应征青年身边，激发了高素质青
年参军报国的热情。

本报讯（蒋智江） 近年来，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合水镇紧扣“强村富
民”目标，立足实际，以产业兴旺、群众
增收为目的，扎实抓好山桐子种养管护
各环节，全力推动山桐子产业高质量
发展。

孟春时节，笔者走进合水镇兴旺村
山桐子基地，只见漫山遍野的山桐子随
风摇曳，山桐子树下套种的马铃薯一垄
一垄随山体蜿蜒。

“兴旺村山桐子基地总面积 1600

亩，共栽种山桐子苗6万余株，现在全部
进入日常管护阶段。为增加山桐子产
业附加值，我们采取‘以短养长’的模
式，在山桐子树下先套种马铃薯，待马
铃薯采收后又套种‘双高’红薯，这样既
管护好了山桐子，又实现了一地多收，
还给当地群众增加就业增收机会，现在
每年可带动1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合
水镇党委主要负责人介绍。

该基地是合水镇 2023年通过盘活
利用兴旺村闲置荒地发展而成，项目采

取“集体经济+公司+农户”发展模式，按
照“721”占比方式进行利益分配。农户
以土地入股，参与鲜果采收，享有山桐
子鲜果收入的 70%；贵州林草发展有限
公司负责“四免一包”（免费提供苗木、
肥料、农药、技术服务，包回收山桐子鲜
果），享有山桐子鲜果收入的 20%；村集
体负责宣传推广、纠纷调解、签订合同
和发放苗木、肥料、农药，组织协调种
植、抚育管理、鲜果收集等工作，享有鲜
果收入的10%。

山桐子预计三年挂果，进入挂果阶
段后，群众可实现土地入股有股金、就
近务工有薪金。同时，当地还将依托基
地集中连片优势，在山桐子开花结果期
推出乡村旅游，实现产业发展和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

目前，合水镇已发展山桐子种植1
万余亩，成功打造了6个山桐子示范点，
总面积 4100亩，其中县级示范点1处、
镇级示范点5处。

本报讯（记者 姚元旭） 2月8日，在沿印松高速公路
孟溪收费站，贵州中交沿印松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联
合松桃苗族自治县大路镇大路社区、寨英镇寨转村举办

“文化润心 共享和谐”联谊活动。
活动现场气氛热烈，寨英镇寨转村带来的滚龙表演，

赢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喝彩。随后，一场别开生面的篮
球友谊赛精彩上演，赛场上，队员们步伐灵活、反应迅速；
赛场下，呐喊声和掌声此起彼伏。最后，联谊活动在共吃
团圆饭的欢声笑语中落下帷幕。

此次活动旨在加强高速公路沿线社区、村之间的交
流与合作，同时也为沿印松高速路衍生经济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和动力。

本报讯（施平） 2月10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洪渡镇
王坨村智能化蛋鸡养殖场内，8.5万羽蛋鸡在笼子里欢快
啄食，流水线旁，两名工人手脚麻利，将鸡蛋快速分拣、
装箱。

该蛋鸡养殖场于2020年6月建成，采用先进设备，喂
食、清粪、温控全部自动化，保障了蛋鸡稳产高产，效益最
好时年利润达180万元。

为推动产业发展，王坨村采取“集体经济公司+党支
部+合作社”模式，采用“镇+村+专人”管理机制。随着养殖
规模扩大，销售成了关键，该村党支部成员四处奔走，已与多
家经销商建立合作关系，打开销路，带动村民增收。

本报讯（特约记者 蒲召福 通讯员 杨志
鹏） 2月10日，在万山区谢桥街道石竹社
区坪和屯村民组，菜农们正忙着采收各种
蔬菜。

该村民组地处石竹河右岸，原先没有桥
和路很不方便，20年前，当地村民自筹资金
打通了通向碧江区灯塔街道寨桂村的公路，
现公路已全部硬化，极大地方便了村民们的
生产生活，村民们种菜的积极性高涨，56户
家家种菜，有的还种了精品水果，收入逐年
增加。

村干部詹银生说，希望能建一座桥通向
石竹河对岸，这样村民们种的菜就可以直接
进入万山市场，孩子们上学也会更加方便。

万万山坪和屯村民
种植蔬种植蔬菜鼓起“钱袋子”

青山如黛，白墙映翠。冬雨过后，
玉屏侗族自治县皂角坪街道枹木垅村
仿佛披上了一层薄纱。薄纱下，一栋栋
黛瓦民居错落有致，文化广场笑语声
声。谁能想到，这个散发侗乡风情的美
丽乡村，昔日却是贫困村——祖传的木
屋老旧破败，逼仄的巷道杂乱不堪，零
碎的土地犬牙交错。

“旧房子，脏得不得了；新房子，好
得不得了。”村民龙君贵连用两个“不得
了”道出居住环境的变化。背靠青山，
面临池塘，龙君贵家的新房，盖得颇为
讲究。整栋民居三楼一底，采用了保温
隔热性能的砖混结构，大视野落地窗更
显气派。

改变始于2014年。面对“村庄建设
用地捉襟见肘，村民组却有较多闲置
地”的矛盾，村委会决定启动首期集中
建房试点。结合“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示范点建设，以村党支部书记为小组
长，党员和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组成 8
人智囊团，选取离活动室较近的部分闲
置土地作为第一期集中建房试点。

然而推进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土地
协调问题成为最大难点。第一期集中

建房占地30亩，涉及枹木垅组和茶山组
的零碎土地，村民意见难以统一。8人
智囊团同村民代表多次协商，但因土地
问题频频不欢而散。

“‘碰钉子’是常有的事，只能摸着
石头过河。”在一次次村民会议失败后，
智囊团推出“户代表协商制”，由茶山组
3位德高望重的户主收集诉求、集中协
商。最终通过村民大会议定，集中建房
点由村“两委”统一进行场平、基础设施
建设并拉通水电。场平完成后，按照报
名户买地基自建。

历时一年多的“寸土必争”，2016年
初，12栋独院民居在活动室对面拔地而
起，成为村中一道漂亮的风景线。集中
建房点还统一建设了污水处理系统，户
主出钱出力，修建了荷花池、家风长廊、
连心桥。

眼见首批住户生活焕然一新，更多
村民按捺不住了，多次向村委会反映，
盼着第二期。2016年底，枹木垅村第二
期13栋民居落成。这次更是升级版，房
屋主体增加了罗马柱，看起来更加整洁
美观，甚至公交车可以直接开到家门
口。这时，龙君贵还在观望，“我的红砖

房，勉强还能住。”
2019年，围绕共建共治共享，玉屏

自治县进一步推进规范农村集中建房，
结合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建筑风格，完
善近百份农村自建房指导图集，同时考
虑到群众烤火、熏腊肉、饲养畜禽等实
际需求，为群众提供设计图纸和技术咨
询，确保布局更合理、功能更齐全。

这回，龙君贵彻底坐不住了，他将
户口本、建房申请等材料一一交到村委
会。资格审查通过后，村里召开村“两
委”会议审议，再将所有材料提交皂角
坪街道办事处审批。

一个月后，龙君贵盼来了他的施工
公示牌。去领施工公示牌的那天，他像
得了宝贝似的把牌子抱了回来。

半米见方的施工公示牌上，房屋信
息、家庭人口、公示时间、规划许可证、
建筑平面图等信息一一在列。把牌子
往宅基地一立，龙君贵喜笑颜开。噼里
啪啦的鞭炮声里，房子开始动工了。

安居梦的实现离不开严密保障
链。除了资格审核，玉屏采取县、乡
（镇）两级双调度，加强农村集中建房质
量监管，建立由绩效办、督查室等部门

参与的联合督查机制，确保了建房进度
不放缓、不敢缓。

龙君贵是个勤快人，隔三岔五往第
三期的工地上跑。“工地上经常碰见街
道干部、村干部，现场超出规定1厘米都
不行。”

房屋主体结构竣工当日，街道办事
处请来专业测绘团队，对照着原先的施
工红线图、平面设计图，开展竣工验收。

拿着尺子和测绘仪，测绘机构人员
一一丈量房屋面积，全部指标合格后，
龙君贵的心彻底放下了，“奋斗了半辈
子，盖栋新房子的心愿终于达成了。”

告别“忧居”，搬进“优居”，乡村生
活焕然一新。如今村民都知道，村里环
境好，大家的生活才会更好，走进枹木
垅村，8个村民组自发修建的11个文化
广场星罗棋布。

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皂角坪
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杨说：“我们把‘住
有所居’作为加快高质量发展的硬任
务，用一砖一瓦筑起群众的安居梦，叩
开幸福生活的大门。”

玉屏枹木垅村集中建房改善人居环境

乡 村 田 园“ 住 有 优 居 ”
葛永智

印江合水镇发展山桐子产业让“林下生金”

松桃严把征兵体检关口

沿印松高速沿线
村（社区）举办联谊活动

沿河王坨村
智能化蛋鸡场带农增收

创建文明城市 建设美好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