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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建先行筑富梁，茶青稻绿映村乡。
养殖兴旺添活力，共谱欢歌向远航。”
近年来，中寨村紧紧围绕产业促振

兴的发展思路，充分发挥自身的区位优
势和自然资源优势，助力经济转型发
展。通过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坚定不
移地践行“产业强村”的工作思路，大
力发展茶叶、烤烟、养殖等特色产业，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精心绘就一幅“百姓
富、生态美、产业兴、民风淳”的和美乡村
新画卷。

2018年以来，中寨村党支部充分发
挥战斗堡垒作用，带领全村干部群众，紧
紧抓住脱贫攻坚的历史机遇，扎实推进
基础设施建设。

“要想富，先修路”。在村党支部
书记张远心中，这绝不是一句简单的套
话，而是关乎民生的肺腑之言。

那一年，张远带领村两委班子，积极
响应脱贫攻坚工作队的统一安排，挨家
挨户做群众工作，耐心协调土地纠纷，化
解群众心中的不快。他们以高标准、全

覆盖的要求，完善全村12个村民组的通
组公路、连户路建设。先后新修和提级
改造了 16.5 公里的通组路和 4公里的
产业路。同时，实现了户户通硬化路，户
户有了卫生厕所，让中寨人在村里也能
享受到城市人一样便捷的生活。

“乡村全面振兴必须把产业振兴放
在首位，产业抓不好，群众手中没钱，振
兴就无从谈起……”谈到这一点，张远
书记底气十足。

中寨村是一个典型的沟壑地带，两
面高山夹峪，山脚粮田成片。看似水源
充足、旱涝保收，实则每逢雨季就会洪水
泛滥成灾。 2023 年，该村投入资金
592.14 万元，新建田间生产道 1.28 公
里，对甘河沟、陆家沟 2条 2.35公里河道
进行全面治理，新增排涝保护面积135
亩，村里的1425亩“粮仓”环境，让群众
手中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近年来，中寨村把茶叶产业作为主
导产业重点发展。通过“公司+农户”的
模式，先后建成茶园 1300 余亩，已有

800 亩进入盛产期。每年仅土地租金收
入就达 65万元，为村里群众提供了大量
就近就业的机会。2024年，村里的周芝
凤、李通霞等村民，在茶叶基地采茶收入
均在1.5万元以上。

同时，该村还把畜牧产业作为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产业来抓。全村已
发展肉牛养殖大户4户，生猪养殖大户3
户。全村肉牛存栏达 400余头，常年生
猪存栏都在 700头以上。

2024年，该村充分利用河道治理后
的优势，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稻花鱼产
业。投放鱼苗4200余斤，让村里的32户
农户尝到了稻花鱼带来的甜头，实现了
稳步增收。

“畜牧产业的发展，群众观望情绪较
高，必须有人带头干，群众才有信心
……”谈到这一点，张远心里已经有了
新的计划。

今年春节过后，张远在本村思坪组
流转20余亩土地，发展“跑山猪”产业，带
领村民一起干。目前，项目已进入场平

阶段，未来前景十分可期。
“中寨村将充分利用水源好、土质好

的优势，打造好 300亩水稻基地，让中寨
人的饭碗装满自己的粮食……”张远对
中寨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如今，中寨村依托良好的交通条件
和生态优势，正在积极谋划发展乡村旅
游。着力打造以竹林坨、苗子寨为重点
的农旅项目，大力发展茶叶、养殖和优质
大米产业，将良好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经
济发展的潜力，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全村正向着“产业兴旺、生态宜居、
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
乡村建设新格局大步迈进。

心中有梦想，脚下有力量。蓦然回
首，中寨人不等不靠的志气、敢想敢干的
智慧、齐心协力的团结、攻坚克难的拼搏
精神依然弥足珍贵，犹如镌刻在大地上
的一座精神丰碑，如今，逐梦在新征程上
中寨人依然保持着自强不息、求真务实
的精气神，全力以赴书写乡村全面振兴
的新篇章。

加快因地制宜实践 书写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锚定高质量——

中寨村：和美乡村 凝心聚力追寻诗与远方
张运典

中寨村，恰似一颗镶嵌在德江县合兴镇西南
部的璀璨明珠，距镇政府所在地仅 2 公里之遥。
它东与思南县原东华乡相邻，北与思南县宽坪乡
接壤。全村区域面积达 8.7 平方公里，耕地面积
4510.35 亩，林地 5834.55 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68.2%。全村辖 12个村民小组，共有412户人家、
1575人在此青山绿水间安居乐业。

“村医妙术济安康，药价亲民德泽长。
庠序书声盈耳处，幼苗茁壮绽光芒……”
这首诗宛如一幅生动的画卷，描绘出山村现代教

育、医疗条件的今昔变迁，也是对德江县合兴镇中寨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段岁月的真实写照。

20世纪 70年代初，国家历经多年战火洗礼，百废待
兴，基础较为薄弱。然而，中寨人却在这艰难的起点上，
展现出积极向上的蓬勃态势。当时，全国劳动模范、中
寨大队支部书记高腾兴，因地制宜把教育、医疗置于惠
及民生的重要位置。

1973年，德江县城从事建筑行业的何应明，因家庭
成分问题，被下放到原煎茶区大兴公社中寨大队大坪生
产队劳动锻炼，并用自制土砖修建了住房。高腾兴独具
慧眼，视何应明为“宝贝”，对他另眼相看。二人在劳动
和生活中相识相知，逐渐成为志同道合、共谋中寨发展
的挚友。

高腾兴思维开阔，组织部分生产队长奔赴邻近的遵
义地区凤冈县核桃坝大队考察学习。归来后，他积极动
员村里的群众投工投劳，承诺每出工一天，按生产队最
高标准计算工分。在他的带领下，群众齐心协力，筑窑
烧砖、开石烧灰、伐木搭梁，两栋崭新的建筑拔地而起，
建成大队学校和医院，成为当时最难得的“洋房”、当地
最漂亮的“风景”。其间，高腾兴还积极争取支持，成功
解决了6名民办教师的编制和2名赤脚医生的问题。

“那些年，学校办得红红火火，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
大队小学，吸引了邻近大队、村寨的孩子到中寨小学读
书……”中寨小学退休老师张太凡，回忆起那段时光，脸
上依然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中寨小学学生人数最多时达 250余人，邻近的大兴
大队、鸟坪大队，甚至思南县万家沟的众多学生，都慕名
前来求学。为了方便最偏远的大坪生产队的孩子上学，
中寨小学还在大坪生产队设立了分校，该校教师按一年
一轮回的方式轮流到分校任教，根据实际情况妥当处理
好孩子们读书难题，中寨小学也因此成为煎茶区人人皆
知的“名校”。

为方便群众就医，高腾兴绞尽脑汁，想出了诸多实
招。在充分发挥医院两名赤脚医生作用的基础上，他积
极争取公社、区公所和县业务部门的同意，释放了因“地
主成分”被限制医疗从业的张观斗老人到医院坐诊。

时年 70多岁的张观斗老人有着多年中草医临床经
验，尤其擅长妇科疾病、小儿推拿等，深受周边患者的认
可，吸引了众多患者前来问医买药，真正实现了中寨群
众“小病不出村”的目标。

因张观斗的影响力，中寨大队医院成为当时毗邻地
区患者的“首选”。许多来自凤冈、思南、沿河等地的患
者都慕名前来就医。

如今，随着国家教育体制和医疗制度的改革，中寨
小学、中寨医院的功能被其他公办学校、医院所取代。
中寨小学改变了用途，成为现中寨村村委会的办公楼；
中寨医院历经几次拆建，变成了村民的民房。但那段惠
及民生的历史，却如同一颗璀璨的星辰，在中寨人的记
忆长河中永远闪耀。

多年来，中寨人在这一历史背景的深远影响下，视
读书成才为光宗耀祖的必然选择。近十年来，该村走出
的本科以上大学生有80余人，其中，博士生2人，硕士研
究生3人。

“翠影连天覆绿丘，古樟银杏立村头。
千年岁月枝犹劲，生态葱茏韵自悠。”
在中寨村一个叫竹林坨的地方，有

一片古老的森林保存完好，人们称其为
“官林”。这里宛如一个神秘的绿色王
国，是国家保护植物的“扎堆”之地。整
片森林不足百亩，却拥有着极为良好的
生态系统，珍藏着多种珍稀树种。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银杏树、红豆杉等，在这里
茁壮成长；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野生荔枝、
樟树等，也在这里绽放着生机。

“乌柿盘岩岁月悠，苍枝铁干立千
秋。”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之上，盘踞着一
棵有着千年历史、长势浓郁的乌柿，其树
干粗壮，需要七八个人才能围抱一圈。
如今，当地的很多土家人都将孩子寄拜

这棵乌柿为“保爷”，希望孩子在乌柿的
庇佑下健康成长，寄托着村民对美好生
活的憧憬与追求。

2020年，在竹林坨这片神秘的森林
里，人们惊喜地发现了十多株罕见的珍
稀植物——死亡之花水晶兰。它那独特
的形态，宛如来自仙境的精灵，为这片森
林增添了一抹神秘的色彩。

竹林坨这里有上竹园、下竹园两个村
民组，曾经居住着不少于 300 名土家人。
他们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传统生
活方式。在那靠柴火煮饭的年代，他们却
有着极高的生态保护意识，从未损坏林中
的一叶枝丫，用心守护着这里良好的生
态。如今，因沿德高速公路的修建，这里的
村寨被征拆，山里人搬迁到了山下，仅剩下

五六户人家。但他们依然坚守在此，如同
忠诚的卫士，守护着这片珍贵的森林。

20世纪 80年代初，随着土地、森林
承包到户，在那个靠柴火煮饭的特殊时
期，砍柴燃火取暖、煮饭成为生活必需，
这引发了群众的乱砍滥伐。中寨森林也
未能幸免，遭受了一场毁灭性的破坏。
除了奉命保护的那片“官林”外，附近数
千亩森林在短短几年时间里，就变成了
光秃秃的山头。

“其实，中寨人对 20世纪 80年代对
森林毁灭性的破坏深感惋惜，短时间的
破坏，需要数十年才能弥补……”村民
张波谈及当年乱毁森林的事情，不禁连
声叹息。

1989年，痛定思痛的该村在全村范

围内推出了封山育林政策，并制定了严
格的村规民约。从此，禁止进入林区砍
伐，禁止牲畜进入林区。

当时该村老水溪组一农妇，在封山育
林禁区内砍回一小捆树枝回家当柴火，被
村里看管山林的小伙逮个正着，处以 50
元罚款。因农妇无钱缴纳罚款，看管人员
无奈之下揭走了她灶上煮饭的铁锅。从
此，再无人敢轻易走进禁区。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奋斗的足迹
熠熠生辉。如今，历经岁月的洗礼与中
寨人的精心呵护，中寨村的各大山头又
是 绿 树 成 荫 ，全 村 森 林 覆 盖 率 达
68.2%。中寨人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生
态优先发展理念，构建出一幅宜居宜业
的和美新村新画卷。

坚持生态优先理念 绽放生机的幸福家园

呵护青山绿水——

中寨村西面的高山之巅，有一座神
秘的石头城，当地人唤之为苗子寨。从
现存的遗址来看，石头城内壕沟交错纵
横，外有坚固的石墙环绕。石城附近，散
布着许多无碑的坟墓，仿佛在默默诉说
着那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整个石城的面积大约有两千余平方
米。石城四周陡峭险峻，城中地势相对
平坦。石墙、石壕的高度在二到三米不
等。城内的石壕走向错综复杂，沟与壕
之间均有巷道相连。可以明显看出，石
墙、石壕部分是自然生成，但多数为人工
堆砌而成。

据传，明朝中期，在黔东北一带曾发
生过以十大姓为首的汉人“赶苗拓业”事
件。当时，苗人先民被逼得背井离乡，四

处逃命。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群居生
活。明朝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明里暗里
支持汉人，想方设法占领苗族先民居住
的地方。为了把苗子寨的苗民赶走，明
朝当局派遣军队的一个将领想出了一个
阴招。他们利用当地苗民知识浅薄、对
外面世界认识不足的弱点，特意安排士
兵制作一些特大的草鞋，并派人连夜将
这些草鞋扔在附近一个叫老水溪的地
方。这一行为给当地苗民造成一种错
觉，让他们认为前来征讨的官兵都是力
大无穷的精兵强将，所穿鞋长度都在一
尺五六左右。果然，前去侦察的苗民带
回这一消息后，苗人们从上到下都惊慌
失措，怯战情绪蔓延。为了保命，他们在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全体悄无声息地

远走异地他乡了……此后，苗子寨再无
人居住，成为一座寂静的石头空城。任
由岁月风吹雨打，任由草木茁壮成长，任
由故事历久弥新……

这片土地上人们生息繁衍，携手共
进开创了一个又一个美好！如今，这座
盘踞山巅的石头城，因何而建？为谁而
建？已无从知晓。在那战火纷飞的时
代，苗子寨又经历了怎样的血雨腥风，现
在也无法考证。就让它永远成为隐藏在
高山之巅的秘密，留给后人无尽的遐想。

其实，在中寨村，人们还有一种独特
的喝罐罐茶的习惯。或许，在外人看来，
这只是一种普通的饮茶方式，但对于中
寨人来说，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
不知从何时起，中寨人就喜欢把自制的

茶叶放在土制罐罐中熬煮，然后细细品
味那浓郁的茶汤。茶叶是村里的人们从
自家茶树上采摘而来，经过烘炒、搓捏、
发酵、烘烤等一系列传统工序加工而
成的。冬天，几位老人围坐在火塘边，将
茶叶放入土罐加水熬煮，待茶汤煮沸发
红时，慢慢饮用、品味。

老人们蹲坐在火塘边的草凳上，品一
口茶汤，吸一口旱烟，一边聊着苗子寨的
神秘故事，一边分享着那说不完的家长里
短。那股淡淡的茶香和浓浓的烟味，在中
寨的山村中袅袅萦绕，久久不散。

现如今，在中寨村的竹林坨、老水溪，
还有着300余笼的古茶树，它们如同岁月
的见证者，印证着那方土地上的土家人在
古老年代自由自在喝罐罐茶的独特习惯。

凝聚携手共进力量 初探大山的千年传说

猜想石头城——

秉承自力更生精神
惠及民生的乡愁记忆

大办教育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