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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龙吟 姚元旭 实习生 蒲雨杉）
通过十余年深耕葡萄特色产业，万山区下溪乡构建起
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走出一条生态
优先、产业融合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2010年，瓦田村“两委”通过前期考察试种，优化
葡萄品种选育；同时，积极鼓励农民返乡创业，提供农
业技术指导服务，实现全村山地刺葡萄的规模化种
植。该品种因糖度高、口感佳、品质优等特点，深受市
场青睐，销量持续增长。

为进一步提升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2020年，瓦田村村集体筹集 200万元资金建成葡萄酒
厂，并与贵州大学农学院、酿酒学院签订技术支持合
同，将其作为科研基地，持续提升葡萄酒品质。通过

“集体经济+企业+种植户”的发展模式，目前已有13
个种植大户，葡萄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年产值达650
万元。村里成功注册“刺白兰”“土白兰”葡萄酒商标，
形成了涵盖种植、采摘、收购、生产、销售的完整葡萄
产业链，酒产品得以迈向更广阔的市场，有效促进了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自 2014年以来，下溪乡因地制宜创新采用“专业
合作社+基地+农户”“家庭农场（生态农庄）+基地+农
户”等多元化发展模式，逐步打造出如今全乡近万亩
葡萄标准化种植产业。

万山瓦田村

小葡萄串起“共富链”

思南县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着
力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加速推进传统农
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将产业发展比较优
势加速转化为县域经济发展胜势。

“前端种养”强引领
积极争取并投入各类财政资金、东

西部协作资金，聚焦关键环节精准发力，
落实产业奖补、农业保险、种植养殖补贴
等一系列优惠扶持政策，实行政策激励、
资金支持、项目带动、宣传发动，引导在
家务农家庭、返乡农民工、闲置劳动力、
春晖人士发展产业，推动破解产业成本
高、发展意愿低、销售渠道窄等难题。

2024年，该县有10头以上肉牛适度
规模场 1600多个，养殖从业人员 5.2万
人，实现综合产值11.91亿元；稳定投产

茶园15.56万亩，产茶1.28万吨，实现综
合产值14.96亿元。在市级统筹下，带动
全市红薯种植面积达10万余亩，带动1.2
万户薯农和 30多家合作社发展红薯产
业，户均增收7000多元，以极小的政策支
撑推动全县“一主两辅”产业蓬勃发展。

“中端精深加工”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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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肉
牛、红薯产业与农业现代产业深度融合，
成功申报为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并
获得资金支持1亿元，基本形成了“种、
养、加、销”全产业链整体推进格局。

同时，依托资源禀赋、产业基础，聚
焦特色优势产业，积极推进农产品加工，
围绕产业进行延链补链，大力招引关联

企业、符合区域产业配套需求产业。引
进了深圳陈薯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广州
市祺丰包装制品有限公司、郑州烹小鲜
食品有限公司等一批实力企业入驻，培
育贵州国富生态食品有限公司、大坝场
肉联厂、思南鹭舟食品有限公司等深加
工企业，打造土坝王、莽牛哥等多个牛肉
产品品牌，实施一批智能加工、智能包
装、红薯粉调料包等强链、补链项目，最
大限度释放产能。

“后端销售”增效益
坚持高品质发展特色农产品，依托

乌江思南港打通水上运输饲草料渠道，
通过在省外建立饲草料基地、在县内建
立暂存集散中心，降低饲草料购买和运
输成本。

搭乘直播带货、跨境电商东风，积极
拓宽育肥牛、肉制品、陈薯酸辣粉产品销
售市场，不断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
模式引进大体量、大流量的行业企业，打
通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成渝地区
等消费大市场，促进思南优质产品消
费升级。

目前，以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
企业——贵州佳里佳公司为龙头链主，
引领带动配套产业高度集聚发展，思南
红薯酸辣粉网上单品销售额超7亿元、销
量居全国第一，基本形成了“育苗种植、
淀粉生产、粉丝生产、调料包生产、包装
生产、薯渣利用”全产业链，现代产业发
展势头强劲。

思南打造特色产业集群
文波 田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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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张杨笛） 今年以来，玉屏
侗族自治县新店镇干群齐心，大力推进

“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村容村貌焕然
一新。

自工作开展以来，新店镇聚焦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中常见的、易反弹的问题，
制定出台了系列措施，明确工作目标、任
务分工，确保“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有
序推进。将工作责任压实到各村、各办

（中心），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的工作格局 。

围绕乱堆乱放、残垣断壁、厕所革
命、圈舍改造、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等重
点内容，由镇农服中心、镇公管办、镇经
发办等相关办（中心）共同发力，全面开
展摸底排查，组织镇村组干部、党员先锋
队、青年志愿者、保洁员合力搭台、奋力
攻坚，推动“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无盲

区、无死角。期间，每周定期开展一次环
境卫生大整治志愿服务活动，对集镇中
心、各村道路、背街小巷的卫生死角进行
清理。同时，利用“村村通”广播、宣传
栏、村民坝坝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

“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引导村民自觉
参与到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庄清洁行动中
来，着力增强了村民的环保意识。

为了激发各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形成比学赶超的良好氛围，该镇采取实
地查看、拍照反馈等方式，持续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月评比活动，对各村村庄清洁
行动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对表现优秀
的村进行表扬鼓励，对工作不佳的村进
行督促整改。通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
力，“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
成效。

玉屏新店镇“两清两改两治理”扮靓乡村

德江县稳坪镇深入实施“强村富民
三年行动”，通过创新“党建+村社自营、
村村联营、村企合营”发展模式，构建起

“支部领航、多元共建、融合共赢”的乡村
产业发展新格局，走出了一条组织振兴
引领产业振兴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先锋堡垒+特色产业”锻造产业振
兴主心骨

该镇铁坑社区党支部充分发挥战斗
堡垒作用，探索“非遗+产业”融合路径，
通过“党支部+合作社+基地”模式，投资

260万元建成标准化土面条加工厂，精心
打造“稳坪傩乡土面条”特色品牌。依托
国家级非遗稳坪傩戏文化 IP赋能产品价
值，创新“线上直播+线下展销”模式，实
现年销售额 380 万元，产品溢价率达
45%，带动16户群众通过订单生产实现户
均增收2.3万元，形成“非遗活化-产业壮
大-群众增收”的良性循环。

“片区支部+集群发展”构建协同发
展共同体

稳坪镇创新成立跨村联建片区支

部，在枫香村打造“强村富民”经济平
台，整合 18个村集体资源建设生态水
产养殖基地，建立“统一技术标准、统
一市场渠道”的产业链条，2024年实现
销售收入 53 万元，群众分红 11.2 万
元。在木叶联村片区，探索“飞地经
济”发展模式，四个村联合投入 10 万
余元改建白酒生产线，开发“木滴水”
白酒，实现年产白酒 3000斤，产值突破
30 万元，创造了“资源变资产、片区变
园区“的振兴样本。

“红色管家+产业孵化”培育产业升
级新动能

建立党政班子成员“产业链长制”，
成功引育德江众志绿态等2家龙头企业，
创新“村集体以资产入股+企业技术运
营”合作模式，盘活闲置食用菌大棚建设
标准化豆制品加工厂。通过建立“保底
收益+按股分红”机制，推动年产豆腐干
100多吨，带动 50户群众通过“土地租
金+务工薪金+经营股金”实现多重增收，
户均年增收达 0.5万元，形成集种植、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孵化效应。

德江稳坪镇

党建领航激活乡村振兴
罗红叶

“强村富民”三年行动

在第30个世界读书
日来临之际，玉屏侗族
自治县图书馆开展迎接
世界读书日活动。

图为学生在图书馆
阅读。 徐雪 摄

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
溪镇通过“山顶种茶、山腰养殖、
山下种菌”的立体产业布局，构
建起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农业
体系，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云端茶飘香
连日来，板溪镇的茶农们

穿梭在翠绿的茶园中，抢抓农
时采摘春茶。

在勤丰茶园，采茶工背着
竹篓，手指在茶树间翻飞，熟
练地将一颗颗鲜嫩的茶芽采
摘下来，放入篓中。

“村民基本上全年都可以
在茶园务工，茶园成了村民的

‘绿色银行’。”勤丰村党支部
书记任荣武说。

2024年，王家村茶园负责
人王时中与贵州山山谷农业
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将 200亩
茶园改建成为抹茶种植基地，
为该公司提供抹茶原料。

近年来，板溪镇通过推广
标准化种植、加强技术培训、拓
宽销售渠道等措施，不断提升茶
叶品质和品牌影响力，积极探索
抹茶、梵净山花果红茶等新品种
种植经验，为全镇茶产业发展探
索新模式的同时，也为当地群众
寻找更多增收渠道。

山腰畜兴旺
天蒙蒙亮，位于板溪镇柿

坪村的晋玉兰苗场家禽基地
已变得热闹起来。基地负责人田宏伟和妻子站在郁
郁葱葱的林间，将玉米粒挥洒而出，瞬间，一群羽毛油
亮的跑山鸡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欢快啄食。

“这里生态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原有的基础
设施稍加改造就能利用，大大降低了前期成本投入。”
2024年，田宏伟投入18万元，对柿坪村的鸡舍、电线、
防护网等基础设施进行修缮，鸡场重焕生机。

目前，该养鸡场存栏跑山鸡1.2万羽，此外，鸡苗、
鸡蛋等产品也十分畅销。“年前出栏的一批跑山鸡，很
快就销售一空，收入有十多万元。”田宏伟说。

不远处的王家村养牛基地，一群膘肥体壮的牛在
茂密的草地上悠闲吃草。“水草丰美，空气清新，非常
适合牛的生长。”养殖户王时中说，采用生态养殖的方
式，让牛在自然环境中成长，产出的牛肉品质高，在市
场上很受欢迎。

依托丰富的林业资源和优越的自然生态环境，该
镇聚焦特色产业，做大做强林下跑山鸡、生态养牛等
特色产业，让广大村民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为乡村振
兴注入强大动力。

山下菌满园
在板溪镇印龙菌业场区内，工人将一段段木棒从

三轮车上卸下，投入机器中打磨成粉，为接下来的菌
棒生产做好原料准备工作。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生态资源，
一条集菌棒生产、种植、晾晒、销售为一体的黑木耳产
业链，在板溪镇初具规模。

上洞村黑木耳种植基地内，采菌工人穿梭于黑木
耳基地内，灵巧的手指在菌棒间跳跃，一朵朵肥硕的
黑木耳被轻轻摘下，装满一个个篮子。

黑木耳种植大户任廷兵今年种了12万棒黑木耳，
收获了1.6万斤干木耳。任廷兵说：“板溪镇发展黑木
耳的经验已经非常成熟了，而且不用担心销售问题。”

早在2011年，浙江商人来印考察，发现板溪镇自
然资源丰厚，适宜黑木耳生长，由此拉开了板溪镇黑
木耳产业的“序幕”。

2011年到板溪发展黑木耳产业的浙江人叶廷恒，
从事黑木耳产业 30多年，从菌棒生产加工，到黑木耳
销售，实现全链条发展。他认为，板溪镇黑木耳产业
如火如荼，定能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摆棒、采收，只要愿意做，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
既有了收入，而且还能照顾家庭。”采菌工任达芬满脸
笑容地说道。

据介绍，2024年，该镇发展食用菌 500万棒，年产
值达3000余万元，种植大户61户，带动群众就近就业
7.5万余人次，促进群众务工增收55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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