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稿邮箱：trrb_1b@vip.163.com 3希望的田野2025年４月21日 星期一编辑：杨红亚 校对：余佑彪

从 500箱蜜蜂，发展到如今 8000
余箱，产值从 2018 年的几万元，到
2024年销售总额突破1000万元。这
组数据，见证了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缠溪镇梨坪村的“甜蜜传奇”故事。

2017 年，脱贫攻坚的号角正嘹
亮，时任梨坪村村委会主任的代金桂，
望着这片天赐的沃土，心中萌生出一
个大胆的想法——养中蜂。“咱们这地
方，就是老天爷赏饭吃，不养蜂太可惜
了！”代金桂的眼神里满是笃定。

谁能想到，这个大胆的尝试，竟成
为了缠溪镇乡村全面振兴的“甜蜜密
码”，催生了千万元级别的产业传奇。

2017年 12月，在代金桂的牵头
下，梨坪中蜂养殖专业合作社成立。
500箱中蜂被小心翼翼地引入，开启了
这场甜蜜事业的征程。可创业之路，
哪能一帆风顺？资金便是首要难题横
在眼前，技术更是一知半解，市场也一
片迷茫，不知路在何方。

作为领头人，代金桂没有丝毫退
缩。白天，他穿梭于各个部门、金融机
构，诉说着养蜂的前景与决心；夜晚，
就着昏暗的灯光，研究养蜂书籍。
2018年，那笔来之不易的 450多万元
世行贷款，如同一束光照进了黑暗，解
了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的燃眉之
急。与此同时，他又三顾茅庐般邀请
养蜂专家，在村里举办培训，手把手培
养出一批本土养蜂能手，慢慢攻克了
养殖路上的一道道难题。

随着养殖规模像春日的藤蔓般迅
速扩张，新的难题又接踵而至——产品
销售。受各方因素影响，上万斤蜂蜜积
压在仓库，就像沉甸甸的石头，压在每
个社员的心头。代金桂彻夜难眠，他深
知，这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于是，
他踏上了漫长的寻销售之路。功夫不
负有心人。终于，深圳和鲜公司抛来了
橄榄枝，签下了一笔大订单。这不仅是

一单生意，更是梨坪村中蜂养殖产业的
转折点。随后，与贵州生资公司建立起
长期合作，彻底打通了线上线下销售通
道，让梨坪的蜂蜜“飞向”全国各地。

同时，合作社不断延伸产业链，蜂
王浆、马蜂酒、蜂蜜酒、蜂蜡酒等一系
列特色产品应运而生。成功申报获批
铜仁市第二张、印江自治县唯一一张
蜂产品“SC”认证牌照，“蜂令源”这个
品牌，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

梨坪村的成功，就像一把火炬，点
燃了缠溪镇全镇发展中蜂养殖的热
情。全镇近 20个村分别建立起“党支
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生产加工、统
一品牌包装、统一市场销售，带动村里

群众发展中蜂养殖。
一时间，养蜂热潮席卷而来。两路

口村的黄勇，便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
2018年，他从合作社领回100箱中蜂代
养，心中既忐忑又期待。没想到，当年
就净收3万多元，这让他尝到了甜头。

“以前打工，一年到头也存不下几
个钱。现在养蜂，在家门口就能把钱
赚了，还能照顾家人。”黄勇笑着说道。

下铺子村村民曹兴海，多年来从
事猪牛养殖，是当地出名的养殖能手，
2023年，由于畜牧市场低迷，他养殖的
猪牛并不赚钱。转变思路，他出资2万
元在梨坪村合作社购买了50箱中蜂进
行养殖，半年下来不但回本，而且还有
利润。他感慨道：“村里蜜源好，还有技

术支持，养蜂增收真的很靠谱。”
从举步维艰的创业初期，到如今产

业蓬勃发展；从产品滞销的困境，到供
不应求的市场热捧；从一个村的尝试，
到全镇的产业集群，缠溪镇的中蜂养殖
产业，蹚出一条别具特色的乡村全面振
兴路子。这只小小的蜜蜂，酿造出了缠
溪群众甜蜜的生活，更激活了乡村全面
振兴的新动能，让越来越多的群众在这
份“甜蜜事业”中，日子越过越红火。

缠溪镇党委书记冉红彪对中蜂产业
充满信心：“下一步，缠溪镇将继续扩大养
殖规模，注重蜜源培养，加强品牌建设和
技术服务，让中蜂养殖产业真正成为助农
增收的大产业，铺就乡村全面振兴的‘甜
蜜路’。”

连日来，万山区黄道乡通村路上车来车往，载着
畜禽粪便和秸秆碎料的车辆驶入贵州净沃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原料库。全乡4万头生猪产生的粪渣汇集到
这里，与离田的秸秆混合堆肥，制成一袋袋黑褐色的
生物有机肥，与一旁净污池处理后的农灌用水一并汇
入田间地头。

今年 58岁的周建忠在有机肥行业从业 35年，他
负责的净沃农业公司 2023年12月投产以来，已生产
生物有机肥近4000吨，产值约500万元。“在这里建厂
错不了，不用愁原料。”

黄道乡年存栏4万头生猪产生近10万吨粪污带
来的治理“压力”，是净沃农业公司来这里投资建厂的
动力。

过去，由于缺乏专门处理牲畜粪污的企业，养殖
场和种植基地“各扫门前雪”，黄道乡一度出现粪渣无
处可倒、作物无肥可用的怪圈。

变废为宝，粪肥还田，成了当地破除困境的关键
一招。2022年，黄道乡通过引进企业落户，投入财政

衔接资金600万元和吸纳社会资本1200万元，建成年
产能10万吨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以此破解畜禽
养殖污染与农业提质增效双重课题。

黄道乡白屋场村集体经济合作社每年要饲养
2000头猪，怎么处理堆积如山的猪粪一直是养殖户的
烦恼。

“以前，养殖场产生的粪污都是我们自己联系附
近的农户还田还土，自行处理比较麻烦，处理不好还
容易污染环境。乡里建了粪污集中处理厂后，我们拉
过去集中处理，省了不少事。”养殖户刘沅说现在管理
养猪场轻松多了。

猪场的粪渣有了新出口，肥料厂的生产原料也有
了稳定来源。

“各家各户粪渣都是宝，肥料厂与全区的养猪
场、养鸡场签订了协议，粪肥都由我们专门处理。”周
建忠说，公司采购吸污车，组建专业化清洁服务队，
农户家的化粪池满了，只需一个电话就有专人上门
收集转运。

每3吨粪渣与0.9吨秸秆碎料混合堆肥后，经过曝
气发酵、厌氧发酵、翻抛等工序，成了能让土层“长膘”
的生物有机肥。从养殖场收集来的污水，经净化池处
理后，COD（化学需氧量）从超 20000毫克每升降至 200
毫克每升，符合农灌用水标准，可用于浇地。

“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走进黄道乡万亩香
柚丹阳村种植基地，技术员杨勇军抓起一把有机肥笑
着说，有机肥还可以保护土壤，使根系发达，促进果实

甜度提高，卖相更好。
去年，该基地全面使用有机肥，每棵柚子树产量

从15斤增至 50斤，柚子甜度增加，果面更光滑，每斤
卖价也从1元增至3.5元。

行走在黄道乡山水间，曾经困扰村民的养殖异
味，今天变成了沁人心脾的蔬果清香。

“净沃公司成立后，我们把全乡 4 万头生猪、
14000亩香柚、6500亩油茶和1800亩大棚蔬菜整合起
来，每年处理粪污10万吨，公司去年生产的有机肥一
半输送至当地的蔬果基地，另一半销往全省各地。”黄
道乡乡长袁渊表示，全乡将继续加大畜禽粪污集中处
理力度，争取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90%以上。

从荒山坡到“绿银行”，从“靠天
吃饭”到产业致富，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在茶产业发展之路上大步迈进。

“白叶一号”跨越山海扎根，乌江白
茶、古茶产业蓬勃兴起，为乡村全面
振兴注入强劲动力，书写着“一片叶
子带富一方百姓”的精彩篇章。

“白叶一号”：山海情深绿染山乡
春日清晨，阳光洒在沿河自治县

中寨镇三会溪村的盘山公路上。34
岁的杨胜强驾驶着皮卡车，车斗里竹
篓中的鲜嫩茶青散发着阵阵清香。
停稳车后，他单臂拎起两篓茶青走向
凉亭，额头已沁出细汗：“现在每天能
收200多斤茶青，比去年多了三成。”

曾几何时，这里还是一片贫瘠的
荒山。360万株“白叶一号”茶苗跨越
1400余公里落地中寨镇，最高海拔
1360米，常年云雾缭绕，素有“云中仙
寨”之称。2025年，“远嫁”到中寨镇
的“白叶一号”迎来第五年采摘季，茶
园里村民们挎着竹篓在茶垄之间来
回穿梭

彼时，谁也不相信这“金叶子”
能在穷山沟里扎根。“当时村里的
荒山全是石头缝，土薄石多，乡亲
们都心存疑虑。”杨胜强蹲在茶园
边，回忆起当年的情景。

面对恶劣的自然条件，沿河开
启了探索发展之路。镇里推行“党
组织+企业+农户”模式，先由村集
体流转土地，引进茶业公司统一管
护，再通过“返租倒包”让村民承包
经营。 2021 年底，杨胜强抓住机
遇，承包下 32 亩茶园开启“二次
创业”。

为了让茶苗茁壮成长，镇里请
来安吉的农技专家，传授“黄板诱
虫”“生物菌肥”等生态管护法。杨
胜强日夜守在茶园，单臂抡起锄头

翻土，手上磨出一层又一层老茧。终于，两年前春天，他
的茶园迎来首次丰产，3000斤茶青卖了 24万元。杨胜强
说：“茶叶品质好，受市场青睐。”

如今，中寨镇拥有生态茶园10800亩，茶产业覆盖11
个村（社区），受益群众达 3150余户 14000余人。全县
15.81万亩茶园中，“白叶一号”核心区达5000亩，带动18
个乡镇 8万余人参与种植。曾经的“穷山坳”变成“绿银
行”，单是中寨镇就建起6家茶叶加工厂，机器轰鸣取代了
往日的寂静。2025年，该县预计实现茶叶产量1.26万吨，
产值13.6亿元，让生态优势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

乌江白茶：生态赋能 香飘四方
春四月，在晓景乡白茶生态茶园，400多位村民正在忙

碌采茶，妇女和老人们的欢声笑语回荡在茶园。茶园管理人
员冯碧珍介绍道：“她是双手采茶熟练师傅杨昌芬，一天最低
都能挣到100多元，最多有200多元。”只见杨昌芬双手如飞，
不断把茶青放入竹篓，效率远超旁人。

过去，晓景乡村民多以传统农业为生，收入微薄且不
稳定。2013年，晓景乡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韵茗春
茶业有限公司建设 3600亩生态茶园，乌江白茶产业由此
起步。

发展初期，面临着技术缺乏、市场认知度低等难题。
但公司没有退缩，与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和沿河中等职业学
校形成校企合作，培养专业人才；同时，精心管护茶园，提
升茶叶品质。这里海拔 900到1000米，环境好无污染，产
出的茶叶品质优良，深受市场青睐。

目前，该公司打造的“乌江白茶”已成为沿河茶产业版
图中的代表品牌之一。公司建成年产量 200余吨的规模
化生产线，全年务工费300多万元，采茶费用 200多万元，
带动周边10多个村就业增收，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实
现稳定增收。

古茶产业：千年底蕴 产业蝶变
午后，沿河自治县塘坝镇千年古茶园收购点热闹非

凡。返乡茶农陈强背着满满一篓鲜叶排队称重，电子秤显
示“8斤”，他接过560元现金，笑得合不拢嘴：“在家门口采
茶，收入比在工地搬砖还高，还能陪孩子。”公示牌上，古树
茶鲜叶价格标注为60至80元/斤，是普通茶的2至3倍，排
队交茶的村民络绎不绝。

沿河茶树栽培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先秦时期，唐
代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味极佳”。然而，长期以来，
古茶资源处于零散种植、粗放经营状态，未能形成规模
效益。

近年来，沿河依托古茶产业，积极构建“古茶+”全产
业链。2023年“一带一路”国际茶叶贸易论坛上，公司负
责人田浪签下100多吨夏秋茶出口订单，让过去弃采的叶
片变成“外汇”。全镇规划5万亩古茶核心保护区，建设茶
文化博物馆、非遗体验中心，开发“古茶康养”旅游线路，推
动三产融合发展。

从单一种植到三产融合，从“卖鲜叶”到“卖品牌”，沿
河茶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全县预计茶叶产量1.26万
吨，产值13.6亿元。一片片小小的茶叶，承载着深厚的历
史文化，蕴含着无限的发展潜力，正带动着沿河百姓走向
富裕，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力支撑，在新时代绘就出一
幅生机勃勃的产业振兴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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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只蜂撬动千万产业的甜蜜传奇
蔡茜

代金桂在管理蜜蜂。

在玉屏侗族自治县，有这样“新
农人”，他放弃“铁饭碗”，端起“泥饭
碗”，以供销为纽带，以农机为犁铧，
带领群众蹚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的
康庄大道。

他，就是玉屏供农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理事长、党支部书记姚林。

放弃“铁饭碗” 投身农业新领域
2010年，姚林大学毕业，考进黔

东南州凯里市三棵树镇人民政府，端
上了令人羡慕的“铁饭碗”。然而，年
迈的父母始终牵动着他的心。每每回
家，看到劳动力流失，土地撂荒，他萌
生回乡创业的想法。

几年后，姚林毅然辞去公职，返乡
创业。创业之初，他尝试养殖行业，因
为经验不足几乎血本无归。依靠政府
扶持贷款重振旗鼓，在不断摸索中，提
高自身能力，调整养殖策略，合理规划
养殖区域，养殖产业逐渐走上正轨，不
仅实现盈利，还带动村集体增收，辐射
周边养殖户共同发展。

这段经历，让姚林深刻体会到农
业发展的不易，坚定了他推动农业现
代化的决心。

2019年，在玉屏侗族自治县供销
联社的支持下，姚林与长岭供销联社
及其他返乡青年共同成立玉屏自治县
长岭供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从耕
种管收等产业关键环节发力，率先开
展农机社会化服务，成为玉屏自治县
农机社会化服务的“领头雁”。

“刚开始，我们团队只有 5个人，
农机装备仅 4台旋耕机。”姚林说，在
县供销合作社支持下，从周边服务开
始，不断向外拓展，服务面积扩大，合
作社发展一年一个台阶。

现在，玉屏自治县长岭供农农机
农民专业合作社拥有32名专业人才，
配备 76台涵盖农业生产各环节的先
进机械设备，实现了农业生产全程机
械化作业。

创新服务 农业生产新气象
“轰轰……”清晨，姚林发动履带

式旋耕机，和农机手分头作业，忙着为
农户翻犁土地、打田。

“春耕，我们全天候进行大豆玉米复
合种植、水田打田等服务，让群众当起

‘甩手掌柜’，农户种地更轻松。”姚林说。
近年来，聚焦耕、种、管、收、加、

储、销一体化、全过程服务，玉屏自治
县供农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农
机社会化服务+发展特色产业”模式，
为周边10个区县的农户提供农机耕
种、无人机施肥、病虫害防治等全方位
技术服务，累计服务面积达 16.58万
余亩（次）。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姚林带领合作
社探索创新，推出全程托管“保姆式”、
半程托管“订单式”以及土地流转“甩手
式”等多种服务模式，实现土地、技术、
科技、农资等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打

造绿色、高效、循环的农业生产体系，有
效解决家庭劳动力短缺、生产效率低、
专业技术弱等难题，带领农户走上农业
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发展道路。

精心服务，一年四季不停歇，大豆
玉米复合带状种植基地、稻田里、油菜
基地，该合作社的旋耕机、起垄机、播
种机、植保无人机、收割机等农机持续
上阵作业，迈出农机助推农业现代化
的铿锵足音。

服务升级 绘就农业新画卷
旋耕机在田地里纵横驰骋，无人

机在稻田上空精准施肥，收割机在田
地卷起金色稻浪，农机维修中心为设
备“把脉问诊”……一个个场景，正是
在玉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支持下，姚
林带领玉屏自治县供农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绘就的现代农业美丽图景。

2024年，该合作社规划建设“农

资供应—技术服务—加工销售”全链
条体系，推动玉屏自治县农业向智慧
化升级，姚林的农机服务领域更宽。

而依托玉屏自治县供销合作社资
源和农机设备优势，姚林以“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发展优
质水稻、西兰花、麒麟西瓜等特色产
业，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实现务工
人员年人均增收1万元以上。

姚林的奋斗，是无数个日夜与农机
为伴的坚持，农机驰骋田间的轰鸣，更
是姚林在田间地头精耕细作的实践。

在他的带领下，玉屏自治县供农
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先后获评“省级
农民专业合作社”“省级农业社会化综
合服务中心”，姚林荣获“最美农机合
作社理事长”称号。

正如姚林一样，越来越多的“新农
人”投身农业领域，为乡村全面振兴贡
献力量。

万山黄道乡十万吨畜禽粪污变“废”为“肥”
张弘弢

姚林：农机服务玩出“新花样”
杨小友

姚林在直播间卖农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