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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处贵州东北部武陵山脉深处的石阡县，
地块疏离、地形隔绝，海拔落差悬殊，自然保护
地星罗棋布，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复杂多样的
地理环境与迅猛发展的经济需求相互交织。
这里，每一寸耕地都承载着生存与发展的厚重
期许。

面对经济社会发展与耕地保护之间的矛
盾，该县迎难而上、精准施策，闯出了一条独具
特色的耕地守护之路，让 2173平方公里土地
上的耕地焕发出勃勃生机。

闲置土地重焕生机
春日的石阡县大沙坝乡何家坝村，百亩油

菜花金黄灿烂，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田园画
卷。谁能想到，这片花海之下，曾是百余亩低
效园地。

“这里前些年种红心柚，收益不尽如人
意。”石阡县大沙坝乡党委书记胡宗武介绍，
2023年通过清表、翻挖、平整等一系列精细工
程，成功让这片土地“脱胎换骨”，变身优质耕
地，并种上了粮食作物。

如今，50余户受益群众已累计获得收益
约 20万元，村民们满心欢喜地规划着后续玉
米、小麦等作物的种植。

石阡是劳务输出大县，大量农村劳动力外
流，导致土地闲置、撂荒现象频发。

“2024年底在耕地后备资源摸排过程中
发现桃子湾这块地和周围的耕地相连，经了解
是因为村民外出务工而撂荒，大家共同商议后
砍掉杂树、翻挖土地，共计得到了47亩适合耕
种的土地。”石阡县龙井乡党委书记蔡文冲介
绍，龙井乡将想尽办法“激活”撂荒地，为群众
增收、农业增效、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基础。

近年来，做好闲置、撂荒土地资源复垦利
用，成为石阡县耕地保护的重点工作之一。该
县大胆探索，以村为单位对农村闲置低效土地
进行整体流转，积极引入市场主体与产业大
户，规模化发展水稻、玉米、油菜、蔬菜等粮食
产业，耕地利用率显著提升，闲置土地正以崭
新姿态，重新成为粮食生产的“主力军”。

“今年，明星村将100多亩土地流转给村
集体合作社进行规模化辣椒产业种植，预计增
加村集体收益30万元左右，提供群众就业600
余人次。”石阡县枫香乡明星村包村干部王建
清高兴地说，“让群众看到种地的盼头，土地闲
置撂荒的难题就有解咯。”

干群携手共护耕地
耕地保护从来不是简单的画线守界，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努

力的一项重要任务。
“让我印象最深的是，2024年年底发现金丰村椅子山疑似撂荒

地7.83亩，在村两委与群众的携手努力下，实际得到30多亩，凭空
‘多’得20多亩宝贵的耕地资源。”石阡县枫香乡金丰村党支部书记
王德桂回忆道，在摸排耕地后备资源过程中发现，周边乱草丛生之
地稍加开垦也可以耕种，群众主动要求扩大开垦范围。

枫香乡金丰村村民徐明前看着眼前30多亩的土地长满了油菜
满是感慨，他说：“在这里自家也有2亩地，看到自己参与恢复的耕
地种出粮食，很有成就感。”

在石阡县枫香乡耕地后备资源摸排、提升地力等工作过程中，
正是一幅幅群众参与耕地保护的生动画面。

“通过耕地保护一系列工程项目的实施，让群众得到优质耕
地，实现增产增收，才能更好地激发大家守护耕地的热情。”石阡县
枫香乡党委副书记李文芬说道。

多年来，石阡县通过驻村干部、帮扶干部、村干部齐上阵，以入
户走访、群众会、院坝会等形式，将耕地保护政策精准传递到每一
户农家，群众从“旁观者”逐渐转变为“参与者”，守护耕地的意识深
入人心，为粮食安全筑牢了坚实的群众根基。

数质布局多管齐下
谈到耕地资源现状，石阡县自然资源局局长陈飞坦言：“石阡

县山地广袤，占比高达77.3%，丘陵、谷地占22.7%，林地耕地相互交
错，地势平坦区域耕地后备资源稀缺，成为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对于国家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
能提升重点县的石阡县而言，守住耕地总量、提升耕地质量、优化
耕地布局，不仅关乎农业增效、群众增收，更是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该县通过历史遗留矿山治理、增减挂钩、旱改水等项
目，深挖补充耕地资源，拓展占补平衡渠道，适度扩大水田规模，力
保耕地数量稳中有升、质量稳步进阶、空间布局不断优化，优质耕地
比例显著增加，提高了全县耕地生产能力，拓展了农业生产空间。

数据显示，2019年以来，已累计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建设
24.75万亩，20个500亩以上粮油坝区已建成，水土资源利用效率大
幅跃升，农田防灾抗灾能力显著增强。

下一步，该县将持续深耕林地耕地空间布局优化，大力推进
耕地集中整治，推动耕地“山上”换“山下”，全力破解耕地后备资
源不足与林耕空间错配难题，以坚定决心守住耕地红线，守护发
展生命线。

春日，阳光明媚。走进印江土
家族苗族自治县缠溪镇湄坨村，映
入眼帘的是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
风光。连绵起伏的山峦间，千亩茶
园郁郁葱葱，与波光粼粼的梵净天
池相映成趣。整洁的村道蜿蜒其
中，串起错落有致的农舍和充满欢
声笑语的休闲广场，处处洋溢着生
机与活力。

产业转型蹚新路
茶园变“金园”

湄坨村平均海拔 1100米，森
林覆盖率达 80%以上，常年云雾缭
绕，独特的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其
拥有发展茶产业得天独厚的优
势。上世纪 60年代，村民开展种
植茶树，开启了湄坨村的种茶历
史。彼时的“湄溪茶场”，是印江三
大国营茶场之一。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尤其是
杭瑞高速通车后，湄坨村的交通优
势不再，曾经车水马龙的热闹景象
逐渐褪去，茶产业也陷入困境。散
户种植模式下，茶园管护水平参差
不齐，茶叶加工和销售各自为战，
品质难以保证，价格波动较大。再
加上产业链条短，仅靠清明前后采
摘的少量高端茶，村民收入有限，
不少茶园甚至被荒弃。

转机出现在 2002年，时任国
务院副总理温家宝来到湄坨村考
察，勉励村民用好地理优势，大力
发展茶产业致富。此后，在政府引

导和企业带动下，湄坨村开启了茶
产业转型升级之路。一方面，村里
积极争取项目资金，完善茶园基础
设施，硬化产业路、修建观光亭、栽
种名贵树木，为茶旅融合打下基
础；另一方面，引入先进种植和管
理技术，改良土壤、更新品种，提升
茶叶品质。

2017年，湄坨村整合社企资
金、资源、资产，成立综合开发专业
合作社，全资收购印江银辉茶叶有
限责任公司，开启“村企合一”抱团
发展模式。翻新加工厂房、新增机
器设备，不仅加工春茶翠峰、毛峰，
还拓展夏秋茶和红茶加工，延长产
业链。同时，借助茶品牌优势，流
转全镇 7个自然村的茶园，实行统
一管护、统一加工、统一收购、统一
包装、统一销售，实现规模化、标准
化运营。

如今，湄坨村茶园面积达
1600余亩，人均拥有4亩茶。茶产
业从曾经的“小散乱”，发展成为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把茶
园变公园，茶山变金山，茶园真正
变成了村民的“金园”。

盘活资源兴旅游
乡村变景区

有了优质的茶产业打底，湄坨
村开始挖掘自身旅游潜力，向农文
旅融合发展迈进。湄坨水库占地
400余亩，蓄水量 600多万方，素有

“梵净天池”的美称；保存完好的土

家族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民俗
文化；加之良好的生态环境，发展
乡村旅游条件得天独厚。

按照“茶园景区化、农旅一体
化”思路，湄坨村先后整合各类建
设资金 2000多万元，完善旅游基
础设施。开发农家乐、露营、垂钓、
萌宠乐园等休闲娱乐项目。曾经
闲置的民房，经过改造升级，摇身
一变成为特色民宿，让游客能够沉
浸式体验乡村生活。

为提升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湄坨村积极拓展宣传渠道，借助互
联网平台，通过图文、视频等形式
展示乡村美景和民俗文化，吸引了
众多游客关注。同时，举办各类文
旅主题活动，如春季采茶体验节、
夏季避暑露营节、秋季丰收节等，
丰富旅游体验，延长旅游产业链。

2024年 5月，湄坨村民宿盘活
后再次开始营业。自营业以来，已
接待游客超4万人次，通过线上推
介，名气不断上涨，成为周边地区
热门的乡村旅游打卡地。“在这里，
游客不仅可以欣赏到如诗如画的
山水风光，参与采茶、制茶等农事
体验，还能品尝到地道的农家美
食，感受土家族独特的民俗风情。”
民宿负责人田陈说。

村播赋能添活力
村民变“网红”

数字化浪潮下，湄坨村返乡创
业大学生敏锐捕捉到电商直播的

机遇，积极探索“村播+农文旅”新
模式。2024年，湄坨村累计投入资
金 600余万元，将闲置仓库改造成
全市首个“村播”基地。该基地集
村播、农产品展销中心和民俗文化
展示馆三大功能于一体，通过“线
上直播+线下体验”，为乡村旅游和
农产品销售注入新动能。

为了让主播迅速上手，缠溪镇
邀请专业团队对村民进行电商直
播培训，培养了一批本土“网红主
播”。他们走进茶园、果园、加工
厂，将湄坨村的茶叶、土蜂蜜等特
色农产品，以及优美的自然风光，
通过直播镜头展示给全国网友。
曾经“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农货，如
今成了备受追捧的“网红”产品，不
仅拓宽了销售渠道，还提升了农产
品附加值。

“通过村播基地，湄坨村的农
产品销售范围不断扩大，有效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湄坨村党支部
书记李文志说，直播还吸引了更多
游客前来体验，进一步推动了乡村
旅游发展，形成农文旅融合发展的
良性循环。

如今的湄坨村，农文旅融合发
展成效显著，一幅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
裕的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正徐徐
展开。接下来，湄坨村将继续深挖
自身资源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模
式，让这片土地持续散发光芒。

眼下正值春耕生产的关键时
节，近日，沿河土家族自治县谯家
镇抢抓农时，早谋划、早部署、早行
动，全镇上下掀起春耕生产热潮，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为全年粮
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在谯家铺社区田间地头，居民
们正忙着播种玉米和大豆。今年
春耕，谯家镇积极推广农业机械化
作业和绿色高效种植技术。海拔
较低的区域，大型旋耕机、播种机

在田间来回穿梭，大大提高了耕作
效率；高海拔山区，种植户采用地
膜覆盖、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确
保作物稳产增收。

为确保春耕生产顺利推进，谯
家镇成立了农业技术指导专班，组
织干部下沉一线，协调解决种子、
肥料、农机等问题。同时，通过“合
作社+农户+企业”模式，推动特色
产业规模化、订单化发展。

在稳定粮食生产的同时，谯家

镇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大力发展多
元化特色农业。烤烟、双高红薯、
高山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进
一步扩大，成为农民增收的新引
擎。据悉，今年谯家镇种植辣椒
4000亩、“3+2”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 2000亩、双高红薯 600亩、烤
烟5300亩、银杏移栽430亩。

“当前，春耕工作已全面展开，
这是全年农业生产的基础和关
键。我们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全方位
的科学施肥、病虫害防治等技术服
务，并加强与农资供应商的沟通协
调，确保种子、化肥、农药等农资的
充足供应和质量安全。同时，今年
还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提高春耕
生产效率。接下来，将持续关注天
气变化，及时调整工作部署，全力
保障春耕生产顺利推进。”谯家镇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陈
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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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在万山广袤的田
野，农户们正抢抓农时翻耕土地、
播种育苗、灌溉施肥，一幅幅生机
勃勃的“春耕画卷”徐徐展开。

在万山区大坪乡苏湾村，永祥
振兴农机合作社正在开展水稻集
中化育苗工作。只见播种机高速
运转，在空盘里快速地完成了播
种、填土的工序。另一旁的工作人
员则在水田里开展覆无纺布、钵
盘、插竹编等作业，现场如火如荼。

“现在育苗实现了机械化，效
率比以前高多了，这16亩的秧苗
我们预计 4天就能育完。”合作社
负责人吴远俊说。

近年来，大坪乡为逐步实现
水稻、油菜等主要粮油作物播种
收全程机械化作业，与永祥振兴
农机专业合作社达成合作，由政
府提供水稻种子，农机专业合作
社进行统一的育苗、施肥、管护等
后续作业。

吴远俊告诉记者：“这批苗预
计一个月左右就能实现移栽，我们
采用的是集中育苗模式，出苗率超
过了90%，在节省成本的同时，也为
群众提供了优质的秧苗，为丰收打
好基础。”

据了解，为了提高产量，今年
大坪乡选用了澳富优 287、泰优

390两款优质水稻品种，预计栽种
1.77万亩的水稻。该批秧苗培育
好后，将由合作社统一免费发放给
群众。

在鱼塘乡江屯村高粱种植区，
小型播种机正在田间来回穿梭，一
阵阵机械的轰鸣声中，一粒粒高粱
种子被均匀播种进土壤。

“我们现场机械播种、打药、整
理沟渠都是同步进行，效率很高，
每天播种 40亩左右，预计10天左
右就能够全部种完。加上这段时
间雨水充足，高粱的存活率也会更
高。”江屯村党支部书记向有权介
绍道。

今年，江屯村通过土地入股的
方式，与茅台集团达成合作，发展
了400亩的高粱产业。眼下，村里
正在抢抓天气进行播种，每天有
10余名村民在基地务工。

“这两天是农忙季节，我们在
家门口就能挣到钱，不缺活干。”村
民姚来香笑着说。

当前，万山区立足本地农业生
产实际，鼓足干劲开展水稻育苗、
玉米播种、油菜管护等各项农事，
为全区的农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为全年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湄坨村一景。

石阡县龙井乡旧寨村桃子湾闲置土地恢复后种上了粮食。

印江湄坨村：
“农文旅”融合绘就乡村全面振兴新画卷

蔡茜

万山：一幅“春忙备耕图”徐徐展开
特约记者 孙菁

沿河谯家镇：多元化发展产业助农增收
杨莎莎 冉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