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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仁：绘就乡村全面振兴和美画卷

莞铜协作在铜仁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资金方面，东
莞为铜仁的乡村建设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支持，助力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产业发展等项目，例如东莞南城组团帮扶碧江区建设九龙村
乡村振兴示范点，建成民宿4家、露营基地3个，年接待游客 6万人
次，村集体经济增收40万元。在就业方面，通过开展劳务协作、举
办招聘会、设立就业帮扶车间等方式，为铜仁的农村劳动力提供了
更多的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在人才方面，东莞选派优秀干部
和专业人才来我市挂职交流，为铜仁乡村建设提供了智力支持，同
时我市也选派干部和人才到东莞学习培训，提升能力和素质，例如
玉屏侗族自治县与东莞常平组团互派4名党政干部、21名技术人
才，开展农业技术培训18期，800余名干部提升能力。

铜仁的乡村建设正在党建引领下，一步一个脚印扎实推进。
通过加强基层治理、发展特色产业、壮大集体经济、改善人居环境、
培育乡风文明、深化协作帮扶以及推动文旅融合等多方面的努力，
铜仁的乡村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向着和美乡村的目标
大步迈进，为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了坚实基础。接下来，铜仁
将继续砥砺前行，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措施、更加务实
的作风，持续用力推进乡村建设，让乡村的明天更加美好，让农民
的生活更加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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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江蜿蜒如带，梵净山云蒸霞蔚。近年来，在黔东这片土地上，基层治理有
效、产业兴旺发达、环境整洁宜居、乡风文明和谐、协作帮扶有力，铜仁的乡村大地
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展现了乡村全面振兴的铜仁实践与担当。从松桃牛郎的“合
约食堂”到江口云舍的土家风情，从德江天麻的“药财”传奇到碧江万山的文旅融
合，一幅“产业兴、生态美、乡风淳、治理优、百姓富”的和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我市始终将党建引领贯穿于乡村建设的全
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
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为乡村建设注入强大动力。

松桃苗族自治县太平营街道创新“1+3+N”
非诉纠纷化解机制，把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
调解有机融合，近三年成功调处矛盾纠纷2000余
件，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碧江区则
以“多网合一”破解基层治理难题，将党建、综治、
司法等网格整合为“一张网”，配备 5177名网格
员，构建起“全链条”数字化治理体系，坝黄镇宋

家坝村依托智能平台实现火险预警、农事监管等
精准服务，连续三年保持“零事故”。

思南县通过建强基层组织“桥头堡”，扎实
开展“排队抓尾、双整双创”行动，培育先进乡镇
党委、先进村（社区）党组织，整顿后进党组织，深
化乌江流域党建联盟工作机制，建立“先进带后
进、强村帮弱村、弱村抱团发展”模式，凝聚起基
层党组织引领发展的强大合力。同时，该县注重
基层队伍“领头雁”的培养，选派优秀村（社区）干
部跟岗学习，动员干部进行学历提升，开展职业

技能培训，申报市级乡土人才，不断提升基层干
部的能力素质。

万山区则以“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机
制为载体，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
治理等工作，建立以联户、网格为依托的安全防
线，推行网格化管理、计分制管理、修订村规民约
等，建立健全村级社会治理机制，将村民得分情
况与村级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挂钩，不断健全自
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努力建设
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

乡村全面振兴，产业是根基。近年来，铜仁
聚焦强基层组织、强集体经济、富农民口袋、富农
民脑袋的“两强两富”目标，创新实施“强村富民”
行动，探索成立强村富民公司、工坊、金融、人才
服务“四个平台”，明确龙头企业带动、资产资源
入股、提供社会服务、组织订单生产、承接工程项
目“五种路径”，不断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德江县泉口镇以“黄金芽”茶叶为突破口，通
过“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建成标准化茶园
1.4万亩，带动群众增收。江口县双江街道成立
强村富民综合发展有限公司，整合资源发展城市
经济，与贵州江口梵净文化体育培训中心签订
7.8万元租赁协议，年增收40万元。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官舟镇通过“村村合股联
营”模式，整合全镇40个村（社区）的集体经济组
织、股份合作社，利用资产入股成立集体经济公
司，组建带货直播间，发展村级联营超市，开展实
体经济新业态，带动销售额突破百万元。

松桃苗族自治县通过县乡村三级联动联带
联推，28个强村富民公司带领 27个乡镇，开工
坊、建项目、兴产业，盘活资源带动数万群众实现
在家门口就业。盘信镇六塘村整合资金，盘活闲
置资产，建立30万羽生态蛋鸡标准化养殖场，借
助东西部协作东风，产品远销大湾区，村集体经
济实现零的突破。

碧江区滑石乡则立足自身优势，引导各村集

体经济组织因地制宜发展“白水贡米”以及仙草、
果蔬、生态养殖等特色产业，通过培养本土人
才、外聘专业人才，解决村集体经济经营能力
缺乏的难题，推行种植管理“八个统一”方法，
实现全产业链发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群众增收。

全市中药材产业异军突起。铜仁依托“梵净
药库”资源，打造“两山两江”产业带，德江天麻、
印江黄精、江口淫羊藿等道地药材声名远扬。国
药集团同济堂在江口县建成全国最大淫羊藿种
苗基地，采用“六统一”标准种植，带动 21603户
农户增收。

围绕“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我市大力
整治农村人居环境，村容村貌得到了显著提升。

江口县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契机，以打造
“四在农家·和美乡村”为切入点，以农村垃圾革
命、污水革命、厕所革命、村容村貌革命为主攻方
向，以农村“清、建、改、管”为抓手，加大投入力
度，补齐农村人居环境短板，完善农村基础设施，

全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太平镇云舍村保留土家吊脚楼风貌，发展
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超 50万人次，村民人均收
入突破3万元。

石阡县大沙坝乡任家寨村利用水源优势发
展桶装水产业，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通过
改善村庄环境，打造宜居宜业的美丽乡村，让村

民的生活更加舒适美好。玉屏侗族自治县推行
“微菜园、微花园、微果园”改造，33户农户获评
“美丽庭院”示范户，实现“一路一景、一户一
韵”。碧江区漾头镇九龙村依托莞铜协作资金，
建成叁莳民宿、露营基地等场所，带动153户群
众增收。

乡风文明是乡村全面振兴的灵魂。在松桃
苗族自治县牛郎镇，“合约食堂”成为移风易俗的
鲜活样本。这座由政府投资 20万元建设的民族
团结食堂，统一操办红白喜事，每桌套餐198元
起，燃放鞭炮从“万元级”降至“零燃放”，节约开
支超百万元。村民龙昌勇感慨：“以前办酒席借
锅碗瓢盆，现在食堂一应俱全，省心又省钱。”通
过制定规章制度，规范村民的宴席举办，有效遏

制了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倡导文明
节俭的生活方式，得到了村民的认可和支持。

思南县通过建立“垃圾兑换超市”，根据不同
垃圾种类设定积分计量，将生活用品纳入可兑换
商品，形成长期可持续的农村垃圾分类办法，不
仅推动了农村环境治理，还引导村民树立了文明
乡风。同时，推行党员积分管理，开展文明创建
活动，持续整治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等陈规陋习，

不断完善村规民约，推进移风易俗，传播文明风
尚。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合水镇兴旺村打造

“党群同行·善治兴旺”品牌，通过“道德榜”“红黑
榜”评选，涌现出30余户“文明家庭”。

我市还设立“非遗集市”“百姓大舞台”，常态
化展演傩戏、苗绣等文化遗产，思南花灯、苗家四
面鼓等非遗走上乡村舞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
碰撞出乡村振兴的“精神火花”。

1. 党建引领：激活基层治理“神经末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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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协作赋能：山海携手谱新篇

产业兴村：“小特产”撬动大市场

生态塑形：山水田园焕新颜

文化铸魂：移风易俗树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