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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松桃苗族自治县黄板镇前丰村
蛋鸡养殖场里，两万羽“小”蛋鸡正奏响
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蛋曲”，娓娓动听地
讲出党建“大”故事。

“小”蛋鸡背后的党建“大”故事，
还得从五年前讲起。

2019年，前丰村被确定为中国电子
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电子）的帮扶点，集团相关领导通过实地
调研，探索“党建+国有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把蛋鸡作为该村的
主导产业来发展，前丰村迎来了发展的
春天。当年，投入138万元的帮扶资金，
前丰村党支部带领农户自筹15万元入股

资金，一座规模 1万羽的半自动化蛋鸡
养殖场拔地而起。

随着鸡蛋市场前景向好，2022年，中
国电子再次投入 70万元帮扶资金，助力
蛋鸡养殖场规模从 1万羽扩大到 2万
羽。如今的第四期养殖场，鸡舍配备全
天恒温系统设备，彻底解决蛋鸡忽冷忽
热的难题。在产蛋高峰期，产蛋率突破
95%，日盈利超 2000元，平均每天盈利可
达300元。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是党建
引领下科学管理与技术创新的成果。

前丰村的蛋鸡养殖项目，成了带动
村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引擎”。项目启动
至今，已为 11户农户提供稳定就业岗

位，全村190户700 余人还享受了村集体
经济分红。真正实现了“一人就业，全
家增收；产业发展，全民受益”。

前丰村党支部始终发挥着管理与发
展的核心引领作用，将养殖场纳入黄板
镇强村富民公司统一管理，严格完善规
章制度、规范管理程序，通过“走出去”学
习先进经验，“请进来”接受技术指导，提
升饲养员管理经验与技术水平，降低鸡
苗损失；在技术层面，加强与鸡苗厂家、
动保厂家合作，每月至少邀请技术人员
到场指导一次，强化对饲养员培训，使其
能精准判断鸡群健康状况，还积极探索
饲料技术，用自配料替代全价料，每吨节

约成本100元以上。在销售渠道拓展上，
更是多管齐下，通过经销商将鸡蛋销往
重庆、湖南等地；依托中国电子的消费帮
扶，累计采购金额达 200余万元；借助中
电消费帮扶平台，让鸡蛋走向全国各地；
采用“强村带弱村，片区抱团”模式，助力

“黔货出山”；回收旧纸箱降低成本，已回
收4902个，节约成本9804元。

从昔日的贫困村到如今产业兴旺、
群众增收的示范村，前丰村的半自动化
蛋鸡养殖场，讲述着党组织为民服务初
心的感人故事，续写着产业发展与党建
融合的新篇章。

松桃前丰村唱响“金蛋曲”
刘友平

兴业·强县·富民

在思南县珠池坝村连片的柚子林
里，“水肥一体化”设备有序运转；标准化
的草莓园内，一颗颗草莓“住”上一米高
的“高架”。这里的特色产业满是“科技
范”，令人眼前一亮。

曾经贫瘠的土地，如今在有研集团
多年的定点帮扶下，摇身一变，成了特色
瓜果种植的沃土。

“要是不控旺，肥料太足，植株就只
长叶片，果子吸收不到养分，容易落花落
果，结出来的果子品质也不好。”在思南
县邵家桥镇珠池坝村的草莓种植基地，

“土专家”正耐心指导着草莓施肥、病虫
害防治、控旺等关键技术。

2024年11月，依托中国有研的定点
帮扶，在珠池坝村投资50万元，建成了思
南县目前唯一一家无土栽培草莓基地。
基地内，章姬、红颜、粉玉等多个草莓品
种生机勃勃。眼下，草莓园的采摘已接
近尾声。为保障下一季草莓丰产丰收，
珠池坝村特意邀请“土专家”深入草莓
园，就高架草莓种植管护等技术进行现
场指导。

“我们珠池坝是首次尝试种植高架
无土栽培草莓，今年效益总体不错，但在
技术上仍存在一些短板。”珠池坝草莓园
负责人邓从军坦言，“所以我们专门请来
水果产业方面的‘土专家’，希望通过学

习指导，改进种植技术，让下一季草莓在
质量和产量上都能更上一层楼。”

在中国有研集团的帮扶下，珠池坝
村的发展亮点频出。这里不仅拥有思南
县独一无二的“高架草莓园”，在2023年，
集团投入帮扶资金实施的水肥一体化项
目，也通过自动化灌溉和施肥系统，显著
提升了柚园的抗旱能力，让珠池坝的柚
子产业真正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今年，村里还在柚子基地套种了 500
亩南瓜，进一步拓宽了村集体经济增收
渠道，带动 3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实现稳
定就业。

“有研集团投入 60万元帮我们实施

水肥一体化项目，现在每一棵柚子树下
都能精准灌溉水肥；又投入 50万元资金
帮我们建起无土栽培大棚草莓，今年草
莓收益相当可观。”珠池坝村党支部
副书记邓万进感慨道：“多亏有研集团的
帮扶，我们村的产业发展有了质的飞
跃。”2024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增加了
21万多元，发放工人劳务工资更是达到
37.6万元。

如今的珠池坝村，家家种果树，户户
有果园。每到瓜果飘香的时节，这里都会
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体验。连片的柚
子树、成片的南瓜苗、标准化的草莓大棚，
已然成为当地群众致富的“绿色银行”。

思南珠池坝村：

特色产业展现“科技范”
廖雪芳 陈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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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 9日，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部长许飞出席市
委宣讲团第二轮集中宣讲动员培训会暨集体备课会，
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
讲话精神第二轮集中宣讲和集体备课作培训指导。

● 5月 8日，铜仁市 2025年“红十字博爱周”活动在
碧江区文庙广场举行，副市长李俊宏出席启动仪式。 在碧江区，一场围绕公厕的文明变

革正在悄然展开。
走进碧江区的大街小巷，曾经令人

避之不及的公厕如今已旧貌换新颜。从
外观上看，一座座公厕整洁美观，与周边
环境相得益彰。无论是繁华商业街区的
公厕，还是偏远社区、公园内的公厕，都
统一进行了风格设计，外立面色彩清新，
标识清晰醒目，让人一眼就能找准位置。

步入公厕内部，更是给人带来极大
的惊喜。干净整洁的地面、光洁如新的
洗手台、齐全完备的设施，处处透露着精
细管理的痕迹。无障碍设施的设置，为

残疾人、老年人和儿童等特殊群体提供
了便利；自动感应的水龙头、冲水设备，
既卫生又节能；墙上悬挂的文明标语、温
馨提示，潜移默化地引导着使用者文明
如厕。

“以前路过公厕都得绕着走，现在完
全不一样了，不仅干净，而且设施很齐
全，有时候在外面办事，来这里方便一
下，心情都好了很多。”市民张女士对公
厕的变化赞不绝口。这不仅仅是个别市
民的感受，如今，碧江区的公厕已经成为
了市民和游客交口称赞的民生工程。

这些改变并非一蹴而就。碧江区高

度重视公厕建设与改造工作，将其纳入
文明城市创建的重要民生工程。相关部
门积极谋划，按照高标准、高质量的要
求，对全区公厕进行了全面摸排与规
划。针对老旧公厕，投入大量资金进行
升级改造，从硬件设施到软件服务，每一
个环节都严格把关。

同时，还建立了完善的公厕管理长
效机制。通过引入专业保洁公司，加强
对公厕的日常清洁与维护，确保公厕时
刻保持干净整洁。定期对公厕设施进行
检查维修，及时更换损坏的设备，保障公
厕的正常使用。此外，还加强了对公厕

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服务意
识和业务水平，为市民提供更加贴心
的服务。

“小公厕”彰显“大文明”。碧江区以
公厕为切入点，将文明城市创建的理念
融入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这座充满温情
与关怀的城市，正以崭新的姿态向着更
加文明、和谐的方向迈进。相信在这些

“小公厕”的带动下，碧江区文明之花将
绽放得更加绚烂多彩，为城市高质量发
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文明动力。

碧江区：“小公厕”彰显“大文明”
杨娟

5月9日，大龙开发
区麻音塘街道干部职
工、三寨村村干部和驻
村工作队以及党员、志
愿者在三寨村村组道
路、村民家中开展“两
清两改两治理”宣传宣
讲和整治活动，广泛动
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

近段时间以来，麻
音塘街道创新“示范引
领+全员参与”模式，动
员各村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从“一时美”向“持
久美”蝶变。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巧丽 摄

大龙麻音塘街道:

共建共治共享让“一时美”变“持久美”

劳模风采

杨元桃，中共党员，贵州
百汇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一名技术员，她以坚韧不拔
的毅力和敢为人先的魄力，
用十年光阴，将荒芜的土地
变为致富福地，每年带动群
众创收 200 余万元，成为家乡
发展浪潮中当之无愧的“领
头雁”。并先后获得“贵州省
巾帼建功标兵”、“贵州省优
秀共产党员”、“新时代贵州
人”等称号；今年 4 月，杨元桃
再一次获得荣誉——2025 年
贵州省劳动模范，她将带着
全新“身份”，担起更高的使
命，在家乡的建设发展中谱
写自己人生的新篇章。

华丽转身：
从负债百万到营收千万
杨元桃出生于农村，对

土地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
感 。 早 年 ，她 历 经 创 业 失
败，背负百万债务，可困境
从未磨灭她心中的希望之
火。2015 年，怀着对家乡的
热爱，她毅然投身蔬菜种植
领域，开启了她与蔬菜的逐
梦之旅。

“蔬菜要丰产，技术是金钥
匙。”从踏入蔬菜种植行业起，
杨元桃时常把这句话挂在嘴
边。为掌握前沿种植技术，她
如饥似渴地学习。借助网络平
台，她汲取先进的种植理念；频
繁向行业专家请教，不放过任
何一个技术疑点；她还多次奔
赴中国蔬菜之乡山东寿光，实

地观摩学习先进管理模式与实操技巧。
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实干者。2017年，杨

元桃成立了贵州百汇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2020年12
月，公司上榜贵州省第十一批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
头企业名单；2022年7月，搭乘“莞铜协作”东风，杨元
桃的蔬菜大棚基地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
基地认证，公司年销售额一举突破千万元大关 ，基地
生产的蔬菜直供大湾区，备受青睐。2024年，基地蔬
菜销量突破 500吨，营收达1700万元，在广阔的市场
中站稳了脚跟。

技术惠农：
种菜致富一方人

“一人富，不如一起富”。事业发展成功时，杨元
桃始终不忘家乡群众。在贵州百汇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的引领下，大棚蔬菜种植产业成为助推乡村全面
振兴的动力，带领200余户贫困户发展产业增收，建成

“长期+季节”双轨就业链：58个固定岗让村民变身“上
班族”，50余个临时岗激活农闲生产力，每年带动群众
创收200余万元。

不仅如此，她坚持走科技兴农之道，化身“田间教
授”手把手传艺，还与政府有关部门联手打造“理论+
实操”双轨课堂，用“培训+就业”精准滴灌，帮助参训
群众签约基地务工，打通群众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在她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农户掌握了科学的种
植技术，蔬菜的质量和产量显著提升。“看到他们从

“门外汉”变成“行家里手”，我感到无比自豪。乡亲们
钱包鼓了，我的腰杆就挺直了”杨元桃笑着说。

以情系民：
用服务担当践初心

力坳村牛崽冲组的道路，曾是乡亲们的“心头
病”。每逢雨季，泥浆四溢，道路泥泞不堪，乡亲们不
得不深一脚浅一脚地蹚过泥潭，肩挑背扛，艰难前行；
到了晴天，尘土飞扬，遮天蔽日，不仅让出行变得困
难，更让沿路的农田和房屋蒙上一层厚厚的灰土。这
条路，成了乡亲们生产生活的“拦路虎”，也成了杨元
桃心中挥之不去的牵挂。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她四处奔走，动员群众齐心
协力，众筹资金。最终建成了一条长 0.8公里、宽4米
的硬化道路，解决了群众出行难的问题。

疫情来临时，她挺身而出，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
投身宣传、排查、值守等多项防控工作，无论是寒风凛
冽的清晨，还是冷雨淅沥的夜晚，她都坚守在村口的
卡点上。用实际行动守护乡亲们的健康与安全。防
疫一线物资紧缺时，她主动捐赠了1万余斤新鲜蔬菜
和1000元善款，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力所能及
的支持。

在黔东大地的青山绿水间，杨元桃正以永不停歇
的脚步，丈量着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望着远处成片
的蔬菜大棚，她目光坚定如昨。十年躬耕，她让荒芜变
沃土，让乡亲捧起“金饭碗”；新的十年，她仍将以党员
的担当，在绿野间续写更多关于奋斗与希望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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