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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黄前金 罗进军） 近年来，江口
县紧扣“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
牌”战略定位，以东西部协作为纽带，创新推进

“茶旅、文旅、农旅”三维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乡
村全面振兴特色示范带，探索出一条产业兴、
生态美、百姓富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茶+旅”深度融合，打造富民增收“绿色
经济带”。抢抓东西部协作契机，聚集“2+2”
优势产业，紧扣“中国抹茶之都”品牌定位，构
建“全产业链+多元体验+立体营销”发展模
式，推动抹茶产业三产融合升级。

强链延链，夯实产业根基。整合资金1.07
亿元（协作资金 886万元），建成生态茶基地
16.08万亩，投产茶园12.53万亩，改造碾茶初
加工生产线 6条、碾茶精制生产线1条，建成
年产 240吨抹茶集成上下料连续水冷智能磨
粉生产线1条、抹茶冷库仓储基地 2个、强村
富民工坊车间1个、抹茶销售中心1个，提质
改造抹茶基地7000余亩。

创新转化，拓展体验场景。深化“抹茶+”
跨界融合，开发抹茶食品、饮品、日化等 40余
款特色产品，推动抹茶产品进驻县域内 30余
家餐饮店、50余家酒店民宿，建成“梵净抹茶”
体验店 80余家，在东部城市设立营销窗口 20
余个。依托电商平台开设旗舰店200余家，开
展直播带货打造抹茶“网红经济”。通过产销
联盟，与10余家东莞企业合作，实现抹茶产品

销售额4.28亿元。
品牌营销，提升市场影响。充分利用大朗

组团·江口县结对帮扶关系与省外茶商结成产
销联盟，到北京、东莞、兰州、太原等地建立梵
净山茶实体店和推广中心，举办中国茶叶大
会、抹茶雅集等品牌活动，在北京、东莞等地设
立品牌推广中心，组团参加国际茶叶博览会等
重要展会，斩获国家级奖项8项，推动“梵净抹
茶”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

“文+旅”有机融合，构造民族文化“传承
体验带”。学习借鉴东莞“莞邑拾光”乡村振兴
示范带创建做法，依托“云舍村”和“寨沙侗寨”
深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将传统民俗转化为文
旅体验场景，激活乡村文化振兴新动能。

活化非遗，打造沉浸式演艺。在云舍村、
寨沙侗寨推出“云中仙舍”“月上寨沙”实景演
出，以土家族、侗族文化为核心，编排《云中姑
娘》《哆耶篝火》等特色节目。2024年“五一”

“国庆”期间开展民俗活动324场次，吸引游客
沉浸式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

留住乡愁，建设文化新空间。在以“金钱
杆”“瓦寨锣鼓”“俄斯啦芭伊”“龙灯”等非遗项
目表演方式的基础上，投资100万元建成云舍
村乡愁馆，通过非遗展演、婚俗展示等形式，集
中呈现土家族文化记忆。乡愁馆年接待游客
超10万人次，成为传承乡土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俗体验，增强文旅吸引力。在云舍村寨
入口设置“拦门礼”特色环节，通过唱山歌、敬
米酒、抬花轿等互动体验，让游客深度感受民
族风情。依托文旅产业在云舍村发展民宿农
家乐 94家，日接待游客 3000余人，2024年吸

引游客100万人次，带动云舍等4个特色带村
集体经济人均增收2.5万余元。

“农+旅”创新融合，建造和美乡村“示范
样板带”。以农文旅融合为抓手，推动乡村产
业振兴、生态宜居与乡风文明协同发展。

品牌引领，激活乡村旅游。打造“我在梵
净山下有间房”协作品牌，建成云舍小院等精
品民宿集群，开发“蘑菇石”系列文创产品，吸引
研学游客8万余人次。投入协作资金1200万
元，建成集“休闲度假、生态养生、观光体验”于一
体的高端民宿度假区，形成乡村旅游新亮点。

活动赋能，提升品牌形象。以梵净山世界
自然遗产地及国家 5A级景区为核心，举办国
际抹茶文化节、环梵自行车赛、“奔跑吧，江口”
等大型文旅赛事24场次，创作《欢迎你到江口
来》主题歌曲，拍摄《云舍》等宣传视频，持续擦
亮“梵净江口·养心天堂”品牌。

生态宜居，建设和美乡村。创新基层治理
模式，结合“枫桥经验”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投
入协作资金1820万元，建成 4个“四在农家·
和美乡村”特色村寨和4个省级特色田园乡村
示范点，推动沿线村庄环境整治和风貌提升，
实现了乡村“颜值”与“内涵”双提升。

江口县通过“三维融合”发展模式，实现了
生态资源向经济价值转化、传统文化向文旅产
品转化、乡村风貌向宜居家园转化，累计带动
3万余名群众增收致富，走出了一条具有山区
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子，为东西部协作提
供了可复制的“江口经验”。

山海虽远、两心相连。在贵州江口的青山
绿水间，广东省东莞市支教教师沈晶晶以教育为
纽带，积极响应“粤黔协作·莞爱铜行”的帮扶号
召，用实际行动诠释支教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在这片土地上书写着感人至深的教育篇章。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成为了沈晶晶
践行教育初心的行动指南。东莞市樟木头镇
实验小学语文中级教师沈晶晶，深耕教坛11
年，在教育领域早已硕果累累，获得了国家级
优质课一等奖，东莞市课题主持人、东莞市品
质课堂大赛二等奖，镇语文和道德与法治双学
科教学能手、镇优秀教师等荣誉，但她始终怀
揣着一个支教梦。2024年8月，沈晶晶响应国
家东西部协作对口帮扶号召，带着年仅6岁的
儿子，跨越千里山海，从东莞奔赴江口县，开启
了一段“教育帮扶”的新征程。

在江口县第一小学，沈晶晶挂职副校长，
同时挑起 307班语文教学与校阅读社团的重
担，在工作间隙还要照顾孩子起居，加班准备
教案、批改作业，她在母亲与教师的角色间不
断平衡。

“我觉得妈妈带我来贵州支教，特别地辛
苦，一边工作，又要带我。我要做一个好孩子，
要做一个像妈妈一样有用的人。”沈晶晶的儿
子何胤灏说。

在支教期间，沈晶晶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在学校管理方面，指导学校德育处制定德育

“主题月”活动方案，先后开展了“培养学生看
得见的好习惯之出操列队”和“集合集队细节
规范”讲座，彻底改变了学校集合集队的整体
面貌。在级组管理方面，她结合东莞级组管理
经验，开创了适合该校的精细化网格化级组管
理制度，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
学校的管理模式提供了可借鉴的范例。

“自 2024年 8月底来到江口一小支教，挂
职副校长一职，我深感责任重大。在支教期
间，我深入考察调研，结合东莞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和江口一小实际情况，我对症下药，以学
生习惯为抓手，培养学生看得见的好习惯。这
一年来，学生在出操列队和课堂习惯上效果显
著，作为资深的级组长，我也充分发挥自身的
优势，把精细化、网格化的级组管理模式传到
我们的江口一小，开启了江口一小级组管理的
全新视角。”沈晶晶说。

在班级管理方面，沈晶晶采用“调研症
状+养成习惯+鼓励教育”三项举措并进，在日
常行为和课堂中，她利用印章兑换小礼物的制
度，激励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沈老师是去年来到我们班的，是东莞支
教的老师。我对她的印象很好，我喜欢她的教
学方式，每回答一个问题就盖一个印章，把印
章积累到一定的数量，就可以兑换礼物，让我
能积极地回答问题。她很温柔，有一次她叫我
去参加朗诵比赛，我得了第二名，让我更加自
信。沈老师还帮我把成绩提高了，我最喜欢沈
老师了。”江口县第一小学学生龙亦璟说。

“沈老师是一位从东莞来的支教老师，每
次都温柔的教导我们，还自掏腰包给我们买各
种零食、玩具和有趣的书。老师每次都用一些
论语等文言文来鼓励我们，我喜欢我们班的沈
老师，因为她为人正直、认真负责。”江口县第
一小学学生黄诗玲说。

“在班级管理方面，我采取鼓励加习惯双
结合的策略，在印章激励制度下，鼓励学生养
成课前准备、课中认真倾听、善于思考等好习
惯。通过一年的培养，学生的好习惯逐渐养
成、班级班貌焕然一新、班级凝聚力显著增强、
语文成绩显著提升。”沈晶晶说。

同时，沈晶晶还肩负起培养新班主任的重
任，将自己的班级管理经验和方法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其他老师，定期组织班主任培训、开展
案例研讨等活动，帮助新班主任快速成长，提
升班级管理能力。挂职期间，沈晶晶共进行了
5次校级公开课、2次师徒结对同课异构，涵盖
各种不同的学段和课型。她用精心设计的教
学环节和精彩纷呈的课堂互动，为该校教师提
供了多样化的教学参考，带动了全校语文教师
在教学方法和课堂组织方面的不断改进与创

新，营造了浓厚的校内教研氛围，有力地促进
了全校语文教学质量的整体提升。

“从沈老师去年 9月份来到我们学校，她
就成了我的良师益友。在工作中指导我参加
语文、劳动课等多次比赛，均获得了优异的成
绩。在她的耐心指导下，我学到了很多新的教
学方法，对课堂的把控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
升，在教学设计、微课制作等方面也获得了优异
的成绩。在班级管理中，给我传授了很多高效
的经验和方法，特别是在对孩子的好习惯培养
方面，更是让我受益匪浅。在生活中，沈老师还
是我的好朋友，她经常跟我谈心，分享一些生活
中的感悟和经验。非常感谢沈老师这一年来
对我的陪伴。”江口县第一小学教师金燕说。

作为莞铜教育协作的桥梁，她积极推动两
地教育资源共享，将东莞市樟木头镇实验小学
的“养正教育”特色品牌——《好习惯》校本课程
引入江口县第一小学，毫无保留地分享教材内
容与实施方法，助力培养学生良好的行为规范
和学习习惯。此外，她还积极协调，促成樟木
头镇实验小学向江口县第一小学捐赠价值1.5
万元的图书，为书香校园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作为语文老师，我深知阅读是点亮人生
的钥匙。在支教期间，为了点燃学生们的阅读
热情，在校内我组织开展了读书节活动，在全
县‘阅美黔贵·传承有我’新时代好少年活动
中，我作为读书管理人，带领一小的学生斩获
佳绩，我也被评为优秀指导老师，为一小捧回
优秀组织奖。”沈晶晶说。

从一本书籍到一个活动，从课程引入到资
源对接，沈晶晶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支教教师的
责任与担当，让阅读的种子在黔东大地生根发
芽，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回首支教的一年时间，如白驹过隙，跨越
山海的情谊仍历历在目。感谢江口一小的同
事们对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关照、包容和信任，
让我收获了暖暖的同事情、师生情，也让我收
获了满满的幸福感和成就感。祝愿江口一小
和江口的教育在粤黔协作的背景下越来越好，
教育质量更上一台阶，莞爱铜行，一路生花。”
沈晶晶说。

本报讯（杨瑾） 近日，江口县公安
局德旺派出所收到群众郑某送来的两
面承载着深深谢意的锦旗，锦旗上面
分别印有：“排忧解难，爱心为民”“一
心为民办实事，情系百姓解民忧”。

郑某曾两度在困境中向派出所求
助。第一次是在一个深夜，郑某焦急
地报警，称孩子突发高烧，家中没有储
备药物，情急之下只得求助民警帮忙
买药送到家中。接到报警后，德旺派
出所民警没有丝毫耽搁，迅速购买所
需药品并火速送至郑某家中，一直守
护至孩子情况好转才安心离开。另一
次，郑某驾车时不慎滑入路边农田，孤
立无援之际再次报警求助。派出所民

警迅速赶到现场，所幸事故未造成人
员伤亡。民警们毫不犹豫地伸出援
手，合力帮助郑某将车辆扶正并推出
农田，随后将郑某安全送回家中，彻底
解决了他的燃眉之急。

为表达对派出所民警两次及时、暖
心救助的由衷感激，郑某特意制作了两
面锦旗，送到了德旺派出所民警手中。

群众的认可既是荣誉，更是鞭
策。德旺派出所全体民警表示，将始
终秉承“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服务
宗旨，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提升服务效
能与水平，努力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
优质、高效、便捷的公安服务，让平安
与温暖常驻百姓心间。

鏖战8昼夜，点亮榕江城！近日，南方电网江口供电局援榕队伍载誉而归。
工作人员们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挺身而出，连续8昼夜全力奋战，在榕江之畔
的“第一高度”点亮希望之光。 吴瑾 田秋莹 摄

近日，村民在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田间管护南瓜苗。 李鹤 摄

本报讯（杨飞 文/图） 今年以
来，江口县桃映镇妙石村紧扣村民养
殖需求，深化林下养鸡特色产业布局，
通过对接县科学技术协会，争取到
1000羽优质绿壳蛋鸡苗，为村民增收
致富再添新动能。

7月 10日清晨，妙石村村委会院
坝早早热闹起来。村民们提着竹筐、
扛着鸡笼，陆续赶来参加鸡苗免费发
放仪式。发放前，县科协技术专家陆
祖发带来的林下养鸡技能培训成了

“及时雨”，他用通俗易懂的方言讲解
科学配料、温湿度调控、禽流感防治等
实用技术，还现场演示疫苗注射手法，
让村民们听得明、学得会。村“两委”
与驻村干部组成服务专班，一边指导
村民填写领苗登记表，一边帮着加固
鸡笼，发放工作井然有序。

“这鸡苗看着就精神！”村民刘和

云捧着刚领到的 20羽鸡苗，他掂量着
笼中羽毛油亮的鸡苗笑道：“政策暖人
心啊，我们肯定把这些小家伙喂得肥
肥壮壮，不辜负这份关怀。”现场像刘
和云这样喜上眉梢的村民还有很多，
大家捧着叽叽喳喳的鸡苗，仿佛捧着
沉甸甸的希望。

这批鸡苗均为一月龄优质品种，
平均体重超过半斤，已完成新城疫、法
氏囊等5种疫苗接种，适应山地气候能
力强。“这些鸡苗适合林下散养，抗病
性好，成活率稳定在 90%以上。按每羽
年产蛋 150枚、市场价 1.5元/一个计
算，1000羽鸡年产蛋15万枚，可带动
村民增收20余万元。这批鸡苗不仅能
产蛋增收，林下散养的鸡还能打造村
里生态鸡品牌，让村民的钱袋子越来
越鼓。”村支部书记杨丰铖说道。

本报讯（杨旭） 近年来，江口县官和乡
坚持党建引领，将撂荒地整治与发展“短平快”
产业紧密结合。依托当地丰富的土地资源和
在家富余劳动力较多的实际情况，探索以“党
支部+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全力抓好辣
椒产业发展，为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致富开
辟新路径。

走进官和乡辣椒
种植基地，映入眼帘的
是一片繁忙景象，村民
们穿梭在田垄间采摘
辣椒，随后忙着打包、
装车，动作娴熟麻利。
田间地头，一串串饱满
鲜亮的辣椒挂满枝头，
与村民们淳朴的笑容
相互映衬，生动见证着
官和乡通过发展产业
让撂荒地焕发新生的
蜕变。江溪屯村罗明
军率先响应号召，主动
承包了村里的 47亩撂
荒地，带头种植优质辣
椒。从选种育苗到田
间管理，再到联系销
路，罗明军事事冲在前

面。他不仅自己钻研辣椒种植技术，还积极参
加乡里组织的农业技能培训，把学到的知识教
给周边村民。

为了让更多村民敢种、会种、种得好，打出
政策“组合拳”。组织乡农业农村服务中心联
合村（社区）党支部协助有种植意向的群众办
理家庭农场申报、厘清土地流转权责及规范财

务收支明细。目前，已培育家庭农场 6家。同
时，结合产业奖补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农户进
行种植情况统计，并协助整理申报材料，确保
奖补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截至目
前，全乡脱贫户已申报辣椒种植产业奖补
119.5亩，拟申报资金59750元。同时，乡农业
服务中心还积极组织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指
导辣椒种植及管护。这些真金白银的支持和
贴心周到的服务，让村民们吃下了“定心丸”。

“辣椒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移栽、管护到
成熟采摘，每个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这也
为村民就近就业搭建了平台。”官和乡农业农
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熊浩介绍道。江溪屯村
孙平珍便是受益者之一，她笑着算起收入账：

“以前在外面干活，土地撂荒了不说，还不能照
顾家里。现在把土地流转给村里的种植大户，
不仅有租金，还在基地干活每天能挣 90块钱，
又能够照顾家里，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了！”

从撂荒地蜕变为生机勃勃的辣椒地，既是
党建引领产业发展与撂荒地整治的缩影，也是
官和乡通过“1+1+N”产业发展布局，建起“土
地流转得租金、务工就业得薪金”的多元增收
模式的体现，让闲置的土地资源得到了有效利
用的同时，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今年官
和乡组织大户种辣椒300余亩，带动30余户增
收，户均年增收超4000元。

桃映镇妙石村
千羽鸡苗入户 点亮增收新希望

德旺派出所
“排忧解难”获赞誉 点滴为民暖人心

曾锣强

沈晶晶：莞师黔行传薪火 匠心筑梦绽新绿

粤黔协作·莞爱铜行

官和乡做强辣椒产业激活撂荒地

江口“三融合”
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特色带新蓝图

牢记嘱托 展现新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