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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章东丽 本报记者 王帅杰 范亚旭

天刚蒙蒙亮，河南省西峡县桑坪镇
塘岈村的王登攀便起床朝自家的袋料香
菇棚走去，和同样早起的邻居打了个照
面。邻居问：“登攀，又去看你的菇宝
宝？”王登攀笑道：“看看心里踏实。”菌棒
就像那娇娃娃一样，要好生伺候才能长
好菌。香菇棚里菌棒散发出的特有清甜
气味随着晨风钻进鼻孔，王登攀心里涌
出一种说不出的激动和幸福。

今年 40 岁的王登攀，10 年前和其他
年轻人一样，是一个爱做梦的人。他有
很多梦，其中一个梦就是家庭富裕幸
福。为了这个梦，他和妻子余秀侠起早
贪黑、奋力打拼，终于盖了新房。然而天
有不测风云，2013年正在干活的他，突然
感到心跳异常、呼吸困难，送到县医院检
查为心律失常。起初，一家人没有太在
意。后来，王登攀又连续几次犯病，而且
一次比一次重。他不得不到郑州检查并
动了手术，后来又接连在北京动了两次
手术。为治病，他花光了一家的积蓄，还

欠了很多外债。最后一次手术是2017年，
他清楚地记得，出院那天，在这个原本高
兴的日子却一点儿也高兴不起来：一堆
债务，怎么还得清？以后的日子该怎样
过 ？ 当 时 ，他 感 到 整 个 天 空 都 是 灰
暗的。

一家人失去了欢笑，忧愁的雾霾笼
罩在家庭上空。王登攀往日的梦想破灭
了，脑海里出现最多的是：这日子啥时才
能熬出头？

2017 年底，村脱贫责任组上门了解
情况，然后通过群众评议、镇村审核将他
一家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帮扶责任
人杨晓娜多次上门与王登攀夫妇谈心，
鼓励他们调整心态、重拾信心。杨晓娜
的话如春风细雨，使夫妻俩干枯的心滋
润起来。他们在政府的帮扶下，开始种
植袋料香菇。王登攀破碎的梦又重圆
起来。

菇农们常说，“袋料袋，一百遍”，说
的是种植袋料香菇的活儿又重又繁。重
的是扛包、拌料、装袋、上架，件件活儿需
要力气；繁的是接种、刺孔、输水、采摘，
一袋香菇袋一季下来要在菇农手中经过
上百遍。每天还得吃药的王登攀身体虚
弱，干一会儿活儿就累得浑身流汗、气喘
吁吁，但是他坚持着，干一会儿歇一会

儿，别人一天干完的活儿，他用两三天去
干。在种植香菇中，贤惠的妻子不但是
他的好助手，更是他的顶梁柱，除了特
别重的活儿雇人外，一般的力气活儿妻
子全包了。就这样，2018 年，他家种植
了1万袋袋料香菇。

没有种植技术，王登攀就虚心向有
经验的人学。一次，为了掌握灭菌技术，
夫妻俩给人家烧了一夜炉子，在亲身实
践中领会了灭菌要领。王登攀也累得第
二天在床上整整躺了一天没起来。王登
攀虽然干不了重活儿，但他懂得笨鸟先
行，接种他先接，刺孔他先刺，一天的活
儿干不完，中午不休息、夜里加班干，一
天到晚脚不停手不闲。他把整个身心放
在了种植香菇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王登攀的香菇长
得特别好。现在他家孩子上学有补贴；
过去一个月500多元的药钱，现在国家报
销后自己几乎不用再贴钱。他还清了外
债，摘掉了贫困帽子。多年的梦实现了，
王登攀感到身体也好多了，不像以前那
样一干活儿就疲劳。他越干越有劲儿，
2020年又增加种植了4000袋。

树上一阵鸟叫，打断了王登攀的回
忆。天已经大亮，王登攀站起身深深吸
了口清新的空气，脸上洋溢着幸福。

□□ 瞿欣含 本报记者 刘久锋

“走，到湄潭当农民去！”近些年，这句
话在贵州北部流传颇广。可乍一听不免
让人疑惑：别的地方都在推进城镇化，湄
潭为何把人往农村引？

“作为西部内陆山区农业县和我国
首批农村改革试验区，矿产资源贫乏、
工业基础薄弱，又无大城市作依托，全
县九成以上为农业人口。这就是湄潭
县的县情。”湄潭县政府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农村谋出路、向土地要效益”成
了湄潭一条取胜之道。近年来，湄潭县
立足资源禀赋，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
农，紧扣“四突破”，深入推进农村产业
革命，奏响乡村振兴的时代强音，广大
乡村呈现出“产业兴、百姓富、生态美、
人气旺”的新面貌。

突破思想观念：破旧立新
展现乡愁新画卷

2018年初，贵州省作出“来一场振兴
农村经济的深刻的产业革命”决策部署，
全省上下掀起声势浩大的农村产业革命
热潮。

湄潭县先后出台一系列措施，将“为
吃而生产”转变到“为卖而生产”上来，把

“优质稻+”“生态茶+”等附加值高的特色
优势产业调上去；坚持把小农生产不断引
入大市场，坚持农业园区化、园区景区化、
农旅一体化，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组织化、
规模化、集约化发展，全面加快产业园、科
技园建设，绘就一幅幅“抬头看山山有色，
低头看水水成景，放眼看村村如画”的乡
愁画卷。

“让农民钱袋子鼓起来，先要让脑袋
‘富起来’。”湄潭县县长李勰表示，要彻底
改变传统的种植模式，改变祖祖辈辈养成
的习惯，革除落后观念，树立现代市场经
济观念，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

“我们家由过去传统养殖改为‘稻鱼
共生’后，3 亩稻鱼 2019 年收益达 18 万
元。”永兴镇分水村村民李江强说。尝到
甜头的他，带动周边有条件的乡邻也干起
这个“新玩意”。当地群众看到产业结构
调整带来的红利，干劲十足、信心满满。

突破发展方式：扬长补短
多业开花

有着水稻种植传统的永兴镇茅坝村
为了提升种植效益，村民自发组织农民专
业合作社，公司化经营“茅坝贡米”“茅坝
米”等品牌产品。随着“茅坝米”的知名度
越来越高，该村顺势搞起了乡村旅游，昔
日的“冬水田”也成了景点。“现在，茅坝村
成为远近闻名的小康示范村。”该村党支
部书记肖文海自豪地说。

作为全国商品粮油生产基地，为了将
传统粮食文化传承下去，湄潭持续强化基
础设施配套，持之以恒走规模化种植、标
准化生产、园区化管理、社会化服务、品
牌化运营的路子，大力发展“稻鱼（虾、
蟹、鸭）共生”循环立体农业，6 万余户农
民种植“优质稻+”20 万亩，实现户均增
收 3000 余元，一湾湾水稻成为富民增收
的主导产业。

“优质稻+”玩出了新花样，“生态
茶+”也跑出了加速度。作为“贵州茶产
业第一县”的湄潭，突出政策化推动、质量
化保证、品牌化引领、链条化延伸、市场化

拓展、融合化发展，打造形成了完整的湄
潭茶业版图。目前，湄潭已建成 1000 亩
县级示范基地3个、高标准精品水果基地
10万亩、时令蔬菜基地20万亩、辣椒基地
16.5 万亩和占地 180 亩的贵州季皇农产
品交易中心。

突破组织方式：“庄稼汉”
成为“新农民”

有 着 改 革 创 新 精 神 的 湄 潭 ，自
2015 年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
入市改革以来，持续探索形成确员定股
东、确权定资产、确股定归属、确管定经
营、平台定市场的“四确五定”改革经
验，不断激发农村发展的活力和动力。

湄江街道金花村大清沟组在对村集
体、村民的各种资源确定权属关系并颁证
后，把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整合村集体和村民资源，打造出闻名
的“七彩部落”。这个仅有70多户人家的
偏僻村庄，现在人均收入已接近3万元。

目前，全县已培育农业龙头企业
92 家，建立村级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
120 个、农民专业合作社 545 个、家庭农
场 60 家。

湄潭优化培训方式，提高农民致富能
力。目前，全县共开展茶叶、辣椒、蔬菜等
产业结构调整观摩实训2380人次。

此外，湄潭按照抓镇促村、整镇推进、
整县提升党建发展路径，探索“功能型党
组织+合作社+坝区+农户”模式，把支部
建在产业链上，强化党建引领。全县乡村
干部、驻村干部密切配合、各展所长，夯实
基层战斗堡垒，推动产业发展工作落细、
落实。

石莲镇黄莲坝村党支部副书记党云
红说，以前因果农不懂技术，黄莲坝村上
千亩红肉蜜柚长势虽好，但挂果参差不
齐。县林业局派驻技术干部当村第一书
记，引进湄潭县七星红肉蜜柚种植有限公
司，成立沿江红肉蜜柚专业合作社，通过

“支部+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黄莲坝
村的红肉蜜柚产业重新焕发生机。目前，
该村共发展 8000 多亩红肉蜜柚，每亩收
入超过8000元。

突破经营管理：“提篮小
卖”变为“耦合突围”

作为全国重点产茶县，湄潭集全县之
力，集中培育地域性公共品牌，制定“湄潭
翠芽”“遵义红”系列产品生产标准，注册
地域品牌证明商标，主推两大公共品牌。
截至目前，全县有茶叶商标150余个，“湄
潭翠芽”和“遵义红”被列为全省“三绿一
红”重点品牌，“湄潭翠芽”品牌价值达
102.17亿元。

怎么销、销往哪里，是关系产业革命
成败的问题。湄潭把握市场需求，抓产销
对接，一系列“黔货出山”的举措，给出了
答案：创新“农超对接”“农校对接”等产销
对接机制，强化农产品定向直通直供直
销；与企业签订销售订单合同，同重庆大
型超市等建立稳定的生鲜农产品供应链
合作伙伴关系；借助淘宝、京东等知名电
商平台销售；在全国开设茶叶产品旗舰
店、专卖店、批发部600余家。

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
效益惠农，将振兴农村经济的产业革命进
行到底，湄潭必将推动农业强起来、农村
美起来、农民富起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走，到湄潭当农民去！
——贵州省湄潭县产业革命奏响乡村振兴时代强音

近日，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的乡韵鲁锦纺织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农村务工人
员正在织造鲁锦。鲁锦是当地特色文化名片。近年来，牡丹区着力做好鲁锦传承，目
前已研发新产品700余种，实体店和网店逾千家，带动当地千余名农民从事手工绣花、
扣子编织等工作，从业者人均月增收3000元左右。

郜玉华 本报记者 吕兵兵 摄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仙居县横溪镇一灯笼加工作坊内，农民正在为客户赶制大
红灯笼，呈现出一派红红火火的场面。随着农历辛丑年春节临近，大红灯笼迎来销
售旺季，当地灯笼专业合作社、灯笼生产公司和家庭灯笼作坊加班加点赶制大红灯
笼，供应订单客户和节日市场。 王华斌 摄（来源：大国三农）

赶制大红灯笼
迎新春

王登攀的“攀登”梦

河北“三方面”推进
农业安全生产

本报讯（记者 李杰）记者日前从河北
省农业农村厅获悉，河北省狠抓隐患排查，
深化专项整治，从“强化责任、推动落实、强
化基础建设”三方面加强农业安全生产工
作，推进全省农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继续
保持稳定向好态势。

据介绍，河北将结合农业行业安全生
产工作特点，更多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大力宣传贯彻安全生产法等法律法规，
持续加强“双控”机制建设、安全隐患排查、
三年行动和专项整治，不断提升从业人员
依法、依规程、依科学生产的意识和能力，
坚决遏制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加大
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加快智慧农
业发展步伐，实施“科技兴安”“智慧兴安”，
全面推动农业安全生产高质量发展。

□□ 王菲菲 本报记者 张艳玲

“各位嘉宾听我言，五中全会作宣
传。‘十三五’把小康建，‘十四五’更不
平凡。经济社会大发展，二〇三五远景
观……”日前，在四川省广元市昭化区太
公镇回龙村的一场结婚庆典上，“知客”
张克清大声“唱”着自己编的“顺口溜”，
向嘉宾宣传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在川北农村，红白喜事都要请能说
会道的“知客”主持，帮着主家招待宾
客。近年来，昭化区把这支乡村“知客”
队伍组织起来，成为基层政策宣讲的

“金话筒”。为了宣讲好党的十九届五
中全会精神，乡村“知客”通过电视、网

络、专题会等多种渠道，全面系统地学
习并结合说唱特点，将群众关心的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等热点内容，创作成“顺
口溜”以及快板，在乡村红白喜事宴席
上进行宣讲。

“接地气！讲的都是老百姓听得懂的
话，不仅朗朗上口还好记。通过宣讲，大
家对党的政策和全会精神了解得更深更
透了……”村民们听后纷纷称赞。

据了解，近段时间以来，昭化区先后
组织“知客”宣讲队、文艺小分队、百姓宣
讲团等队伍深入农村、企业、学校、社区等
地，打造基层宣讲“轻骑兵”，打通了基层
宣讲“最后一公里”，推动了全会精神在昭
化大地落地生根。

五中全会精神在基层

法治乡村建设基层行

□□ 本报记者 马晓刚 李昊

翻开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伊金霍洛旗
苏布尔嘎镇敏盖村“两委”会议记录本，上
面记录着一起起纠纷调解案例。村监委
副主任刘永照说，纠纷能不出村就不出
村，村里把住矛盾化解“第一关”。

伊金霍洛旗是能源大旗，人口众多，
农村牧区矛盾纠纷时有发生。为促进农
村牧区和谐稳定，伊金霍洛旗健全完善社
会矛盾纠纷多元化解综合机制，建立旗镇
村三级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服务平台，打造
专业队伍，实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
镇、矛盾不上交”。

当然，要想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
纠纷，建设法治乡村是重点。伊金霍洛旗
创新开展“一镇一律所、一村一顾问”工
作，实现了全旗138个嘎查村、23个社区法
律顾问全覆盖；完善镇、嘎查村（社区）公
共法律服务站（点），将法律服务延伸到农
牧民家门口。随着乡村法治宣传力度不
断加强，村民办事依法、遇事找法的法治
意识不断提升。

呼伦贝尔市充分利用律师队伍和法
律服务工作者队伍，在全市各村居（社区）
开展“律师进社区”工作，在全市 952 个村
居（社区）实现“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全覆
盖，为村委会及村民解答法律问题，提供

法律服务。同时，该市依托“呼伦贝尔市
司法局”、“呼伦贝尔普法”、各旗市区微信
公众号、“4K智能机顶盒”，使群众足不出
户即可享受到便利的法律服务；还组建
197个由司法所工作人员、法律顾问、村干
部、党员、部分村民代表等组成的法律服
务微信群，不定期推送新鲜实用的法治资
讯，进行线上法律咨询。

通辽市奈曼旗以开展“遵纪守法示
范户”评选活动为载体，深入实施农村

“法律明白人”培养工程，计划利用 5 年
时间，在全旗所有嘎查村连续居住 3 年
以上的住户中开展“遵纪守法示范户”
评选活动。

近年来，内蒙古各地从实际出发，通
过“马背宣讲团”“流动宣传队”“普法大
篷车”等形式开展巡回法治宣传，“送法
下乡”活动呈现常态化。截至目前，共有
380 多支法治乌兰牧骑队伍活跃在全区
各地，深入到农村、牧区、企业、学校开展
法治文化惠民演出，以群众喜闻乐见的
艺术形式宣传法律法规和党的政策。据
统计，全区共建成乡村法治文化广场、法
治文化公园、法治文化长廊等法治宣传
教育基地 587 个，村（社区）法治宣传栏
（橱窗）1.2 万个，为农牧民搭建了广泛的
学法平台，实现 1.3 万余个嘎查村（居）法
律顾问全覆盖。

内蒙古：农牧民“足不出户”享受法律服务

乡村“金话筒”传递“好声音”

广饶县“党员责任田+一
元餐厅”照料农村老人

本报讯（方秋玲 记者 蒋欣然）日前，
山东省广饶县乐安街道东王村的“一元餐
厅”内，村里 70岁以上老人正在就餐。“1元
钱就能在这里吃上热乎饭，场所是村集体
的，蔬菜都来自村里的‘党员责任田’，既绿
色又新鲜。”村党支部书记王仲武说。

据介绍，“党员责任田+一元餐厅”是乐
安街道针对不少农村老人缺少照料的实
际，推出的一项帮扶举措。各村党支部因
地制宜，通过分块定位、分片包干，在村内
开设“党员责任田”，种植萝卜、白菜等作
物，组织党员轮流开展义务劳动。作物收
获后提供给村内“一元餐厅”，多出来的分
发给农村老人，把“福利”送到群众心坎上。

柳州市柳南区螺蛳粉
小镇产业道路开始修建

本报讯 近年来，广西柳州市柳南区以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建设和螺蛳粉特色小
镇建设为契机，全力打造螺蛳粉原材料种
养基地。产业发展需要产业道路来保障运
输。近日，柳南区在桐村举行螺蛳粉小镇
产业道路开工仪式，一条规划5公里的产业
道路开始修建。

据了解，该产业道路是螺蛳粉小镇的
配套项目之一，总投资 4200 万元。道路
起点为太阳村镇桐村，终点为太阳村镇
上等村韭黄之乡柳太路口。道路总长
5183.16 米，沥青路面宽度为 7 米，新建路
面约 38555 平方米。产业道路的起点桐
村原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68 户 238 人，全村
所有贫困人口均在 2018 年实现脱贫。此
次产业道路的开通对柳南区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将起到
促进作用。 黄永成

本报讯（记者 孙海玲）近日，记者
从青海省林草局获悉，党的十八大以
来，青海累计安排天然林保护、森林生
态效益补偿、草原保护与建设等项目资
金 221.1 亿元，通过实施生态保护扶贫、
林草产业扶贫以及大规模国土绿化等项
目，带动近 200 万人次农牧民在家门口
务工增收。

据了解，近年来，青海省林草局认真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充分
发挥林草行业资源优势，打出了生态保
护扶贫、生态建设扶贫、生态产业扶贫、
生态补偿扶贫“组合拳”，实现了生态保
护、脱贫攻坚和民生改善多赢。青海将
生态资源管护同生态公益性岗位开发紧
密结合，统筹天然林保护工程森林管护
补助、森林生态效益补偿、中央财政生
态管护员补助、省级财政草原湿地管护
补助等资金，设置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管
护岗位，在全省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
困户中选聘 4.99 万人从事林草资源管

护，5 年累计发放劳务报酬 39.6 亿元，年
人均增收近 2 万元；在严格保护的基础
上，科学合理发挥贫困地区林草资源优
势，大力支持发展经济林、生态旅游、森林
康养、中藏药材等绿色产业，林草产业年
产值达到 400亿元以上，带动农户近 12 万
户 40万人，户均增收 1.2万元。

“偏远的林区牧区往往是贫困程度
深、群众增收难的区域，但也是林草资源
量大、国家补偿政策受益大的地区。”青海
省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邓尔平介绍，通过
落实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退耕还林还草补
助、湿地补偿等国家补偿补助资金，5年累
计补贴农牧民各类生态直补资金 29.5 亿
元，为青海如期实现脱贫、巩固脱贫成果、
实现全面小康发挥了稳定器作用。与此
同时，青海在造林、封育、低效林改造、森
林抚育等项目实施时积极鼓励优先吸纳
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参与，“先建后补”
政策完成营造林任务 70万亩，带动 176万
人次参与。

青海林草带动200万农牧民家门口务工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