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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打郎村往宗地乡政府
方向行驶约8公里路程就到了
湾塘村，从村委会驻地沿岩山
行驶10多分钟，翻过两个垭
口，在垭口向前看去有一个大
山坳，让人感到吃惊的是，这
个大山坳全都是坡改梯。

“这片坡改梯，就是宗地
湾塘精神的杰出代表，当年坡
改梯的时候，村民们就靠饮这
股甘泉解渴。”指着蓄水池上
方流淌着的一股甘泉，老村支
书韦小红将湾塘坡改梯的故
事娓娓道来。1991年 11月，
时任湾塘村支书的杨金华到
紫云开会，开会途中在报纸上
看到有关坡改梯工程的报道，
杨金华很感兴趣。开完会回
到宗地乡后，杨金华向乡政府
提出了想在湾塘搞坡改梯的
想法。得到乡政府的同意后，
次月21日，湾塘坡改梯正式动
工了。针对麻山多山少土的
地理环境，坡改梯具有防止水
土流失的诸多优点，变“三跑”

（跑水、跑土、跑肥）为“三保”
（保土、保水、保肥），燃起了村
民们的坡改梯激情，在短短的
一个月时间里，就完成了120
亩的坡改梯工程，为了修建通
村公路，村民们还将坡改梯的
误工补助金用来购买炸药，凿
岩修路。

在两年的时间里，湾塘村村
民用勤劳的双手改造了300多
亩坡改梯，还打通了通村毛公
路。这事引起了省、市领导的重
视，并有了“远学大关，近学湾
塘”的提法，湾塘精神由此而
来。直到今天，湾塘精神在宗地
麻山一带仍在延续，村民们不惧
困难，敢于实践，在多山少土的
麻山大地上搞起了以山地高效
农业园和规模化养殖为代表的
新型农业产业热潮。

“正是有了一代又一代的村
民不断延续湾塘精神所体现的
意志。”韦小红说，“才把原来人
烟稀少的旧湾塘变成了现如今
美丽如画的新湾塘。”

不怨人穷 不信命苦 不怕困难 不甘落后 不断进取

宗地乡 压不垮的麻山脊梁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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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自治县宗地
乡地处麻山腹地，地
广而物不博、山大而
矿不丰、山高而少水
流。历史上的宗地交
通落后、信息闭塞，经
济基础薄弱，一度成
为 贫 穷 落 后 的 代 名
词。然而宗地人民始
终秉承“不怨人穷、不
信命苦、不怕困难、不
甘落后、不断进取”的
湾塘精神，大力发展
种养殖业，不断加强
基础设施建设，狠抓
民生工程，用智慧和
汗 水 攻 克 一 道 道 难
关，在这片贫瘠的土
地上创造了丰富的物
质财富和多彩的文化
生活，麻山脊梁上一
个又一个奇迹不断涌
现。而今的宗地，交
通方便，信息灵通，处
处是美丽乡村……

“ 脊 梁 ” 上 的 小 别 墅

记者在宗地乡政府所在地的
集市上游走一圈发现，集市上有两
个规范的农贸市场，街道环境卫生
较好，与记者几年前来到宗地时的
面貌完全不一样，街道变宽了，居
住人口明显增多，已经是一个美丽
小城镇了。

据了解，该乡自成立精准扶贫
建档立卡工作领导小组以来，采取
村民参与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民主
评议的方式，完成各村精准扶贫人
口分解，共确定出全乡贫困户3564
户、14570人。全乡充分利用各级
各界帮扶项目，不断进取，打响了
扶贫攻坚的战斗。据统计，仅2014
年宗地乡就完成了减少低收入以
下贫困人口1420人。根据扶贫统
计监测数据显示，该乡实现农民人

均纯收入达6203元，增速达21%。
目前，宗地乡全面推进集团帮

扶项目，累计完成核桃种植16200
亩。实施山脚村下寨组至打猜组
通组道路890米，使用项目资金10
万元。实施平寨村黄花寨库区水
上网箱养殖项目720平方米，使用
项目资金7万元。完成以工代赈项
目湾塘村通组道路建设2.5公里，
项目资金50万元。2014年该乡完
成工业产值810万元，工业增加值
210万元，工业投资1560万元。完
成社会消费品零售额8200万元，
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000万元。

而今，宗地乡正紧紧抓住扶贫
开发的有利契机，加大基础设施建
设的同时，大力发展高效农业。未
来的宗地，风光无限，美不胜收。

在宗地乡贵州紫薇畜牧业
开发有限公司，记者在养殖场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穿上消毒
服装进入养殖场。养殖场内卫
生环境良好，保洁员正在打扫
猪栏，饲养员正在添加饲料。

据贵州紫薇畜牧业开发有限
公司负责人江新武介绍，宗地六
花猪肉质好，具有规模化养殖的
发展潜力，他们于2011年一次性
投入2000万元，进行了该养殖场
的一期工程建设。目前，养殖场
每年可出栏6万头生猪，预计二
期工程（包含深加工，公司+农
户+基地等扩大规模养殖）完成
后，每年可出栏14万头生猪。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宗地
乡在发展种、养殖业上迈出了
一大步。2011年省委、省政府
将宗地乡作为全省“集团帮扶、
整乡推进”试点乡镇以来，宗地
乡迎来了历史上“发展机遇最

好、发展力度最大、发展速度最
快”的时期。在省、市、县各级
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帮促下，该
乡不断加大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力度，按照“绿色、生态、高效、
特色”的总体目标和要求，以现
有资源优势和自然条件为基
础 ，在 稳 定 粮 食 种 植 面 积
30000亩，烤烟种植面积3000
亩的基础上，提高经济林果业
在农业中的比例，重点在生态
农业发展上谋特色，在产业建
设规模上求突破，在产业化发
展上做文章，全力打造核桃种
植产业，提升以宗地花猪为主
的传统畜牧业，形成生态型、特
色型、高效型、效益型、精品型
农业的新格局。2014年年底，
全乡核桃种植面积已达1.6万
亩，存栏宗地花猪 1.01 万头。
为实施专业化、产业化农业奠
定了基础。

“ 脊 梁 ” 上 的 好 风 光

“ 脊 梁 ” 上 的 种 植 养 殖 业

近日，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记者从
紫云县城驱车来到具有“麻山脊梁”之称
的宗地乡，沿着乡村硬化路前往该乡的
打郎村。一路上透过车窗望去，险峻的
山头一个挨着一个，在山与山相连的“脊
梁”上零星地分布着一些“小白点”，走近
了才发现，这些掩映在绿色植被中的“小
白点”原来是一栋栋的小楼房。

“近几年来，随着扶贫开发等一系列
惠农政策的实施，道路交通条件明显改
善，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村民们都对
自家的房屋进行了改造。”打郎村村民杨
光明说，村民们修建的小楼房，被不少外
来人称之为“脊梁”上的小别墅。

年逾古稀的杨光明说，上世纪70年
代，以打郎村为代表，宗地乡的大部分
村寨不通公路，村民赶集买办日用品，
要走3个小时的险峻山路。他清楚地记
得，1975年，当时的打郎乡（撤并建前打
郎村是一个乡）7个大队（相当于现在的
村）只有3栋瓦房。改革开放后，宗地乡
政府驻地到打郎村的进村毛路被打通，
尽管连接黔南州罗甸县木引乡到打郎
村的公路尚未修通，木引、宗地两个乡
镇的村民互相往来只能依靠摩托车，但
从那时开始，村里建起了小瓦窑，村民
们纷纷改建自家房屋，成片的茅草房逐
渐被瓦房所取代。

“21世纪初期，国家进行农村电网改
造，电网通了，村民们开始用电煮饭、烧
水等，解决了麻山地区燃烧难、照明难的
问题。2004年，打郎村的21个村民组都
修通了公路，目前18个村民组修通了水
泥硬化路。随着道路交通的改善和村民
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村民对居住条件
有了新的要求，随之而来的就是房屋改
造，麻山脊梁上的一栋栋小别墅‘诞生’
了。”杨光明说。

据了解，不仅是打郎村，宗地乡的湾
塘、妹场、竹林、红岩等村的村民们都在
通村公路边建起了一栋栋的小楼房，在
麻山脊梁上绘制了一幅幅美丽画卷。

在打郎村小大豪村民组记者看
到，该村村民自建的楼房顶上都蓄
满了水，并从房顶上安装一根塑料
管与地面的一个水窖相连接。“这就
是宗地乡特有的集雨工程。”宗地乡
党委副书记段安雄说，在宗地麻山
一带没有河流，没有地表水，地下水
资源严重缺乏，村民生产生活用水

全靠下雨时的望天水。为解决村民
的饮水问题，乡政府实施了集雨工
程，每家每户都修建一个水窖，在下
雨的时候，把雨水汇集到水窖里。

“回想起过去到处找水喝的年
代，生活实在太艰苦了。”杨光明说，
他清楚地记得，有一年大年夜，因家
里一点水都没有，他天没亮就起床，

担着木桶到20公里外的大山脚去
挑水，到了取水点后排队等了1个多
小时，才等到一挑水，在挑水回家的
路上，还不慎踩在石子上摔倒了，受
了点皮外伤不说，水桶还摔坏了，最
后还是去邻居家借了一盆水煮的年
夜饭。自从政府实施集雨工程以
来，村民的饮水问题基本解决了。

“ 脊 梁 ” 上 的 集 雨 工 程

“ 脊 梁 ” 上 的 坡 改 梯

集中供水点解决村民吃水难集中供水点解决村民吃水难

如今小别墅往昔茅草屋往昔茅草屋

悬崖上的硬化路悬崖上的硬化路 新种植的核桃地块新种植的核桃地块

曾经找水喝的日子

中药材种植基地中药材种植基地

宗地大蒜宗地大蒜

宗地六花猪宗地六花猪

宗地农贸市场宗地农贸市场

宗地小城镇宗地小城镇

宗地休闲广场宗地休闲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