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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石岩乡：村村皆美丽 处处有乡愁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白石岩乡小城镇建设正加快推
进，新农贸市场、客车站服务楼已经
建成。“30年前的白石岩只有一条不
到300米长的街道，乡政府办公楼就
是一栋土墙房，现在街道多了，基础
设施改善了。”村民雷正学说道。

近年来，白石岩乡在规划编制
上因地制宜，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修建饮水池36个，提水工程3
个，安装水管19公里，地下取水井4
个，全乡群众奔小康的梦想基本实
现。在实现村村通硬化路的基础
上，又陆续完成了23公里的通组串
户硬化路和12公里的机耕道。安
装了132套路灯，完成电网改造12
公里等基础设施建设。

为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白石
岩乡目前已经完成小城镇建设选
址、丘块图制作，规划等工作，小城
镇建设已完成两座桥梁的基础铺
设，农贸市场路网1.3公里基本具备
通车条件，完成800米的河道整治，
路网设施建设和客车站的配套设施
建设正在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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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白石岩乡政府驻地向西沿乡村硬化公路前行，沿着
丛林密布的山坡，到达一览众山小的山梁，沿山梁继续前
行2公里，前方是一个小盆地，依山建着一栋栋的小楼房，
这便是居住着200余户村民的岩上村，整个村寨完全被绿
树包围着。该村除东北面是绵延山梁外，其余三面是悬
崖，曾被人们称之为岩石上的村庄。

在半山腰的一栋楼房前，一位老人正坐在院子里悠闲
地吸着旱烟。见有客来，老人起身进屋，端来凳子让客就
坐。讲起岩上村的变化，老人打开了话匣子：“我是土生土
长的岩上村人，今年82岁，名叫罗廷忠。过去的岩上村贫
穷落后，喝水要到山脚去挑，村民生活靠传统农业，每天要
走山路到岩下去耕作。”罗廷忠说，因岩山路下雨较滑，村
民们在用马驮东西时，还常有马摔死的情况发生。上世纪
60年代，这里仅居住着70余户人家，村子中间较低的地方
是一个臭水塘，泥塘四周是刺林丛。村民们居住在盆地的
半山腰，那时的民房5成是草房，4成是石板房，1成是瓦
房，赶集买东西要走2个多小时的山路到沙子沟（镇宁沙
子乡）和白石岩去。

据了解，岩上村在2012年建成通村硬化路后，村民们
骑车到岩脚耕作只需要十多分钟，到集市买东西也只需半
个小时左右。为解决村里的饮水问题，政府部门在村子的
一个山岩处修建了饮水工程，岩上村民的行路难、饮水难
得到解决。退耕还林后，寨子周边的植被长势较好，加之
这里民风淳朴，村民们热情好客，而今的岩上村山美、人
美、环境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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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以
岩石多而得名，石岩作为一个
代名词，至今仍有岜岩、吊岩、
岩脚、岩上等村寨以“岩”为
名。其实，这里山多，土多，绿
也多，那葱茏的金丝楠丛林，
让人看后会产生一种不可思
议的遐想。 历史上的白石岩
基础条件差，经济发展缓慢，
村民生活水平较低。改革开
放后，随着政策的支持和思想
引导，人们从闭塞走向开放，
条件逐渐改善，经济发展升

温，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特别
是21世纪以来，随着产业结构
的调整，退耕还林造就了一个
个天然氧吧，美化了乡村，促
进了业态发展，成就了多个品
牌形象，推动着经济的快速发
展。白石岩小城镇建设已趋
形成，树立了红心薯、烟叶、刺
绣、杂技等农业文化品牌形
象，饮水、交通、民房等基础设
施建设也得到改善，形成了村
村皆美丽、处处有乡愁的良好
发展态势。

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必须着力生态文化建设，白石岩
乡的新池、群联、岩上等村不仅有着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拥
有苗族歌舞、民间杂技、特色刺绣、弓弩等多彩民族文化，这为该
乡打造“四在农家·美丽乡村”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条件。只有在
这样的环境下，才能建成天蓝、地绿、人和、水美的生态家园。对
安顺旅游文化研究颇深的安顺学院教授吕燕平看来，要想民族

文化和自然生态能更好地融入到旅游经济发展中，需要在个性
化，特色化、本土化、品牌化等方面去做文章。基础功能建设不
仅要与特色品牌互补，让乡村更加美丽的同时，每个乡村要焕发
各自的特色魅力，让美丽乡村的自然禀赋和民族、民间文化资源
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这不仅为村民带
来精神和物质上的实惠，还有利于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记
者
手
记
：

抓 业 态 树 品 牌 形 象

不仅白石岩乡的乡村环境发生了
大的变化，在农业产业和文化产业的发
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形成了多个品牌
形象。

近年来，白石岩乡围绕“一园两带
四园区”产业结构布局调整思路抓农
业，种植烤烟2300亩，红心薯2000亩，
另有葡萄、蔬菜、中药材等其他经济作
物1500余亩。尤其是红心薯已树立了
品牌形象，记者在幸福园村的一个销售

场看到，10余名村民正在分类精选、装
箱上车。“我们的红心薯已经形成了品
牌，已销售到广东沿海一带，红心薯让
我走上了致富路。”幸福园村村民熊纪
辉说，他借贷30余万元流转200亩土地
种植红心薯，每亩产红心薯1000余斤，
年产红心薯 20余万斤，售价每斤 2.5
元，除去人工工资、肥料等成本，每斤可
获利润1元左右，一年下来有20余万元
的纯利润，比前些年在外打工强多了。

白石岩乡不仅有红心薯等典型的
农产品品牌，还有民族服饰和杂技等民
族文化品牌。近日，记者在新驰村张红
艳的民族服饰加工坊看到，加工坊里挂
满了各式各样的苗族服饰。据介绍，张
红艳从事民族服饰加工已经多年，因制
作工艺精湛，很受人们喜爱，尤其是她
纯手工制作苗族婚装，更是受到不少准
新娘、准新郎的青睐。“这件是手工制作
的衣服，看起来比半手工制作的那件还
好看！”在新驰村的张红艳家中，一对准
新郎、新娘在选购婚装时说，别看这是
开在村里的民族服饰加工坊，衣服款式
比时装店里的还漂亮。

在岩上村的民间杂技表演场上，
一根挂有不少刀刃的杆子立在表演台
上，旁边的一间演练室里还摆放着不
少表演杂技的工具。据王成坤介绍，
白石岩乡境内民族风情浓郁，既有中
西合璧的新驰文化，又有曾经响彻省
内外的岩上杂技表演。1993年被贵州
省文化厅命名为“杂技之乡”，2008年
被国家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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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吸 氧 ” 村 寨

白石岩乡不仅岩石多，山多、土多、绿更多。南面的新
驰、磨饶、那龙，北面的毛草坪、干龙等村植被葱茏，长势较
好，造就了一个个天然氧吧村寨。

新驰村是一个苗族村寨，村民们的传统衣着、民谣民
歌等充满浓厚的民风民俗色彩，走进该村就让人感受到不
一样的村寨，不一样的乡愁。据了解，历史上的新驰村曾
把烧炭卖作为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而今村民们不再烧炭
卖了，大片的青岗林长得郁郁葱葱。在村民王文刚的带领
下，记者走过村前的一片良田，来到垭口，远远望去，眼前
一片绿色。“这里曾是村民们耕作的山土，因种得多收得
少，退耕还林后种上了马尾松。”王文刚说。

从新驰村返回的路上，白石岩乡副乡长王成坤带着记
者来到群联村那龙组，在乔、灌木的遮盖下，从远处很难看
出这里有一个居住着数百户人家的村寨。沿进村硬化路
步行至村前的一片丛林中，数十棵直径3尺以上的金丝楠
木映入眼帘。“正因村里有这么多的乔、灌木，还有成片的
金丝楠丛林，我们住在这里就像居住在天然氧吧里一样。”
村民吴兴昌说，经常有外地人来这里观赏金丝楠木林呢！

记者从白石岩乡的磨饶、大水井、牛氹、干龙等自然村寨
一路走来，处处有美丽乡村，处处是天然氧吧，处处都有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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