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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云自治县大营镇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发展特色农业之路促进产业兴旺，努力
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让绿色发
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人民，助力乡村振
兴开新局。

盘活闲置大棚 发展特色产业

8月10日，大营镇三合村西瓜种植
基地里，有的村民在大棚里采摘西瓜，有
的村民忙着将西瓜称重装车。

今年春，大营镇与紫云小坡脚西瓜
种植合作社合作发展西瓜产业。该镇利
用三合、联八、打洼坪、大营等4个村共
201个闲置大棚，由镇级公司投入采购
肥料、营养试剂等所需资金，并负责组织
劳动力；紫云小坡脚西瓜种植合作社负
责瓜苗培育、生产管理、技术支撑、市场
销售。

经过几个月的辛勤劳作和精细管

理，大营镇的西瓜产业迎来了大丰收。
其中，三合村的60个大棚，平均每天要
采摘1万余斤西瓜。

“与大营镇合作种植的这批西瓜属
错季节西瓜，主要销售往贵阳、重庆、南
宁等地市场。”紫云小坡脚西瓜种植合作
社负责人汤正洁说，这季西瓜可采摘两
批，预计第一批西瓜每个棚可采摘2000
斤，第二批每个棚可采摘1500斤。

今年，大营镇还引进了贵州领畔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利用大营村的28个闲
置大棚，与该公司合作养殖蚯蚓。

据了解，一个大棚一年能产300斤
蚯蚓，蚯蚓的市场价格为8元1斤，目前
该镇已经采收销售了两批次共5000斤
蚯蚓。

“为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成果同乡村
振兴的有效衔接，大营镇在完善‘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机制上下功
夫，引进龙头企业，完善合作机制，让闲
置大棚提质增效。”大营镇党委书记许川

说，与引进的企业合作发展西瓜种植和
蚯蚓养殖业，在利益联结上，除去土地流
转费、人工费等成本后，利润部分由镇公
司与引进的企业平分，镇公司的部分利
润，用于壮大村集体经济。

发展循环农业 山坡绿民致富

记者走进大营镇芭茅村养牛场，该
养牛场养殖有137头牛，两名饲养员正
在搅拌牛饲料，准备给牛喂食。

饲养员岑万国告诉记者，每头牛平
均一天需要饲料40斤，该养牛场每天需
要牛饲料5480斤。

“芭茅村农户分散种植菌草 1000
亩，农户种植的菌草，镇级公司以每吨
500元的价格收购，然后加工成青储饲
料运到全镇各养牛场。”芭茅村村支书岑
仕和说，1亩菌草1年最低收割5吨，农
户种植1亩菌草每年获得2500元收入。

大营镇种草养牛、牛粪种草的循环
农业，实现了让山坡披绿、百姓增收，是
该镇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一
个体现。

据悉，在脱贫攻坚期间，大营镇在芭
茅、大营、妹场、打洼坪、百花、星进等6
个村分别建有1个大型养牛场，并且每
个养牛场都配套建有一个青储饲料加
工厂。

“今年4月，大营镇卖出肥牛800头，
镇级公司收入2000万元；5月份，该镇又
陆续对各养牛场进行补栏，目前，妹场、
星进、大营等村的养牛场存栏量都超过
200头牛。”许川说，全镇养牛产业链上，
有固定工人65人，包括饲养管理，牛粪
清理、饲料加工等固
定岗位；全镇养牛产
业链上的动态工人
1000余人，包括种
草管护、割草搬运、
青储饲料加工等环
节的用工。

树品牌形象 产业增效益

在产业发展上，该镇在“打造精品，
树立品牌”上下功夫，统筹全镇各项产业
产品，注册“大营深山”商标，按照“一品
牌，全精品”的要求，打造大营精品，树立
大营品牌，确保大营产业产品在市场上
有一席之地，有效应，有规模。

在大营镇高床生态蛋鸡养殖基地，
工人们有的在捡拾鸡蛋，有的在给蛋鸡
喂食。

“高床生态蛋鸡项目是大营镇效益
较好的扶贫产业之一。”大营镇高床生态
蛋鸡项目负责人李亚菲说，去年该项目
总产值740万元，实现纯利润156万元。

目前，基地存栏蛋鸡4.2万羽，每天
产蛋3.6万枚。”李亚菲说，现鸡蛋的批发
销售价保持在200元1件（1件360枚）
以上，按照现有饲料、人工等成本计算，
销售价格在180元1件以上就有钱赚。

“为让特色产业品牌化、精品化发
展，该镇高床生态蛋鸡养殖基地生产的
蛋鸡，在包装箱上贴上‘大营深山’商标，
实现树品牌促销售增效益。”许川说，
2020年，该镇建在金龙村的大型养兔
场，现存栏肉兔8300只，另养殖有种兔
430只，后备种兔1200只。

“大营镇养殖的肉兔，培育的种兔，
一律打‘大营深山’这个品牌销售。”许川
说，该镇金龙村养兔场是贵州省唯一获
得种兔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养兔场，
培育的种兔和生产的幼兔除了分到本镇
其他村养殖外，还销售到六枝、罗甸、望
谟等周边地区。

紫云大营镇：

产业兴旺好富民 乡村振兴开新局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他每天都吃住在村里，村民遇到什
么困难，他都第一时间想办法帮村民解
决，是一位真抓实干的好书记。”在普定
县化处镇沙包村，提到第一书记顾怀勇，
村民总会竖起大拇指。

顾怀勇是普定县化处派出所教导
员，2017年，顾怀勇受组织安排，到沙包
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三年来，他忠诚担
当、勤奋敬业，处处发挥新时代共产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在脱贫攻坚中，他抓党
建带班子、抓产业谋发展、察民情解民
忧，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
风、优异的工作成绩，赢得了组织的认可
和广大群众的好评，带领全村如期实现
整体脱贫。

“党性强、责任心强、有群众工作经
验。”这是沙包村村“两委”和村民对顾怀

勇的评价，村干部告诉记者，以前的沙包
村，村党组织力量较弱，村民产业发展相
对滞后，顾怀勇担任第一书记后，及时找
到村里的发展瓶颈，结合村里实际，建立
健全沙包村村“两委”会议制度、学习制
度及有关监督机制，村级财务制度、村务
公开制度，规范了基层党组织建设。

为充分发挥基础党组织优势，顾怀
勇积极争取3万余元资金，深入推进党
支部标准化建设，党建阵地更加标准规
范。通过党建引领，驻村作战队和村“两
委”的凝聚力、战斗力，党员干部的先锋
意识、模范意识不断增强，在全村发展经
济、险情应对、环境整治中，支部成了“主
心骨”、党员都是“领头羊”。

“要致富，先修路，村里的产业发展
不起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道路设施的

不完善。”顾怀勇介绍，在驻村工作中，他
带领村“两委”，积极争取项目资金，投入
300余万元资金，着力完善“组组通”“联
户路”和“庭院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工
程，通过不断努力，沙包村通村、通组公
路全贯通，联户路主庭院硬化全覆盖，彻
底改变了走老土路、泥泞路的难题，迎来
了生产生活的新面貌，让沙包村顺利实
现脱贫。

自驻村工作开展以来，顾怀勇带领
驻村工作组
为全村 200
余户无户口
人员解决了
户口问题，为
多名困难群
众及时申报

了低保、为20余名村民及时调解了矛盾
纠纷。他用一件件小事，树立了新时代
共产党员的良好形象，他因一桩桩实事，
赢得了群众的高度赞扬。

“既然当了驻村干部，就要时时刻刻
把村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做自己力所
能及的事。”顾怀勇告诉记者，驻村工作
已经结束，今后无论在任何岗位，他都会
始终如一，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和
使命。

8月12日，记者走进镇宁自治县
募役镇桐上村桐上坝区瓜蒌产业基
地，几位村干部与村民正在拆除路边
的一个旱厕。

“现在村民们的思想觉悟确实提
高了，我们跟这个旱厕的主人家一沟
通，他们马上就同意拆除，对我们的工
作非常支持。”桐上村村支书罗豪告诉
记者，今天，许多村干部带领村民在各
个村组开展环境卫生整治行动，尽管
天气不好，但丝毫不影响大家干事
热情。

记者沿着村里的小路走着，只见
道路干净卫生，家家户户的院坝清爽
整洁。

从脏乱到整洁，桐上村的变化并
不是一蹴而就，是村“两委”、党员干
部、村民共同努力的结果。

“过去的桐上村，环境卫生情况很
不理想，村民家门口尽是家禽的排泄
物，路边木柴乱堆，垃圾乱倒。”罗豪
说，如何提高村民们的思想觉悟，成了
桐上村在推进宜居乡村创建工作中，
面临的最大难题。

自该村启动宜居乡村创建工作以
来，全村党员干部入户走访、上门宣
传，组织村民一起开展一系列卫生扫
除、整改活动，慢慢改变他们守旧的思
想状态。

“开展工作，还是得有耐心与恒
心，既然他们不理解，我们就反复上门
沟通劝导。既然他们不支持，我们就
让党员干部和上进村民带头示范，引
导督促，帮助他们转变思想。”罗豪说，
桐上村八个组共挑选出两名卫生监督
员，一名是党员干部，一名是先进村

民，共同协助完成全村的卫生整改
工作。

桐上村马家庆组的班毓林，是其
中一名卫生监督员，每当打扫自己的
屋子时，他会连带着把左邻右舍的房
前屋后一起打扫，路上遇到乱堆乱放，
主动帮助别人整理。

作为一名老党员，他在宜居乡村
创建工作中主动作为，对村容村貌的
改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也影响着周
边的村民。杨再兴家就是其中之一。

过去，杨再兴家门前垃圾乱堆，屋
旁的院坝，杂七杂八的东西也堆成了
小山。经过班毓林几次上门劝导和帮
忙，慢慢地杨再兴也喜欢上了这种干
干净净的卫生环境。

“整洁的环境让人住着舒畅，干起
事来也变得有精气神，我还会继续保
持这种良好的卫生习惯。”说起如今的
改变，杨再兴说道。

“每隔一到两天，我都要到负责的
几个组去观察环境卫生的整改情况，
看一下是否有乱搭乱建，乱堆乱放的
情况。如果出现，我会督促他们进行
整改，如果是村民不在家，或者家里都
是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我会亲自去帮
他们打扫整理。”班毓林说，如今，村里
已经不再有反对或者不理解的声音，
大家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提高，纷纷拿
出实际行动，共建美丽家园。

据介绍，随着村里的环境变得越
来越好，桐上村还出台了激励机制，每
个月评选出若干户先进优秀的卫生示
范户，给予奖励，作为大家学习的榜
样，让大家更积极的投入到宜居乡村
的创建工作中。

宽阔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村
落，景色宜人的庭院……伴随着宜居
乡村工作的持续开展，一幅幅优美、清
新、幸福的美丽乡村画卷，在西秀区岩
腊乡徐徐展开。

近日，记者来到三股水村，村民吴
国英一大早就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
曾经的贫困户如期实现了脱贫，她深
知得力于国家的好政策，现在乡里开
展宜居乡村工作，她家便成了村里的
带头户。

“过去，我们垃圾都是随手乱丢，
农具也是乱放。”吴国英告诉记者，近
段时间以来，岩腊乡干部都会到家里
宣传环境卫生相关知识，在他们的劝
导下，她的卫生意识有了很大提高。

在村干部的支持下，吴国英家建
起了小花坛，种上了树和鲜花，土坯院
坝变成了水泥院坝，原本破烂泥泞的
家门口变成了干净整洁的小庭院。

“把卫生打扫好,自己住着也舒
服,别人看着也舒服。”吴国英感慨道。

“村民们长期务农，家里大都是老
年人和孩子，宜居乡村创建工作要在
思想上突破有一定的难度。”三股水村
村支书蔡发富说，做好宣传工作很
重要。

自宜居乡村工作开展以来，岩腊
乡组织18名包村干部，入户宣传，并
集中召开院坝会、村民大会20余次，
通过分片处理的方式，发动党员干部
带头开展宜居乡村创建工作，目的就
是从思想上来改变村民们乱丢乱放的
生活习惯。

“看着村民们家家都干干净净的，
自己家门口却乱七八糟，实在是不好
意思，在村干部多次宣传的情况下，我
们终于把家门口的杂物间给拆除了。”

看着干净整洁的院坝，三股水村61岁
的村民李体闲笑着说，以后会实时注
意家里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情况，做
好宜居乡村创建工作。

“我们三股水村的村民非常支持
宜居乡村创建工作，村民甘明德主动
捐出300余颗桂花树，对村民的环境
进行美化。”岩腊乡乡长杨牡丹说，各
个村居在乡政府的领导下，通过主要
领导包片、联村领导包村、村“两委”包
组、干部包户的模式，横到边、纵到底，
深入村（居）全方位无死角开展整治工
作，进一步厘清工作机制，全力投入宜
居乡村创建。

三股水村积极开展宜居乡村创建
工作是岩腊乡宜居乡村创建的一个
缩影。

“我们通过召开群众会、院坝会、
党员大会、宣传车辆流动宣传等方式
对宜居乡村创建、殡葬改革等进行广
泛宣传，让广大群众积极参与到宜居
乡村创建工作中去，树立主人翁意识，
主动参与创建工作，转变群众生活习
惯，共同维护‘整洁、干净、有序’生产
生活环境。”岩腊乡党委书记郭朝
超说。

据悉，岩腊乡根据《安顺市创建宜
居乡村推进乡村振兴行动方案》，以

“四清两改四严禁”为主要求，以“三抓
三促”为抓手，在全乡上下营造人人参
与、自觉维护乡容村貌、共创美好家园
的环境整治氛围。此外，岩腊乡采取
由乡创建办督促保洁员对主干道环境
卫生进行日常维护，抓常规工作，包保
干部对农户房前屋后卫生问题进行常
态管理，督促群众做好日常卫生维护，
促进成效巩固，形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确保整治不反弹。

近年来，南山婆食品
有限公司复制产业扶贫成
功模式，通过订单收购绿
色生态农特产品，带动小
黄姜、辣椒、西红柿种植。
创新的发展模式，助力群
众增收。图为 8 月 12 日，
在南山婆食品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挑选
西红柿。

□记者 卢维 摄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在基层

真抓实干的楷模 攻坚克难的典范
——访全省优秀共产党员顾怀勇

□本报记者 冯毓彬

英雄辈出光耀黔中

本报讯（记者 陈婷婷） 8 月 12
日，我市组织收听收看全省松材线虫病
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会议通报全
省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情况，对近期及
今后一段时间的重点工作进行安排
部署。

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站在维护生态安全、建

设生态文明、保护森林资源的高度，充分
认识做好防控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各级各有关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
政府工作部署，全力遏制松材线虫病扩散
蔓延，确保我省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开到县
级，市政府相关副秘书长及相关市直单
位的有关负责人在市分会场参加会议。

我市组织收听收看
全省松材线虫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村民正在将西瓜装车运销

岩腊乡：

凝聚干群合力 共建美丽宜居乡村
□本报记者 詹艳

镇宁桐上村：

要让乡村越变越美
□本报记者 张江隆

创建宜居乡村创建宜居乡村在行动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