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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官镇是省级乡村旅游重点镇，辖区山川秀美、气候宜人，文旅资
源丰富。这为当地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创造了先天条件。

该镇镇长秦妍说，马官镇辖区的马官社区是省级乡村旅游重点村，
历史文化建筑文昌阁属国家AA级旅游景区。天兴村不仅是省级乡村
旅游重点村，也是“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辖区下坝屯还是中国传统村
落。全镇还有文保单位玉真山寺、百年古刹天龙山寺、神奇秀丽凤霞山
等山川名胜，多姿多彩的屯堡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

如今，进入以“旅游旺村，产业兴村”为发展定位的天兴村，登天龙
山游古刹、感受天高云淡，进号营山庄主题公园接受“孝”文化熏陶，游
下坝屯传统村落寻古觅今，看“非遗”地戏、花灯表演，再到农业坝区体
验农耕文化、采摘新鲜时蔬，于附近农家乐享受屯堡美食，成了游客到
此乡村游的“必修课”。

马官社区“旅游大餐”同样丰盛。社区驻村第一书记杨耀介绍，社
区有普定文化地标文昌阁，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马官展览馆，乡村
旅游村寨马官村，林木葱翠的凤霞山，“马官世外桃源”草塘村，四星级
乡村旅游单位怡馨佳苑生态农庄等。“游马官社区，可以感受人文古韵，
了解马官镇历史、文化、艺术，体验屯堡文化和少数民族风情，采摘金刺
梨，品尝农家特色菜肴。”杨耀说。

“通过挖掘整合资源，我镇坚持以‘文旅融合，农旅互促’为发展定
位，加快农文旅融合发展步伐，不断做‘靓’旅游产业。”王兴华表示，马
官镇结合多元文化资源，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三山一阁一庄一塘”（即玉
真山、凤霞山、天龙山、文昌阁、号营山庄和布依风情村草塘），让游客在

“人文马官”的诗意山水间来一场文化之旅。
马官镇不断谱写“以农促旅，以旅兴农”发展新篇章，在转型、壮大

农业产业过程中拓展农业功能，着力打造农业观光、农耕体验、休闲度
假等一体化“农旅融合”发展格局，同时助推了文化旅游产业稳步发展，
带动群众实现农业、文化、旅游产业增收。

“近年来，社区旅游经济收入占比逐年提高，旅游从业人数持续增
加，人均年收入达1.6万余元。”张大卫说，马官社区所属普定扶兴文化
有限责任公司正在推进马官镇传统文化传播工程建设项目，将用好文
化资源，促进文化演艺、工艺制作产业，推出花灯、地戏、雕刻、特色饮食
等文创产品，满足游客消费需要，带动群众创收。

马官社区曾是党组织软弱涣散村，2023年底打出漂亮“翻身仗”，荣
获全县村党组织书记抓党建促乡村振兴擂台比武一等奖，社区党总支
一跃成为四星级党组织。

除了帮扶单位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在人力、资金等方面的支持
帮助，马官社区党总支奋楫争先夯实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对促进乡村
振兴至关重要。

党总支与贵阳航空电机有限公司、成飞141厂分别签订党建共建
协议，围绕“学思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抓实“三会一
课”，创新“主题党日活动”，积极开展“理论宣传二人讲”等，不断提高
党员干部理论水平；深入推进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通过组
织关爱、交心谈心、支持党员创业等，切实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
力、战斗力。

“我们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持续开展人居环境整
治、群众文化活动，航空科普教育、困难家庭优秀学子结对帮扶、技能培
训等。”马官社区党总支书记张大卫说，社区党建工作走深走实了，乡村
产业也实现了“多面开花”，社区包装箱厂村集体分红稳定增加，扶贫资
产有效盘活，食用菌、香葱、韭黄、生姜、金刺梨、蔬菜、花卉等农业产业
蓬勃发展，释放更强就业带动力，加上各类项目补助和利益联结分红，
群众收入显著提升。

抓实党建工作，促进乡村全面振兴，马官社区是马官镇的一个缩影。
通过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该镇农业产业稳步

提质增效。今年到目前，全镇完成粮食种植2.56万余亩，发展蔬菜产业
累计4000余亩，装满了“米袋子”，也装足了“菜篮子”。同时，引企利用
440个大棚种植食用菌200余万棒，种植金刺梨千余亩，肉牛、种兔养殖
产业规模迅速扩大。

抓 实 基 层 党 建
做 “ 大 ” 农 业 产 业

“村村有地戏，寨寨有花灯”，已成为人们对马官镇的文化印象，充
分彰显了当地浓厚文化氛围和深厚文化底蕴。

据该镇党委书记王兴华介绍，马官镇是全国“双百”小城镇建设试
点镇，拥有丰厚的文化传承和文化资源，如下坝屯传统村落文化，文昌
阁、玉真山寺等古建筑文化，花灯、地戏、山歌等屯堡文化，草塘布依族
文化，号营山庄孝文化……

“马官镇不仅是安顺西面的一个屯堡文化重镇，各类文化资源更是
百花齐放。推进乡村文化振兴、乡风文明建设，我镇优势明显。”王兴华
说，马官镇有着600多年的屯堡文化历史积淀，更享有中国民间文化艺
术之乡、贵州省“屯堡文化奇葩”的美誉，也被评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示
范镇、全省文明乡镇。

作为贵州西路花灯的发祥地，该镇1994年便被省文化厅评为“花灯
艺术之乡”，2007年马官花灯戏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花灯
戏的文化保护传承，得益于镇党委政府的重视，也离不开民间艺术家的
努力付出。

花灯戏传承人、“文化骑兵”蒋文武，工作之余挖掘整理、探索学习
花灯艺术，发起成立马官镇马堡农民艺术团，创作、表演了大量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并在乡村和学校里开办免费培训班，培养了300多
名花灯艺术新人。

蒋文武还牵头成立马官文化艺术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带领“农民股
东”走上“支部+文化+产业”发展之路；开展“文化联村、花灯联情、党建
联心”三联行动，以“文军扶贫”模式帮助镇区11个村寨组建花灯队，成
立农民文化专业合作社……以创新的演艺形式拓展文化市场、延伸花
灯文化产业链，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其公司连续两年获文化部“乡间
文化大课堂”文化志愿者服务项目表彰。

“我一直想，就是要让我们优秀的传统民间艺术得到活态传承、生
产性传承。让非遗活在当下、火在民间。”蒋文武如是道。

与花灯文化一样，马官镇的地戏文化也十分浓厚。每年正月间，各
村地戏队轮番演出“闹新春”，历届屯堡花灯地戏大赛，地戏更是八方游
客要看的重头戏。其中，下坝屯高台地戏以其独特的表演形式引人瞩
目。近些年来，该镇地戏团队不仅进乡村、学校，登上了文艺大舞台，还
培养出少年地戏队，文化传承相当出彩。

“我镇用足用好文化资源，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全力抓好文化阵
地建设，不断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王兴华表示，将以推进民俗民间
文化外拓为方向，以打造花灯和地戏两个文化品牌为目标，在“文化引领
经济发展”思路带动下，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绘就马官“花灯之乡迎宾客，文化兴镇奏凯歌”的繁荣景象。

用 好 文 化 资 源
做 “ 实 ” 文 化 产 业

整 合 旅 游 资 源
做 “ 靓 ” 旅 游 产 业

“牛超市”贵州盛雅农养殖有限公司养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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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定县马官镇普定县马官镇：：

加快农文旅融合加快农文旅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赋能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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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普定县马官镇依托良好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普定县马官镇依托良好的地域优势和资源禀赋，，坚持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坚持党建引领促进乡村振兴，，秉持秉持““文化活镇文化活镇、、农业稳镇农业稳镇、、产业富镇产业富镇、、商商
业兴镇业兴镇””发展思路发展思路，，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深耕农文旅融合发展，，做做““大大””农业产业农业产业，，做做““实实””文化产业文化产业，，做做““靓靓””旅游产业旅游产业，，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以产业振兴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致富，，以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聚力以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聚力。。去年去年，，全镇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全镇脱贫人口人均纯收入1285312853
元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685016850元元。。

高台地戏演出

余官村蔬菜种植坝区余官村蔬菜种植坝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