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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持续选派优秀干
部到紫云猴场镇小湾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坚
持党建引领，不断拓宽“富民强村”发展路径，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

小湾村坚持“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
大力发展传统的蓝靛种植产业，积极引导农民调整种
植结构。投资355万元建成蓝靛自动化节能生产线，
日可烘干蓝靛20余吨，有效推动蓝靛产业转型。并积
极拓展县内、县外“两个市场”，拓宽线上线下“两个渠
道”，以“社区团购”和直播带货等方式，打造农特产品
销售新模式，目前小湾村种植蓝靛150余亩，年产值达

7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积累达160余万元。
“村里新建了乡愁馆，重新装扮了蓝靛文化广

场，增设了夜景灯光、丰收鼓、蓝靛记忆渠等景
观。房屋墙壁上绘制了田园画，村内道路变干净
了，河水也清亮了，如今的人居环境简直变了个
样。”小湾村村民秦刚喜悦地说。

近年来，聚焦蓝靛农文旅全产业链发展，中国
航空工业集团累计投入1200余万元，实施特色农
产品加工能力提升、蓝靛膏加工生产基地、蓝靛文
化广场、智慧药园、蓝染非遗文化传承保护和开发
等一批项目，打造文化氛围浓厚，民族特色鲜明的

特色品牌。
同时，小湾村借助“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

集成示范点”建设契机，建成蓝靛DIY体验室、蓝
靛文化广场、乡愁记忆墙、七彩QQ农村等乡村文
化载体，不断提升乡村文化内涵。建设过程中，小
湾村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发动
群众为主、务工补贴为辅，就地取材为主、建材采
购为辅，修旧如旧为主、小改留貌为辅，不断巩固
生态环境治理，以文化底蕴塑造乡村之魂。通过
开展“文明评议”方式，引导鼓励群众推介家乡、宣
传家乡，多措并举，聚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党建引领聚合力

2023年，板当镇洛麦村在驻村第一书记王维
铎协调下，从“娘家”贵州电网公司获得80万元资
金支持，帮助洛麦村新建57个食用菌大棚。采用

“专业企业+村公司+农户”的发展模式，精心打造
出一条涵盖“产、供、加、销”的全产业链，助推该村
食用菌产业的发展。

“洛麦村引进贵州思伟菌业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与村合作社合作发展食用菌产业，合作社提供
菌棒生产场地、食用菌种植大棚，以及组织劳动力
在菌棒生产车间和食用菌大棚务工等；公司提供
原料、技术和食用菌生产、市场销售等。”王维铎
说，2023年，该村食用菌产业带动70余名村民就

近就业，平均每人增收1.5万元。同时，还带动两
户农户直接参与承包食用菌大棚生产经营，户均
增收5万元，村合作社收入11万元。

据贵州思伟菌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
林思伟介绍，他们采取与农户合作社方式种植
食用菌，按照协议，公司负责提供菌棒、技术、大
棚等，农户投劳生产管理，采摘的香菇由公司统
一回收，以此来提供农户的积极性。也就说，农
户管护得好，种植的食用菌品质好、产量高，收
入就高。

“我们在菌棒生产车间、食用菌种植大棚务
工，每天100多元的收入，而且工作时间比较灵

活，还能兼顾家里的事务。”洛麦村村民于红秀说，
家门口就业挣钱，比外出务工强多了。

“2024年，该村的食用菌产业生产种植规模扩
大至59万棒。此外，还外销30万棒食用菌菌棒。
带动9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共支付人工工资1300
余万元。”王维铎说，其中，承包食用菌大棚管理的
两户农户，每户增收10万元。此外，食用菌大棚每
年还为村民带来6万余元的土地流转费，进一步拓
宽了村民的增收渠道。

同时，2024年该村村级合作社在食用菌产业
上收入20万元，村集体经济进一步状大了，为村里
开展公益事业提供了经济基础。

倾情帮扶兴产业

时下，正值刺梨管护时节，宗地镇德昭村刺梨种植地里，不少村民在忙
碌着管护刺梨。

2021年，在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的努力下，由村级合作社统筹种植了
500亩刺梨，经过2年的精心管护，2023年开始挂果见效。2024年春季，我
们争取到20万元管护费，对刺梨进行除草、施肥等管护后，刺梨挂果多且果
子大，迎来刺梨丰产季。

德昭村种植的刺梨是水果刺梨，该刺梨的花、果、叶、籽可入药，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和较好的市场前景。德昭村种植刺梨的地块平均海拔1150米，
具有高海拔、高负氧离子含量的地理特征，有发展刺梨产业得天独厚的优势。

“该村在管护好现有480亩刺梨的基础上，通过育苗、嫁接等方式扩
大刺梨种植面积。”德昭村驻村第一书记付洪嫚说，刺梨产业带动群众
在刺梨种植地里务工增收，以及让部分农户通过土地流转增收。2024
年，该村刺梨产业带动群众就近务工500余人次，共支付人工工资9万
余元。

同时，德昭村驻村工作队及村两委积极鼓励群众大力发展特色种养殖
业，通过入户走访、院坝会等向农户宣传“28”肉牛安心养、产业奖补等政
策，持续带动群众产业增收。截至目前，德昭村发展种植、养殖共103户，共
获得产业奖补48.68万元，激发了农户的内生动力。

公共服务提升方面，德昭村不断完善村级公共服务设施，全天开放村
篮球场、村级图书室等文化活动场地，丰富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并不
断完善村卫生室基本的医疗设备和药品配备，方便村民看病就医。2024年
德昭村组织65岁以上老年人参加市级、镇级的健康体检300余人次，提高
了村民的身体素养水平。

此外，该村充分利用广州市南沙区支持的东西部协作帮扶资金，大力
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帮助88户农户把旱厕改建为水冲厕，改善群众的生
活卫生环境。

冬日，走进坝羊镇红院村，绿油油的坝区蔬菜与干净整洁的村庄、
民房、文化墙、步道、花池相得益彰，勾勒出一幅如诗如画的田园风光
新画卷。

“近年来，就红院村如何建设、怎么建设特色田园乡村？驻村工
作队及村两委多次组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商讨共同决策，广泛吸纳
群众的意愿、想法、建议，齐心协力，走出了一条‘共商、共建、共治、
共享’的乡村振兴新路径。”红院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国军说，该村把强
化宣传作为宜居乡村创建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抓手，围绕市

“四清两改四严禁”专项行动，拟写《红院村创建宜居乡村加快推进人
居环境整治倡议书》并录制成播放音频，利用村广播进行全天播放，
同步利用村民代表大会、党员大会、院坝会进行全覆盖宣传动员，组
织农户签订人居环境整治承诺书，目前共召开各类会议 25 次，签订
书 700 余份。实施宣传车到组、宣传喊话到户，购买 4 台移动大喇
叭，安排宣传车适时到组上开展宣传，对发现的问题用喊话器进行通
报，督促整改。

“驻村工作队和村里的干部始终冲在第一线，最初是做给群众看，现在
是带着群众干，设立了很多垃圾处理点，每天都有人来这里清运垃圾。”红
院村村民班殿华说。

“我们积极探索村民自治方法，确保集中整治后整洁常态化，在班家寨
组把‘寨老’组成人居环境整治理事会，对环境卫生进行监督；在二关组实
行积分制管理，年底按积分进行奖励。”彭国军如是说。

而今，红院村环境清新、鲜花竞艳、莺歌蝶舞，小河清亮、道路清爽、院
落清洁、空气清新……

桩桩实事惠民生

干群同心谱新曲

紫云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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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近年来，，紫云自治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紫云自治县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中，，省省、、市市、、县三级组织派出县三级组织派出112112支驻村工支驻村工
作队作队，，扎实开展驻村帮扶扎实开展驻村帮扶，，成效显著成效显著、、硕果累累硕果累累。。

加工车间现场加工车间现场驻村干部组织群众召开驻村干部组织群众召开““院坝会院坝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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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院村千名红院人共商共建规划建设家乡行动红院村千名红院人共商共建规划建设家乡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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