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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紫云自治县猫营镇牛场坡
村，汽车穿村而过，再拐两道弯，慢
慢驶入一片四周都是山峰的谷地，
一个个白色养鸡大棚映入眼帘。来
到村民苏花妹家的家庭农场养殖基
地，他正在给刚代养不久的鸡苗喂
食，看着活蹦乱跳的小鸡，苏花妹脸
上乐开了花。

“我是2020年开始发展家庭农场
养鸡的，当年投资50多万元在这里盖
了两座养殖大棚，投入高，但是收入
也可观。”苏花妹指着他的两个养鸡
大棚说，以前在浙江务工，后来回乡
发展，经过考察，决定搞家庭农场，发
展养鸡产业。

牛场坡村气候资源独特，空气质
量好，水资源丰富，养殖基地所处位
置距离村子约 2公里，不会给村里造
成任何污染影响，非常有助于发展种
养殖业。

“我养的鸡，能够保证稳赚不
亏。”苏花妹自信地说：“我和安顺立
华牧业有限公司签订了养鸡合同，他
们公司提供鸡苗、饲料、技术，我只负
责出力养殖，然后他们按照每只3至5
元收购。”

据了解，安顺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通过和养殖户合作，采取“公司+基
地+家庭农场”的运营模式，开展“订
单式”肉鸡养殖产业，实行产、供、销
一条龙服务，公司垫资提供鸡苗供
应、饲料供应、技术指导等，有效解决
管理、技术、销售方面的难题，让养殖

户吃下定心丸。
“不久前刚有一批鸡被公司回

收，我马上又补充了新鸡苗。一年能
养三批，一批利润有6万多元，一年能
有 20多万元的收入。”苏花妹算着经
济账笑着说，把鸡养好了，公司还有

“存活率奖”和“超重奖”，加起来也有
1万多元，目前建设养殖场投入的成
本已经收回，今年，还要再新建一个
养殖场，扩大养殖规模。

发展家庭农场养鸡能够致富，在
紫云自治县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记者来到板当镇硐口村，该村建有一
个养鸡场，10个养殖大棚，由 4户当
地农户以家庭农场的形式经营管
理。与牛场坡村一样，硐口村养殖户
也是通过和安顺立华牧业有限公司
签订代养的方式合作。该村年出栏
肉鸡 30余万羽，让农户实现上百万
元代养费收入，并不断壮大村集体合
作社收入。

“引进龙头公司和农户合作发展
家庭农场代养殖业的好处有很多，村
民不用担心启动资金问题，减轻了负
担，也降低了投资风险。”硐口村村支
书吴应超说，硐口村肉鸡养殖场配备
了自动喂料、饮水等设备，节省了人
工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智
能化养殖，提升了肉鸡养殖的规模和
收益。

在板当镇，除了硐口村，小寨关村
的家庭农场养鸡产业也发展得如火如
荼，让当地老百姓实现了增收致富。

记者了解到，小寨关村肉鸡养殖
家庭农场项目由南方电网公司捐赠
86万元资金建成，占地面积 13亩，共
有3个养殖大棚。该村通过引进四川
德康集团公司合作，进行统一管理、
统一疫苗、统一消毒、统一饲养标准、
统一产品销售，实现了专业化和规模
化饲养、产业化经营。

“自从家庭农场建好后，我们就
负责给公司代养肉鸡，肉鸡养殖 3个
多月可以出栏。”养殖户陈英笑着说，
鸡苗、饲料和技术都由公司提供，出
栏以后卖给公司，风险比较小，没有
后顾之忧，只要把鸡养好就有钱赚。

在小寨关村，发展家庭农场养鸡
业，不仅养殖户自身受益，还带动其
他村民成为产业的受益者。

小寨关村驻村第一书记杨泽利
介绍，小寨关村家庭农场虽然是自动
化养殖，但平时物资搬运、抓鸡、卖
鸡、打疫苗等都需要大量劳动力，因
此，可以带动村里 20余户农户就近
务工，每年发放务工费 3万多元，为
村里部分群众解决就业问题，帮助实
现增收。

发展家庭农场是提高农业集约
化经营水平和生产效率，促进农业转
型发展的重要途径。据介绍，近年
来，紫云自治县积极调整农业产业结
构，探索特色产业发展方式，通过“公
司+农户”订单式养殖，大力推进养殖
业发展，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关岭：

免费专列“点对点”
返岗服务暖民心

早报讯（记者高智）2月21日，家住关岭自治
县永宁镇的陈梅一大早便拖着行李赶到沪昆高铁
关岭站，今天她将免费搭乘该县2024年“点对点”
有组织输出务工人员返岗专列（关岭—金华），返
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开启新一年的拼搏奋斗。

“过完春节后，我买不到回浙江金华的高铁
票，心里非常着急，没想到政府为我们提供了免费
的直达高铁，不仅解决了买票难题，还节省了车
费。”进站前，陈梅对当地政府细心、贴心、暖心的
返岗服务点赞。

乔爽是该县同康社区的一名搬迁群众，年轻
懂技术的他已在浙江工作多年，不错的收入也让
他成为家里的顶梁柱；今年春节过后，得知当地政
府提供免费专列组织在浙江务工的务工人员一起
返岗，乔爽当即报了名。

“非常感谢政府为我们提供优质的返岗服
务。回到岗位后，我会积极投入到工作中，撸起袖
子加油干。”乔爽如是说。

据了解，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春节
之前便做好年后务工人员返岗服务保障工作的统
筹安排，根据当地群众需求，积极对接沪昆高铁关
岭站，制定方案，协调车票，确定乘车日期、车次及
乘车人信息后，第一时间将车票信息通过电话、微
信、短信等方式告知报名群众。

“为抓好年后返岗服务保障工作，对务工人员
群体做到力所能及的暖心服务，我局积极申请了
近 10万元资金来开展此次‘点对点’有组织输出
务工人员返岗专列欢送活动。在高铁票购票困难
的情况下，积极协调，尽力安排，为 136名务工人
员返回浙江金华务工助力。”关岭自治县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局长孙志祥表示，接下
来，将继续开展好专项招聘、岗位推荐、集中输送
等工作，更好地帮助农村劳动力通过稳就业实现
促增收、保民生的目标。

油菜花开时，赏玩好去处。2月
21日，位于西秀区大西桥镇鲍家屯
村的连片油菜花相继盛开，吸引众多
游客前来观赏。走进一望无际的油
菜花田，花香阵阵，流水潺潺，游客们
纷纷徜徉于花田间，纵情于如诗如画
的田园风景，或拍照留念，或闲庭漫
步，或嬉笑畅谈，或享受闲暇的亲子
时光……

来自织金的马先生正在为妻子
赵文拍照，他们告诉记者，自己在视
频平台上看到鲍家屯的油菜花开了，
风景很美，于是便自驾前来旅游。“一
到这里香气扑鼻，油菜花开得正好，
不枉大老远来一趟！”马先生对鲍家
屯的风光连连点赞。另一旁的章女
士则是与众多同伴一同从贵阳赶来，
一下车便驻足感叹拍照，她说：“退休
以后每天的生活就是和朋友一起游
山玩水，鲍家屯的油菜花闻名已久，
今年一听说花开便赶来了。”

“传统村落、明朝古韵、文明乡风
与山环水绕的自然风光，是鲍家屯得
天独厚的乡村旅游优势，每年吸引大
批游客前来观光旅游。”鲍家屯村党
支部委员鲍安凤望着赏玩的游客说。

眼下油菜花开正盛，村中农旅融
合正酣。村口，众多穿着凤阳装的屯
堡嬢嬢们支起了摊位，向前来观光游
玩的游客们售卖炸洋芋、荞凉粉、烧

烤等小吃以及零食、饮料及玩具，成
为乡村旅游新的经济增长点。村民
鲍忠辉利用自家的房子优势在村里
开了一个小超市，每逢油菜花开的时
候，村里从四面八方来的游客非常
多，每天来买东西的游客都有几十
个，一天大概有七八百元的收入。

乡村旅游的火爆更带动了鲍家
屯村农家乐的发展，令人流连忘返的
田园风光、古朴的屯堡建筑、轻松惬
意的生活氛围让许多游客在赏玩之
外，选择品尝当地特色美食，感受独
特的屯堡文化。

田园稻香农家乐的老板告诉记
者：“今年春节期间天气比较好，油菜

花开得比往年早一些，从大年初几开
始就陆陆续续接到了很多吃饭的订
单，平均每天都有五六桌。”

一幕幕农旅融合的乡村美景，离
不开当地对农旅融合新路径的一步
步探索。据鲍家屯村村支书鲍中任
介绍，近年来，为更好发展乡村旅游，
鲍家屯村提升乡村旅游软实力，不断
提高乡村旅游知名度及美誉度。

“油菜花季将会持续一个月，预
计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下一步，我
们将会设置更多人员力量，用心用情
做好游客服务工作，让‘始于颜值，忠
于服务’成为鲍家屯乡村旅游的新名
片。”鲍中任说。

镇宁

“春风”送岗惠民生
早报讯（记者 郭黎潇）2月 18日，由镇宁自

治县委、县政府主办，镇宁人社局和广州市越秀区
人社局联合承办的镇宁自治县 2024年“春风行
动”专场招聘会在镇宁安庄卫广场举行，来自浙
江、广州、福建及县域内的150余家企业参加。

招聘会现场，人头攒动，气氛热烈，众多求职
者驻足在自己心仪的工作岗位服务台前，关注和
咨询岗位信息。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服务、就
业创业指导等专区，“一对一”为求职者提供专业、
精准的职业指导、岗位推介、社保咨询、劳务维权
等“一条龙”就业服务。据悉，此次招聘会共提供
了 2万余个岗位，涵盖会计、营销、物业管理、仓
储、纺织加工、机械制造、质检、铆焊、机电一体化
等多个行业领域。

据了解，招聘会当天，现场初步达成就业意愿
1928人。

紫云

2024年“春风送岗”
现场招聘会举行

早报讯（记者姚福进）2月21日，由紫云自治
县人社局、广州市南沙区人社局、浙江兰溪市人
社局和台州湾新区联合主办的 2024年“春风送
岗”现场招聘会在紫云印山广场举行。

招聘会现场人声鼎沸，求职者与企业面对面
交流，详细了解相关信息。据悉，此次招聘会有
来自广东、浙江和本地的 40家企业参加，提供了
3000余个工作岗位，岗位涉及水电安装工、电焊
工、普工、文员等30多个工种。

据了解，招聘会当天共有1300余名求职者进
场咨询。

紫云：

家庭农场“鸡”会多 助农增收“钱”景广
早报记者李伟伍水清

西秀区鲍家屯村：

油菜花开美如画 游客纷至踏春来
早报记者李超然詹艳/文唐琪/图

游客打卡鲍家屯游客打卡鲍家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