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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 村容美 百姓乐
——织金县猫场镇龙潭社区有效衔接乡村振兴见闻

□ 本报记者 陈 田 刘 燎 史开云 张媛媛

付显才种植的草莓

正在扩建荷花池的工人

文化长廊一角

休闲步道休闲步道采收木耳采收木耳

蔬菜大棚蔬菜大棚

近年来，织金县猫场镇龙潭社区结合实际，围绕

“五个振兴”，致力打造美丽乡村、宜居乡村、活力乡

村，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两项工作有机融合提供有力保障，为织金特色田

园乡村建设探索出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便利的交通、优越的自然条件、已成形的产业，

让龙潭社区乘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东风换上“新颜”，

以“乡村振兴创新引领示范点”的头衔亮相，成为织

金“东大门”上的一颗“明珠”。

产业发展有良方
近日，走进龙潭社区木耳种植基地，只见菌棒上

长满了木耳，再过一段时间，木耳就可以采摘了。

“一个菌棒可以使用三个月，只要菌棒中的营养还

在，木耳就会不停地生长。”木耳种植基地的负责人

陆海森说。

据了解，龙潭社区按照全县产业发展总体部署，

结合当地实际，以“企业+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在今年 8 月规划栽培黑木耳 240 余亩，把黑木耳基地

打造成为增加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

龙潭社区党支部书记武鹏告诉记者，之所以发展

木耳，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在地理位置方

面，龙潭社区水源丰富、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符合

木耳栽培的条件；在生态发展方面，栽培木耳使用的

菌棒由木屑、麦皮等构成，养完木耳后还可以用作地

里的有机肥，形成循环发展；从经济效益方面，黑木

耳平均每棒一次能产约 1.5 斤，夏季可以采 8 次左右，

冬季可以采 4 次左右，可以一直轮作，产出效益好，

市场前景也好。“前段时间收的木耳很快就销售一空，

现在地里的木耳已经被订购了。”武鹏说。

除了木耳这个新产业，近年来，龙潭社区还发展

蔬菜大棚 450个，蔬菜 500亩，辣椒种植 370亩，荷花

鱼池 200 亩，皂角 1226 亩，樱桃 400 亩……如今，这

些产业已逐渐替代低效作物，拓宽了当地群众的就业

和增收空间。

60岁的何万祥是龙潭社区脱贫户，由于老伴常年

生病需要住院治疗，且他年龄较大不便外出务工，家

庭收入渠道单一，随着当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工作的

不断推进，何万祥夫妇在家门口获得了务工机会。

“像我这么大年纪基本都不能外出务工了，现在

政策好了，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挣钱，日子肯定是越过

越好。”何万祥告诉记者，当地有许多与自己一样因

特殊原因无法外出务工的人，都在家门口找到了工

作，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在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产业互补方面，我们

社区已经逐渐摸索出了一套方法。下一步，我们准备

延长产业链，形成养殖、种植、生产、加工的可循环

产业链。”武鹏说。

能人带动共致富
每年进入 12月，龙潭社区种植的草莓开始成熟。

12 月 16 日，家住龙潭社区的付显才来到自家大棚采

摘草莓，热情地招待客人。

走进草莓大棚，一颗颗红艳艳的草莓散落在绿叶

间，令人垂涎欲滴。付显才在大棚里来回转了一圈，

很快就摘满了两篮草莓。

“这是今年第一茬草莓，口感最甜，个头最饱

满，周边乡镇的人都爱来买，体验亲手采摘的乐

趣。”付显才笑着说。

2019年，付显才返乡创业，从山东、浙江引进草

莓籽，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开始种植草莓，至今种植

规模已经达到 60 亩，每年纯收入 40 万元左右，成为

龙潭社区的种植大户之一。当地群众既可以选择到草

莓种植基地务工，又可以选择参与草莓种植。

“现在有 4 家人和我一起种草莓，规模每年在不

断扩大，路边几乎都是种草莓的大棚。”付显才告诉

记者，下一步，他准备再养 500 头牛，打造种植养殖

循环产业链，带动更多老百姓就业增收。

与付显才一样，左轻松也是当地的蔬菜种植大

户。2018 年，左轻松包下 72 个蔬菜大棚，轮种莲花

白、红菜苔、辣椒等作物。

一开始种蔬菜时，左轻松心里也没底。为此，他

专门去学习大棚种植技术，一年四季常在大棚转悠，

仔细照顾那些绿油油的菜苗。看着菜苗越长越大，获

得丰收、带来收益，左轻松心中乐开了花：“一年利

润有 16万元，比打工划算。”

看到左轻松的蔬菜大棚收益不错，不少原本不敢

放弃低效作物改种蔬菜的老百姓纷纷开始效仿。“现

在有 3 家都形成规模了，每家有五六十个大棚。”左

轻松说。

相互帮助，一起赚钱，是左轻松和付显才的目

标。

每当有老百姓遇到种植方面的技术问题，左轻松

和付显才就去帮忙解决，把自己的种植技术毫无保留

地教给其他种植户。他们告诉记者：“要做出品牌，

大家就要抱团发展，我们是带头人，更不能单打独

斗。”

左轻松和付显才发展产业的事迹，是龙潭社区产

业发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近年来，龙潭社区借鉴

塘约经验，实施“能人带村”，发展“皂角+”等林

下产业，发展专业合作社 6 个，培育龙头企业 3 家、

种植养殖大户 5 户，引领群众走上增收致富的新路

子，产业兴、百姓富的愿景正一步步变为实景。

乡村振兴天地宽
今年夏天，随着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的推

进，龙潭社区的“颜值”进一步提升。

2020年，龙潭社区在全国工商联和省农商行的支

持下，重点围绕建寨门、连心桥、同心广场、文化广

场、乡愁馆、青年实践馆，开始全面强化推进乡村振

兴示范点建设。今年，在市委组织部的帮助下，扩建

荷花鱼池 65 亩，在市乡村振兴局的支持下，二期建

设开始施工，二期建设包括莲藕基地排洪沟修建、环

山生产道路建设、村庄村落修复、安装太阳能路灯、

建设村民文化活动场所等工程项目。

“对推进乡村振兴示范点工作，群众特别支持，

积极性很高。”武鹏说，除了扩建荷花池，社区还实

施了环境整治、庭院美化、民房立面改造等项目。

正在扩建的荷花鱼池边，工人们敲砖、垒土，干

得热火朝天。“已经做了 2个多月了，每天早上 8点就

来喽。”王强兵擦了把汗说。

随着社区环境变靓，有人也嗅到了新的商机。

在荷花池不远处，一家新的民宿应运而生。这家

名为“岚亭山庄”的民宿，目前停车场已经完工，房

屋建设基本完成。民宿背靠一座小山，在清幽的竹林

间，通往半山凉亭的步道正在修建。

“我相信以后这里的风景肯定会吸引不少游客，

等荷花池修好了，我还要买点花草种在周边，让社区

更加漂亮。”民宿老板赵超说。

“乡村振兴示范点项目建成后，将补齐龙潭社区

乡村振兴基础设施短板，改善周边群众的生活条件和

出行条件，让农旅融合成为社区发展的新路子，为社

区群众持续增收奠定坚实基础。”武鹏说，下一步，

龙潭社区将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化”，由“能

人”带头，不断推动、完善产业发展，最终实现乡村

振兴、产业兴旺、农民致富的目标。

·本版图片由龙潭社区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