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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好毕广协作
好故事

日前，笔者走进大方县核桃乡

中坝小学，粤黔协作援建的崭新教

学楼映入眼帘。教室里，学生们正

在享受着图文并茂的一体机教学；

宽敞的操场上，武术社团的学生正

在练习武术……曾经，这个学期之

前，眼前的这一切还只是中坝小学师

生的梦想。如今，粤黔协作的助力，

让梦想更快照进现实。

2022 年，为改善中坝小学教学

条件，借助广州市对口帮扶资金

300 万元，中坝小学在原旧教学楼

不远处选址新建 1500 平方米的教学

楼 及 操 场 ， 完 善 各 种 配 套 设 施 。

2023 年春季学期，中坝小学实现了

整体搬迁。

“ 学 校 搬 迁 后 ， 面 貌 焕 然 一

新，全体师生精神振奋，教师干

劲更足，学生更加阳光自信。”该

校校长杨尔全满心欢喜地说。

据杨尔全介绍，中坝小学老校

区始建于 1964 年，在近 60 年的时

间里，学校经过几次修缮，教室从

土木结构变成了钢筋混凝土结构，

但仅有 20 平方米规格的教室 8 间。

教室门前不足 10 米处就是围墙，学

生活动场地狭窄。

新校建设过程中，为保证工程

优质、高效，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

队毕节工作组大方小组加强对工程

建设的跟踪监督。

搬进新校区，最高兴的要属孩

子们。六年级学生孙洋凡说：“在

老校区时，上体育课和做广播体操

都受到限制。现在搬进新校区，教

室明亮，操场很宽，同学们都很

开心。”

杨 尔 全 说 ， 学 校 搬 到 新 校 区

后，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都焕然一

新，全体教职工倍感振奋，把“创

一流校风，建一流队伍，造一流环

境，争一流质量，育一流人才”作

为办学目标。目前，该校“两操一

课”正常开展，还新增了手工、武

术社团，下一步还准备开办摄影社

团，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 我 们 坚 持 按 照 ‘ 大 方 所 需 ，

天河所能’的原则开展教育帮扶，

通过参与改善山区学校的教学条

件，让孩子们享受到更加优质的教

育，有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就是我

们的初衷。”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

队毕节工作组大方小组成员、大方

县乡村振兴局副局长李政洪说。

粤黔协作 梦想成真
——大方县核桃乡中坝小学“焕新”记

□ 郑吉军 何志刚

学生在操场上开展课间活动

本报讯 （钟 欢 报道） 5 月 6
日，大方县首家 24 小时无人值守书

店“文渊阅”智慧书屋开业。

该 书 屋 位 于 大 方 县 奢 香 公 园

内，面积 120 平方米，有供借阅和

购买的图书共 4800 册，涵盖党政、

社科、文艺、文教、少儿五大类。

读者通过扫描身份证或识别二维码

完成注册即可进入书屋。现场阅读

书籍免费，如需购买可通过无人支

付设备进行支付。

近日，笔者走进奢香公园，一

眼就看见“文渊阅”智慧书屋，精

致考究的外观给人耳目一新的感

觉，吸引不少行人进去一探究竟。

走进书屋，只见书架上摆满了

各类书籍，浓浓的文艺气息扑面而

来，搭配上休闲的桌椅、精美的装

饰，让书屋充满艺术感的同时，也

给读者带来了舒适的体验。

“带小孩来公园玩，看到智慧书

屋有点好奇，就进来体验一下。感

觉挺好的，书籍种类比较多，环境

也很不错。”市民郑娟说。

据介绍，“文渊阅”智慧书屋采

用 24 小时无人值守管理模式，全天

候提供阅读及购书服务。同时，书

店还通过数据分析了解读者的喜

好，针对不同阅读群体提供更丰富

的书籍种类。

“我们将不断完善书屋的硬件

设施，让更多读者感受文字之美，

尽享阅读之乐。”智慧书屋负责人

李鑫说。

市民在智慧书屋尽享亲子时光

大方县首家24小时无人值守
智慧书屋开业

初夏午后，大方县兴隆乡贵州凌

航牧业有限公司的养牛场里，一头头

健硕的安格斯牛和西门塔尔牛或悠闲

踱步，或伏地休息。

今年 33 岁的曾凌荣，是该公司的

负责人。2021 年通过招商引资，曾凌

荣带着 400 万元从湖南衡阳来到兴隆，

接着在内蒙古购进 400 余头仔牛，开始

了养牛事业。

“来大方投资，主要是看中这边有

闲置的养牛场，且兴隆乡交通便利，气

候特别适宜养牛。”曾凌荣说。

“他有资金和技术，我们有资源，

正好可以合作共赢。”兴隆乡兴隆村党

支部书记杨福刚说。

自贵州凌航牧业有限公司成立以

来，兴隆乡通过“公司+村集体+农

户”的方式，恒大 43、44、45 村群众

一共 97 户入股。每年群众可以分红，

村集体也有一定收益。

“我家投入了 6000 元参与养牛，每

年都可以分红。3 年后如果不想再参

与，本钱原数返还。有村‘两委’作

担保，我们很放心。”恒大 43 村群众

梅益忠说。

“除了分红外，公司还通过传授技

术等方式，带领周边群众一起养牛。

截至目前，共带动 27 户农户养牛 48

头。大家养的牛出栏时，公司也会优

先按市场价收购。”曾凌荣说。

在养牛场旁边的大棚里，一垄垄

鲜花苗长势良好。村民们有的锄草，

有的浇水，销售人员则忙着直播，一

派繁忙景象。

“村里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贵州众

蕊农业花卉有限公司，利用已有大棚

发展花卉产业。如今，群众有收入，

村集体有收益，大家都高兴。”兴隆村

村委会工作人员冯友庆说。

据悉，众蕊农业花卉有限公司于

2019 年入驻大方县兴隆乡，主要从事

花卉种植。“除了本地批发市场，我们

还通过抖音等平台进行销售，市场供

不应求。”该花卉公司销售人员张丹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整合全乡

资源，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力争让农

业产业覆盖更多的村和社区，跑出乡

村振兴‘加速度’。”兴隆乡党委书记

熊钦说。

兴隆乡

产业多点开花 助力乡村振兴
□ 李 丹 郑 玮

养牛场一角养牛场一角

初夏时节，站在大方县大山乡光

华村半坡组远眺，绿油油的麦田映

入眼帘，一派丰收在望的喜人景象。

很 难 想 象 ， 几 年 前 这 里 还 是 一 片

“撂荒地”。

据 光 华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曾 丙 怀 介

绍，村里大部分人常年在外务工，出

现了土地撂荒现象。近两年在政府的

引导下，“撂荒地”焕发了新生机。

“为保证小麦丰收，我们密切关注

小麦的生长情况，切实加强小麦的管

护，做好‘一喷三防’、病虫害统防统

治和抗旱等实用技术，做好小麦穗期

蛀芽、白粉病等防治工作。”农技人员

张志文说。

在凤山组汤再群家的面条加工作

坊，一家人正忙着晾晒面条。明媚的阳

光下，一排排细长的面条整齐地挂在面

架上。

汤再群夫妻俩早几年一直在外打

工，得知政府大力扶持农户种植小

麦、办面条加工厂，汤再群和妻子合

计后，决定回乡开一个面条加工作坊。

汤再群说：“我们选用的是村民自

己种的优良小麦‘雅安早’，品质好、

口感好，很多客户都是提前打电话预

订，比在外面打工强。”

近年来，大山乡从政策、技术、

资金上大力扶持面条加工厂。同时，

加大对小麦和面条的宣传，拓宽销

路、助农增收。

据 了 解 ， 该 乡 种 植 小 麦 3000 余

亩，主要成片种植于光华村、棉山村。

此 外 ， 小 麦 种 植 是 在 辣 椒 、 玉

米、大豆、马铃薯等经济作物收成之

后，循环种植让土地里一直都有农作

物。大山乡在守好耕地保护红线和

粮食安全底线的同时，走好了产业

振兴路。

大山乡

“撂荒地”变身“致富田”
□ 刘 梅

大方县星宿乡林多地少，土地破

碎。如何扬长避短，因地制宜，依托

良好的生态资源发展林下经济，星宿

乡给出了答案——发展中药材种植。

近日，在星宿乡河山村中药材育

苗基地，近 30 名村民正在进行黄连育

苗，砍杂木、翻土、垄箱……大家各

司其职，又相互配合。

基 地 负 责 人 侯 勇 说 ， 为 了 抢 时

节，只要不下大雨，村民们都在忙活。

侯勇介绍，之所以选择发展中药

材产业，是受当地群众常年上山采药

的启发。在星宿乡的崇山峻岭间种植

中药材，自然条件得天独厚。

2022 年初，星宿乡引进贵州乾正

中药材有限公司种植中药材。当年 4
月，开始在麻岭村试种，一年育苗并

种植黄连、重楼、白及、贝母等名贵

药材近 2000 亩。经过试种，中药材长

势喜人，公司决定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

今年 2 月，贵州乾正中药材有限

公司在星宿乡麻岭、峻岭、河山、漆

树 4 个村同步推进中药材育苗及种植。

“每天有几十人务工，每人每天有

100 元的务工费。种中药材的程序很

多，翻土、播种、移栽、除草、施

肥、采收都需要人工，群众只要勤

快，不愁找不到活干。”峻岭村党支部

书记李维富说。

年过 5 旬的河山村村民周定飞，

一个多月前开始到基地参与中药材种

植 。 做 了 一 个 多 月 挣 了 3000 多 元 。

“年龄大了，出门务工不方便，现在在

家门口就可以挣钱，很开心。”周定飞

说。

贵州乾正中药材有限公司负责人

陈学文介绍，星宿乡周边的林地很适

合种植中药材，公司今年计划种植 2
万亩，明年争取扩大到 6 万亩。

“自去年 4 月以来，公司已累计发

放工人工资 150 余万元。”陈学文说，

根据合作协议，中药材产业盈利后，

公司将拿出利润的 1%至 2%，作为乡村

公共发展基金，用于公益事业发展。

星宿乡

中药材种植开出致富“良方”
□ 刘仁军 郑吉军 钟 欢

每当夜幕降临，大方县八堡乡新

开村道路两旁的路灯渐次亮起，家家

户户灯火通明，小乡村呈现出一派安

静祥和的景象。

近年来，新开村以党建引领为航

向，找准着力点、画好同心圆、打出

组合拳，文明新风扑面而来。

“现在我们村里的婚嫁彩礼减少了

很多，大大减轻了家庭的负担……”新

开村党总支副书记杨儒瀚说，近年来，

在上级党委政府和村“两委”的共同努

力下，村规民约不断修订完善，寨老和

有威望的群众自发组成“民风小分

队”，通过院坝会、乡村夜话、板凳会

等方式，对婚嫁彩礼进行约定。

培树文明乡风的同时，新开村还

持续开展环境卫生整治。

“我打扫卫生两三年了，每天早上

和下午来捡一趟垃圾，再带一把小铲

子，把路边电线杆上的野广告清理一

下……”孙善云一边捡垃圾一边说。

新开村对全村 12 个村民组进行片

区网格划分，合理安排、统一调度公

益性岗位人员，明确环境卫生整治、

森林防火等工作责任，实行“日清

扫、周督查、月考核”环境卫生评比

长效机制。

“以前丧葬办理时间长，铺张浪费

现象时有发生。现在倡导勤俭节约，

程序比以前少了很多。”新开村村民王

德举说。

群众眼中的改变，源于新开村成

立“红白理事会”，邀请退休村干部、

老党员、乡贤等加入，针对“红白”

事宜制定规定，引导群众杜绝铺张浪

费，让文明成风。

除此之外，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新开村成立关爱未成年人工作小

组，定期走访未成年人，与未成年人

及 监 护 人 谈 心 谈 话 ， 开 展 调 查 评

估，做好普法工作，让未成年人健

康成长。

乡村要振兴，基层社会治理是关

键。如今，新开村坚持以党建为引

领，在提升村庄形象的同时，文明

新风也悄然而至，群众的幸福感油

然而生。

八堡乡新开村

文 明 新 风 扑 面 来
□ 胥 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