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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小玉:“每一个百姓都是我的亲人”
新女性新女性新农人·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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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丽 周荣塘 杨冬满

“龙书记是个好干部，对老百姓非常关
心，工作上特别认真负责。”

日前，笔者来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天柱
县石洞镇槐寨村采访，问起村民对村支部
书记龙小玉的看法，一位村民脱口而出。

熟悉槐寨村村情的人都知道，时光倒
回8年前，很难听到村民对村干部有这样
好的评价。那几年，村里的产业没有起色，
乡村建设也很滞后，群众对村“两委”颇有
怨言，村民人心不齐，形同一盘散沙。

“群众不信任村‘两委’，对村干部没有
好感，不要怪群众，要在我们自己身上找原
因。”2013年1月，龙小玉刚刚就任村支部
书记，就召开村干部会议，整顿干部工作作
风，要求大家从自己做起，勤政为民，让村
庄来一个彻底翻身，让群众改变对村干部
的看法。

龙小玉带领村干部广泛收集村民对村
“两委”的意见和有关村庄发展的建议，并
对照意见，一一整改。

“下雨烂泥塘，晴天尘飞扬。”这是当时
村里唯一一条外出公路的真实写照，群众
意见很大，认为前届村“两委”不作为。为
了解决村民出行难问题，加快村庄发展，龙
小玉召开村“两委”会议，决定把这条黄泥
路修成“小康路”。她跑部门，打报告，争取
到了一笔项目资金。

修路要征用村民杨光池家的一部分土
地。刚开始，杨光池死活不同意，还跑到村
委会吵闹。工程无法开工，龙小玉心急如
焚，但她没有来硬的，而是三番五次到杨光
池家，做他的思想工作，协商解决方案。杨
光池干农活，她就和他一起干。杨光池做
家务，她也在一旁帮手，一边干活，一边讲

解修路的种种好处。精诚所至，金石为
开。杨光池终于被龙小玉的真诚所感动，
答应无偿让地。

资金筹齐了，障碍也消除了，村民翘盼
已久的修路工程，终于开工了。修路那段
时间，龙小玉几乎天天守在工地，督促工程
进度和质量。一年后，让村民头痛了好多
年的通村路终于修好。走在平整宽阔的公
路上，村民们心情舒畅，直夸龙小玉和村干
部给村里办一件大好事。

“村干部不能高高在上，要时刻关心群
众，为他们办实事，特别是困难群众，我们
更要多关心，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龙
小玉经常这样对村干部说。

村民龙先梅今年91岁，因为家人不在
身边，日常生活很不方便。龙小玉把老人

作为自己的重点帮扶对象，隔三岔五到老
人家中去看一看，给她送米、送油、送水等，
有时还帮老人做饭。刚开始，老人怕太麻
烦龙小玉，总是客气地谢拒龙小玉的帮助，
后来，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老人遇到困
难，首先就想到龙小玉，主动让她帮忙。村
民们都说，“龙老太太真是把小玉书记当成
自己的亲闺女了。”

槐寨村曾是一个贫困村，龙小玉深知
要彻底甩掉贫困帽子，就必须发展乡村产
业。可一些村民对发展产业没有充足信
心，不敢创业，也不愿意参与。

为了激发村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2015 年，龙小玉和一个村民合伙带头种
植了100余亩烤烟。因为丈夫有自己的
工作，很少有时间在家里干农活，那段时

间，龙小玉既要忙村务，又要下地干活，几
乎每天五点来钟就要起床，田间地头和村
委会两头跑。几个月下来，她差不多瘦了
30斤。

龙小玉的创业干劲和吃苦精神极大地
感染了村民。村民杨玉珊从小就会编草
鞋，还有做侗家腌鱼、腌肉的好手艺，但以
前只是小打小闹，偶尔把产品拿到集市上
去换点钱补贴家用。在龙小玉的带动和鼓
励下，2016年，她注册成立了西域民族传
统工艺品发展有限公司，开始扩大生产。
如今，她制作的侗家腌鱼、腌肉等美食和细
草鞋，通过线上线下销到了全国各地，不仅
自家致富，还带动了村民增收。

村里的发展变化、村干部的真情付出，
获得了回报。村民们对龙小玉和其他村
干部都赞不绝口，以前形同一盘“散沙”的
村民们渐渐凝聚在一起，拧成一股绳，共
同为村庄发展和建设献力。如今，槐寨村
早已摘掉贫困村的帽子，一条条干净整洁
的水泥路铺到了家门口，路边安装了路
灯，村民夜里走路不再摸黑，每家每户都
用上了自来水……村里的产业在蓬勃发
展，建起多个养殖基地，侗家腌鱼、腌鸭、
腌肉、三月粑等原生态食品走俏市场，细
草鞋、斗笠、布鞋等民族手工艺品远销广
东、香港等地。

龙小玉的工作成绩也得到了上级的认
可。近年来，她先后获得贵州省“三八红旗
手”、贵州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全国

“巾帼建功标兵”等荣誉称号。谈起这些荣
誉和下一步工作打算，龙小玉说：“村里的
每一个百姓都是我的亲人，为亲人做事，再
苦再累都值得。下一步，我要再接再厉，带
领大家一起干，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努力奔
小康！”

党员农技专家“随叫随到”

乡村论坛论坛

■ 史玉根

统筹发展县域乡村产业，是我国
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一项重要
举措。《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业振
兴的指导意见》指出，乡村产业振兴
与经济发展根植于县域；发展乡村产
业要强化县域统筹；在县域内统筹考
虑城乡产业发展，合理规划乡村产业
布局。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立足县
域布局特色农产品产地初加工和精
深加工，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农业
产业强镇、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加快
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统筹县域产
业，壮大县域经济，承接适宜产业转
移，培育支柱产业。

产业发展有着规模性、集群性特
征，需要一定的规模和充足的生产要
素，而镇域、村域往往受空间和生产
要素的局限，很难将一个产业真正做
大做强。而作为联结城乡的重要载
体，县域的发展空间更大，土地、人
才、信息等资源更丰富，统筹能力更
强。立足县域，以县域为空间统筹发
展，一方面可以让单一且规模小的产
业，向多元化且规模大的产业转变，
从而提高农产品的附加价值；另一方
面可以实现产业结构多元化，降低生
产成本，从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
力。

目前，我国乡村产业特别是村域
产业方兴未艾，但整体上产业链条延
伸还不充分，一二三产融合还不足，
存在小而散、小而低、小而弱的问
题。显然，县域的统筹作用还有待进
一步发挥，以县域为空间的乡村产业
还需要更快更好发展。

近年来，一些地方统筹推动县域
乡村产业发展，大力实施“一县一品”

“一县一业”工程，积累了许多宝贵的
实践经验。2019年，农业农村部推出
的 67 个乡村产业典型案例中，10 个
为县域产业发展案例。今年 3 月，农
业农村部又推出了 10 个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典型，其中 6 个为县域发展
经验。这些地方的做法和经验，值得
借鉴。

做强特色农产品，是发展乡村产
业的主要课题。农业农村部近年推
出的县域典型，大多是围绕当地某个

特色农产品做文章。他们锚定当地一个或多个有
特色且市场潜力大的农产品，引导农民扩大种养规
模，同时推进共有品牌化建设，不断拓展产品销路，
实现了可观的规模化效益。比如，湖南省益阳市南
县利用当地水资源丰富的优势，逐步扩大小龙虾养
殖规模，年产量达到 8 万吨，综合产值突破 100 亿
元；山西省大同市云州区挖掘传统种植资源，引导
农民扩大种植黄花，短短几年，种植面积由最初的
3万亩发展到17万亩，年产值达到7亿元；甘肃省定
西市安定区发挥地域优势，扩大马铃薯种植面积，
全区马铃薯面积增加到100万亩，总产量190万吨，
总产值达40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也
是构建农业产业链的核心。一些先进县域未满足
于直接销售初级农产品，而是延伸加工链条，拓展
产业增值增效空间。比如，上海南汇区引导水蜜桃
生产主体，对体型较小的水蜜桃进行深加工，制作
水蜜桃雪芭冰激凌，在网上走红，不仅解决了小桃
的销路，还增加了桃农的收入。目前，南汇已形成
以桃为原料的桃果汁、桃冰激凌、桃酒、桃木制品等
桃深加工产业，产值大大提升；甘肃安定区以主食
化、精深化为方向，拓展马铃薯加工业，鲜薯年加工
量达到80万吨，为鲜薯年产总量的近一半，大大提
高了产品的附加值。

除了延伸加工链，不断丰富新业态，融合一二
三产，也成为许多地方发展乡村产业的一条重要途
径。比如，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因地制宜赋能“休
闲农业+”，推动乡村休闲旅游与农业产业融合发
展，打通了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2020
年全县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总产值达 46 亿元；贵
州省凯里市积极挖掘传统文化资源，嫁接现代要
素，将苗绣传统产业做大做出时尚，产品走出大山，
甚至远销到海外，使当地绣娘年均增收数千元。作
为“中国梅花鹿之乡”“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的
吉林省长春市双阳区，依托区位、生态和产业优势，
大力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打造全域发展的新
型农业嘉年华。2019年，全区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总收入近30亿元。

县域统筹发展乡村产业，地方政府和相关主体
大有可为，但因为产业投入大、涉及面广，所面临的
挑战比村域更大更复杂。《国务院关于促进乡村产
业振兴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 5~10 年时间，农
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增加值占县域生产总值的
比重实现较大幅度提高，乡村产业振兴取得重要进
展。任务比较艰巨，各地应该遵循产业发展规律，
学习借鉴先进县域的经验和做法，探索适合本地实
际的乡村产业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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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明

枕山而居，伴水而行，“四面城围万
仞山，人家都在山水间”，这是我的家乡
的真实写照。

我的家乡白杨坪乡麂子渡村位于
鄂西南，相比之前已有很大的飞跃，近
年，借着“发展”这只麂子，村民们早已
渡过“贫困”之河，奔向全面小康。

乡村变化彰显民生水平，基础设施
凸显社会发展。麂子渡村的发展首先
依赖于四通八达的公路，东有苗麂公
路，洞指公路可通建始；南有奇麂公路
连209国道，九张公路通白杨；西有大官
公路接白奉公路。村里的硬化路几乎
通到了每家每户，村民出行十分方便。
其次，农家户户不仅通电通水，还通了
网络，村民的娱乐方式更多了。再就是
新农村建设，从2012年起，在财政补贴
的基础上，村民积极筹资，统一按照“白
墙壁、靛盖瓦、白屋脊、牛角翘檐、黄窗
帘、红灯笼、黄檐柱、倒吊金瓜”的样式
修建两层或三层砖混结构房屋，宅院美
观整洁，人居环境大为改善。

村内一直以农耕为主，近年当地政

府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农民的经济收入
有了提升。2010年前，村民主要种植水
稻、玉米、土豆、油菜，2010年以后，村里
对茶园进行升级，种植了大片茶树，种
植面积由224亩扩大到4101亩。茶叶
栽培比粮食作物种植省事省力，价好的
时候70一斤，价差也有40一斤。从龙
井茶到苞子茶错峰采摘，家庭妇女人均
茶叶收入可达7000元。除了茶叶，每个
村民小组还种植了其他水果，比如桑
葚、葡萄、桃花、猕猴桃种植果园等，一
些人家还开了农家乐和特色采摘，实现
了多样化发展。环境更美了，一年四季
的游玩项目也变多了，村民的收入水平
也上去了。

村里旅游主要是几名返乡企业家
带头搞起来的，他们在村里成立旅游观
光合作社，开发了溶洞、风雨桥、古树、
栈道、田园观光生态园，还打造了碎石
滩烧烤、漂流、钓鱼等项目。这些先行
者的成功，引来更多村民的参与和争
渡。笔者注意到，旅游开发很注意不对
环境造成破坏。比如，古木祈福的祈福
带要求系在护栏上，禁止拉扯树枝；开
发漂流项目，不允许拦堵河流；村里垃

圾也是家家户户回收，不可随意焚烧。
村民们早已明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道理。

村里建设好了，又开发了旅游，人
口回流也多了。从前，村里主要是留守
老人和孩子，近几年，返乡创业和就近
工作的人越来越多。

不过，我的家乡还并非尽善尽美。
比如，村里自建的自来水系统还没有
过滤设施，还常常停水；网络经常断
网，今年村里安排了网络维护人员，情
况才有所好转；乡村产业还没有真正
兴旺起来。由于村里没有茶叶加工
厂，自产的茶叶只能运到其他地方加
工，村民采摘菜叶，收益低。水果也不
能加工，大多只能自产自销，有时候销
不动，只能烂在树上，损失很大。村里
人均耕地面积有限，农业难以规模化
机械化，按照传统方式生产，村民很
累，收入也受到影响。

我相信，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
进，这种状况会慢慢改变，已经渡过贫
困之河的家乡会发展得越来越好。

（作者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
究生）

3月 24日，贵州
省六盘水市钟山区南
开乡玉兰村烤烟育苗
基地，“党员农技专家
小分队”女队员徐返，
向烟农传授烤烟育苗
规范化培植技术。

近年来，钟山区
引导党员农技专家组
成小分队，实现一个
专家组包一个镇乡、
一名农技专家包一个
村级企业，固定“每月
1次和随叫随到”的
方式到村级企业、生
产现场和种植户家中
提供产业规划、技术
指导、政策咨询服
务。烤烟是钟山区的
主要产业之一，今年
预计种植面积达3.5
万亩，涉及种植户
700余户。

张亮 鲍斯玮/摄

■ 邓兴东

乡村公路两侧，各类鲜
花竞相绽放，幽香阵阵；村庄
里，樱花、紫薇花等成片分布，
长势喜人，生机盎然；丘陵山
地上，一行行、一畦畦迷迭香
绵延不绝，空中俯瞰，宛若天
然五线谱……初春时节，走
进江西省金溪县乡村，一幅
幅如画美景扑入眼帘。

据介绍，2020年以来，
金溪县将美丽乡村建设与
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相结合，
根据各乡镇的自身特色和
资源禀赋，探索出“美丽花
园”和“农村混改”两大发展
模式。

该县把“锦绣金溪、美丽
花园”创建工作定位为既有
保护乡愁乡土的文化功能，
又有发展特色产业的经济功
能，布局农业特色产业村、旅
游休闲产业村和古韵文化特
色村，通过拆临拆违，整合农
村闲置土地达2.6万余亩，用
于种植樱花、香樟、迷迭香、
吴茱萸等各类经济作物，既
扮靓了乡村环境，又促进了
农旅融合发展。

陈坊积乡高坪村乡贤
乐光华，是当地有名的养牛
致富能人，从事肉牛养殖近
20 年，2020 年筹资 440 万
元领办了金溪犇众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吸引多元化投
资共1100万元，养殖610头
优质肉牛，同时引导周边村
民种植肉牛青饲料，户均亩
增收2000余元。

犇众公司是该县推行
“农村混改”模式发展村集体
经济的成功实例之一。近年
来，该县诚心邀请能人、乡贤
回乡领办乡(镇)、村集体经济
公司，同时，整合涉农资金、
扶贫资金，并将新增土地等
集体存量资产，折算成股金
入股乡(镇)、村集体经济公
司，撬动多元资金参与村集体经济发展。

目前，全县150个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10
万元以上的村达121个，50万元以上的村20
个，100万元以上的村5个。农户从乡(镇)、村
公司获得股金分红达3.9亿元，村民务工性工
资收入达1.6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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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保护乡愁乡土，又发展特色

产业，两大模式布局农业特色产业

村、旅游休闲产业村和古韵文化特

色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