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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材盆景药材盆景””变身变身““产业风景产业风景””

旱地变良田旱地变良田 农民收益高农民收益高

■ 员军强

时光如梭，转眼间，结束驻村扶
贫，回到单位已经两个多月了。昨天
抽空到乡镇去转组织关系，五年的驻
村生活，一幕幕从脑海闪过，我不由
感慨万千。

5 年前，我怀揣一纸介绍信到村
部报到。从那一刻起，我就想着如何
尽快融入村里。我先是走遍村里的角
角落落，掌握村民的家庭情况，摸清贫
困户的致贫原因。那段时间，我想得
最多的就是如何让村民致富。后来，
我和村干部一起制定了村庄五年发展
规划，确定了“两纵一横一休闲”的产
业发展目标。

我和驻村工作队一起研究分析，
因户施策，把 43 户贫困户按照“八个
一批”扶贫政策进行细化，让每一户贫
困户享受到党的扶贫政策：健康扶贫
政策全覆盖；11户有劳动能力的贫困
户享受产业扶贫政策，每户获得 5 万
元无息贷款，用于家庭自主发展产业；
12 户没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享受企
业带动发展政策，每年享受企业分红
3300 元；4 户贫困户享受社会兜底保
障扶贫，每年获得 5800 元的救助；11
户享受教育扶贫政策，每个贫困学生
上学都得到了保证。

为了完善村里的公共设施和基础
设施，我和村干部四处奔走，在帮扶单
位的扶持下，给村部更换了办公桌椅，
配备了电脑、打印机，同时，争取国家
项目支持，修建了设施配套完善的幸
福院一座，给村里的老人活动提供了
便利条件。五年来，村里的巷道得到
了硬化，产业路也修得四通八达，农田
里打了机井，铺设了灌溉设施；村里的
网络实现全覆盖，尤其是农村煤改电
的实施和天然气管道的接通入户，大
大提高了村民生活质量。

脱贫致富需要产业带动。我们从
无到有，种植了112亩蒲公英，不仅把
蒲公英鲜叶销售到大城市的超市，还把蒲公英加工
成茶叶，制作蒲公英绿茶、蒲公英红茶、蒲公英根茶
和蒲公英鲜花茶。为了把蒲公英产品销售出去，我
注册了“蒲公英强哥”抖音号，通过网络把蒲公英产
品销往全国各地。蒲公英产业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贫困户”的模式，走“一帮一带”脱贫之路，即一
名党员干部带动一名贫困户。同时招商引资，与一
家农业企业合作种植了200亩黑果花楸，以土地入
股的方式，增加村集体收入，保障贫困户务工收入的
稳定性。

作为第一书记，抓好党建是基础工作。我对
村里 45 名党员逐户进行走访，建立流动党员花名
册，对18名常年在外打工的党员，定期进行电话沟
通；对在家的党员，每月利用晚上的时间进行党课
学习，提高他们对党的认知，把党在农村的惠民政
策传达到位；我们还培养了几名年轻的村干部，其
中一名大学生村干部如今已成为村党支部书记、
致富带头人。

五年的时间，我所驻的村子曾获得美丽乡村
和清洁乡村的称号，我也年年被评为优秀第一书
记。多少次，面对不理解，我呵呵一笑。我知道自
己为什么能坚持下来，因为村民那一双双期待的
眼睛。

今天，我回到了原来的工作单位，又一次以归零
的心态、饱满的热情走上新的工作岗位。我对自己
说，我是一名党员，哪里需要就到哪里去！

（作者曾任陕西省华阴市华山镇王道一村驻村
第一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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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供不应求，乡外借地生产；引入社会资本，借助帮扶资金，开拓深加工之路；变单兵作战、

各自为政为抱团发展。贵州黄平县一碗水乡推进太子参产业健康发展，年产值超9亿元——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茹希佳 文/摄

彩绘山水画、家风家训美化墙面；利用
绿植、鹅卵石造型画、斗笠蓑衣小物件点
缀院墙；凌霄、常春藤、木槿、绣球错落盛
开……在江苏省苏州市的乡村，农家主人
的匠心巧思不仅扮靓了庭院，也提升了村庄
的整体颜值。

“这个小院真别致！”金色秋日，走进苏
州高新区镇湖街道石帆村钟芬芳家，到访者
不由得发出赞叹。

钟芬芳家的庭院中，两棵桂花树天然地
将院子分为左右两个部分，精心修剪的灯笼
花、错落摆放的吊篮、月季、兰花，各色常绿
植物和花卉搭配，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令人
赏心悦目。

作为“芬芳”妇女微家的负责人，钟芬芳
亲和力尽显：“没事就邀请大家到我家来坐
坐，大家在一起议议，怎么带动更多姐妹加
入美丽乡村建设中来，把我们村打扮得更

美。”
近3年来，越来越多的“钟芬芳”的加

入，让苏州市的美丽庭院建设和美丽乡村建
设持续迸发活力。

“市妇联一直在推动实施美丽庭院建
设，团结、引领了越来越多的农村妇女积极
投身乡村振兴，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
美丽宜居乡村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苏州市
妇联主席王燕红介绍说，2019年以来，苏州
市持续开展庭院美化行动，在各级妇联组织
和农业农村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全市已建成
市、区、镇、村四级“美丽庭院”超1万个，并
培育了一大批有苏州特色的美丽庭院。

吴中区临湖镇柳舍村利用村民的闲置
农舍打造美丽乡村民宿群，成就了美丽乡村
建设的典范之作。“我们这里东临太湖之滨，
步行又可到苏州太湖园博园，地理位置优
越，打造民宿群再合适不过了。”柳岸花田民
宿老板娘笑意盈盈地说。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了解到，在美丽

庭院建设中，苏州市妇联确定了“组团化申
报、社会化运营、标准化建设、长效化管理”
的理念，与苏州市农业职业技术学院合作，
编印《美丽庭院建设指导手册》，组建专家指
导员队伍，深入乡村进行

“一对一、点对点”专业指
导。市妇联官微持续推出

“教你打造不一样的美丽
庭院”和“美美乡村，慧创
同行”系列活动，从墙面美
化、植物选择、杂物收纳等
6个模块提供庭院美化整
体方案。此外，市妇联还
发挥各级妇联执委、三八
红旗手等先进典型的模
范带头作用，形成了一名
妇女带动一个家庭、一个
家庭带动多个家庭的良
好局面。

从“一户美”到“户户

美”，从“几村美”到“村村美”，从“一处美”到
“一片美”，记者看到，苏州市美丽庭院建设
体现了一村一品、一庭一韵，正在把诗意的
江南风韵融入乡村振兴实践。

诗意江南 一庭一韵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乡村振兴·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史玉根
■ 曾昭松 杨晓松

深秋时节，贵州省黄平县一碗水乡的参
农们进入新一轮忙碌季，犁地、分行、施肥、
垄土……一棵棵太子参苗栽入地里，沉寂了
3个多月的农田，又呈现出一派热闹的景象。

“去年我们家种了60多亩太子参，今年
收了7万斤，现在全部卖出去了，除去成本，
赚了25万元。”一碗水村参农向利坤喜滋滋
地说，今年他继续原有的种植规模，希望明
年再有一个好收成。

一碗水乡有着“中国太子参之乡”的美
誉。虽然已经过了太子参收获季节和交易旺
季，但参农们的一张张笑脸、占地40多亩的大
型中药材交易市场、漫山遍野的太子参种植
基地，无不显示这种外形娇小的中药材在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太子参是我们乡的主导产业之一，全
乡80%的农户参与了太子参种植，本乡加上
乡外的种植面积达7.9万亩，年产值达9亿多
元。”一碗水乡党委书记向新华介绍，近年
来，针对太子参产业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
乡党委、政府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探索新的
发展模式，进一步补齐完善产业链，引导参
农抱团发展，促进了太子参产业的健康发
展，带活了一方经济，富了一方百姓。

借地生“金”，扩大种植规模

“我以前在凯里做生意，后来看到父母
和乡亲们种植太子参挣了钱，就回来跟着他
们一起干。”杨龙坪村27岁的参农吴林说，今
年是他种太子参第3个年头，在父母的帮助
下，共种植了60亩，在本村只种了10亩，其
余都是在外面租地种的。

像吴林这样因本村土地不够，把太子
参种到了外村、外乡甚至外县的农户还有
很多。黄平县农业局农技专家刘登全介
绍，太子参的生长对土壤的要求很严苛，长
年连作会导致土地肥力下降，严重影响产
量和质量，因此需要轮作，加之种植户越来
越多，本村、本乡甚至本县的耕地渐渐供不
应求。

一碗水乡党委组织委员杨国轩介绍，近
年来，一碗水乡党委、政府探索“乡内土地统
一流转+乡外借地生产”发展模式，出台了种
植补贴等激励政策，指导村组织，引导农户
统一流转土地，满足太子参等中药材产业发
展的需求。后来又成立“土专家”县外土地
发掘小队，引导、鼓励本乡村民到周边县市
租赁土地种植太子参，“近年，周边10余个县
市都有一碗水乡的村民租地种参，面积达到
了4.5万亩。”

据了解，在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可产
500公斤鲜参，可加工260~300公斤干参，
按近年的市场价格，除去各项费用，至少可
纯挣4000元/亩。目前，一碗水乡的太子参
种植户每户在外乡平均种植50余亩，最多
的达到300亩，外乡土地租金和人工成本相
对较低。这样，比在本乡本村种植要多挣
1000元/亩。

与此同时，一碗水乡政府积极推广科学
种植，充分挖掘利用本地的土地资源，比如，
乡农技部门组织农技团队，定期对连片种植
太子参的耕地进行测土配方，及时补充土壤
营养，提高土地肥力，确保太子参的产量和
品质，还开发并推广“黄豆+太子参”“玉米+
太子参”“果林+太子参”等轮作或套种模式，
提高土地利用率，消解太子参连作障碍。
2020 年，该乡几个太子参专业村开辟了
3000多亩林下基地，用来套种太子参，获得
了可喜的收成。

就地加工，产品增值20%

每年7月，参农们便进入一年中最忙也
是最担忧的季节，他们要趁天晴把成熟的太
子参采挖出来，进行清洗和晾晒。如果中途
天阴下雨，轻则影响成色，重则腐烂无法售
卖，“以前没有烘烤设备，我们也只能靠天吃
饭。”朗浒村参农梅发荣说。

2017年，一碗水乡引入社会资本，在朗
浒村建起了太子参加工车间，提供洗涤、烘
干、选装、打包一条龙服务。中国妇女报全
媒体记者看到，加工车间用高压喷淋清洗机
械清洗太子参的同时，将其表面的须根从容
纳筐的网孔中导出，用高速旋转切割刀片将

须根切除，干净利落；清洗干净的鲜参则被
送入烘烤房，14个小时就被烘干，然后装进
精美礼盒；切除的须根卖给相关药企，制作
成饲料添加剂等产品。太子参附加值由此
增加了20%。

2018年，一碗水乡利用东西部对口帮
扶资金，建设了一碗水中药材交易市场。
记者看到，交易市场园区内还建有一个面
积达6000多平方米的加工厂，厂内不但有
3条烘烤线可同时运行，每天累计可烘干
10多吨太子参，还可以对太子参成品进行
深加工。

一碗水乡商会会长、交易市场负责人董
成忠介绍，大型中药材交易市场的建成，解
决了药农、药企、药商在销售端的许多难题，
使太子参销售更加顺畅和规范，而现代化加

工厂的投产，更将大大提高太子参就地加工
和深加工的能力，不仅可以满足本地参农的
需求，还能增加产品的附加值，有助于把太
子参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我们已建设一个高标准中药材产业示
范园区，正在完善配套设施，计划在园区内
开展医药文化展示、休闲观光、科普教育、科
研实训、康体养生、药膳养生、户外运动等康
养文旅项目，进一步延伸太子参和其他中药
材的产业链，打造富民产业。”向新华说。

能人带头，扩大产业辐射面

记者了解到，过去一段时期，许多太子
参种植户大多是单兵作战，存在种植不规
范，病虫害防治不及时、不到位等问题，导致
太子参产效达不到理想目标。

从2017年开始，一碗水乡推出“十户一
体”组织模式，按照户体距离相近、户体结构
相同、发展意愿相同的原则，将十户左右的
参农捆绑在一起，组成一个太子参产业主
体，还组建了“党支部+致富带头人+农户”的
党建联盟，以结对子的方式，挑选一名致富
能人为“十户一体”的户长，把户内成员资源
统筹起来，共享生产和管理技术，户内成员
相互帮助，相互兼顾，按照统一的标准生产、
管理，提升太子参的产品品质。

与此同时，一碗水乡还采取“大户连小
户”“强户帮弱户”“一户带多户”等方式，带动
更多群众发展太子参产业。目前，一碗水乡
的太子参产业发展主体已达175个，带动全乡
1万余人参与种植和就业。

杨龙坪村村民秦福早在2005年就在本
村种植了5亩太子参，但由于缺乏种植技术，
一直不敢扩大种植规模，后来，一名致富带
头人对他进行一对一的指导，秦福才逐年扩
大种植面积，收入递增，后来，他自己也成长
为一名致富带头人，主动帮助其他种植户和
村民。2020年，他被乡党委纳入村级后备
干部“育苗工程”，并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
村主任。

“这些年，在推进太子参等产业发展过
程中，我们乡涌现了一批又一批种植大户、
致富能人和致富带头人，带动了许多村民增
收致富。以后，我们要继续深入实施‘育苗
工程’，把那些有德有才的致富能人和带头
人发展为党员，培养成村组干部，让他们带
领更多村民发展产业，实现共同致富。”向新
华说。

苏州市持续推进美丽庭院建设，从“一户美”到“户户美”，从“几村美”到“村村美”，从“一处美”到“一片美”——

■ 郑智敏 蒋东山 俸梅

“现在有水灌溉，路好走，土地流转租金高，比起
以前强多了。”近日，广西桂林市恭城瑶族自治县平
安镇土陂村村民周品坤高兴地对笔者说。

周品坤夸赞的是近年来当地实施的旱改水项
目。以前，土陂村的一片耕地种植过金银花、百香
果，因土地贫瘠等原因种植失败后被荒废多年，经过
近两年的耕地提质改造，变成了种植水稻的良田，农
民喜在心头。

据了解，近年来，恭城县自然资源局土地整理中
心大力推进土地整治项目，在6个乡镇实施了20个
耕地提质改造项目，总投资近2.63亿元，实施面积
达983公顷，新增水田面积达647公顷，原来的10
等旱地成了6~7等的水田。

为保证项目顺利实施，恭城县成立了农业公司，
将项目区的土地全部流转到农业公司进行统一管
理，实行“水稻+蔬菜”的种植模式，实现了农民增
收、公司盈利的双赢。项目建设产生的水田指标，既
落实了耕地占补实行的耕地数量、粮食产能、水田指
标，又满足了当地项目建设占用耕地占补平衡的要
求。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该县还完善了田间道路系
统和排灌系统，大大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

驻村手记手记

广西恭城县投资2亿多

元实施耕地提质改造

乡村建设建设

村民在采收太子参药种。 梁文/摄

村
民
在
管
护
太
子
参
。

梁
文/

摄

一碗水乡的太子参种植基地。 梁文/摄

一碗水乡中药材交易市场。杨晓松/摄

石帆村村民钟芬芳家摆满花草的小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