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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3岁的李维海是凤冈县
蜂岩镇小河村村民，此前的十多
年，他和妻子唐梅一直在贵阳从
事蔬菜销售生意。去年，夫妻俩
放弃了蔬菜生意，回家开始发展
藏香猪养殖，在大山深处闯出了
一条致富路。

走进李维海家的养殖场，就
听见夫妻俩召唤藏香猪来吃食的
声音，只见一头头乌黑的藏香猪
在夫妻俩的精心饲养下长势十分
喜人。

“我家养殖的藏香猪主要销
往贵阳、上海、成都等地，去年卖
了 60多头，纯收入有 8万多元。
今年养殖规模达到400头，一头商
品猪可卖到 5000元左右，今年毛
收入预计有50万元。”李维海一脸
喜悦地说。

据了解，藏香猪又名“人参
猪”，是西藏原始的瘦肉型猪种，

因其脂肪含量低、皮薄、肉质鲜
美、营养丰富，成为人们餐桌上的
一道美食。2021年，在贵阳做菜
生意的李维海因一次偶然的机
会，萌生了回乡养殖藏香猪的想
法。4月，李维海和妻子唐梅回到
家乡，购进了60多头藏香猪仔猪，
发展起了林下养殖，通过种植牧
草、菊苣喂养，到去年 10月，夫妻
俩便挖到了第一桶金。

尝到甜头的李维海夫妇今
年又扩大了规模，种植了 60多亩
牧草，通过自繁自养的方式，目
前，他家饲养的藏香猪已达到400
多头。

谈及今后的打算，李维海说，
我们计划把母猪以寄养的方式
发放给附近村民，让他们来饲养，
我们负责回收小猪，以带动更多
的老百姓致富。

（胡永艳 刘桂宇 陈昌霖）

养殖藏香猪 闯出增收路
——记凤冈县小河村村民李维海夫妇

5月25日，在务川自治县都濡街道桐木村
坝区里，千亩艾草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着收
割艾草。

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采取“合作
社＋公司＋农户”组织方式，大力发展艾草产
业。目前，该村种植艾草1200亩。

（孟红霞 杨冬 摄影报道）

近年来，汇川区团泽镇采取“党建+合
作社+基地+农户”组织方式，通过产业项
目补助、农机补贴等形式，鼓励村民发展
辣椒产业。今年，该镇种植辣椒 2 万余
亩，总产值预计达9000万元。

图为椒农在辣椒地里除草。
(记者 张婷 摄)

本报讯 （记者 张婷）近
日，在新蒲新区虾子镇虾子社
区幸福小区的“青年乡村振兴
夜校”课堂上，授课老师正根据
社区扶贫车间的工作需求，对
前来学习的社区居民进行包装
技术类的指导培训。

今年 4月，虾子镇结合自
身实际，在虾子社区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幸福小区开办了

“青年乡村振兴夜校”。该夜校
不仅开展专业技能培训，讲解
涉农政策、法律知识，还根据群
众要求，开设育儿方法、青少年
行为规范等特色课程。

据了解，虾子社区今后将
持续依托“青年乡村振兴夜校”
平台，着力打造一支有文化、懂
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
农村人才队伍。

虾子镇

青年乡村振兴夜校助乡村人才振兴

本报讯 （记者 刘伊霜）
5月 24日，正安县老年大学在
瑞溪镇水车坝村举办“文旅结
合·健康保健”助力乡村振兴游
学活动，该校近 200名师生参
加活动。

该活动通过健康知识讲
座、文艺表演等方式，把老年教

学与助推乡村旅游融为一体，
旨在树立老年群体健康养老理
念，不断提升老年群体生活和
健康质量。

活动中，该校还向正安吉
他文化展览馆、水车坝景区进
行了县老年大学游学基地授
牌。

正安县老年大学

开展助力乡村振兴游学活动

走进道真自治县洛龙镇三院
村马头山组茶叶种植基地，条条茶
垄分布匀称，满园绿意，茶香扑
鼻。茶农胡应红夫妇穿梭其间：

“我们两个人都在茶园务工，平均
一天能挣 300 元，收入还是可观
的。”

目前，三院村已建成茶园3000
余亩，惠及 12个村民组 390余户，
年产量达250万斤。茶产业已成为
三院村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三院村有茶，五一村却有菇。
200多个黑色大棚依山而建，一眼
望不到头。菇农孔尚友正在棚内
浇水。去年，孔尚友租用了 2个食

用菌大棚发展菌菇，今年又多增加
了一个。“食用菌大棚就在家门口，
既照顾了家庭，还有不错的收益，
我决定继续在家里种植菌菇。”

近年来，五一村抢抓坝区建设
机遇，把食用菌产业作为优化农业
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增
加农民收入的重要举措，积极争取
茅台集团帮扶资金 500万元，建成
食用菌大棚 207个，累计种植食用
菌 200万棒，实现经济收入 700余
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50万元。
如今的五一村，“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已触手可及。

与三院村、五一村不同，生态

“红利”、清凉“礼包”是大塘村的特
产。夏初，走进洛龙镇大塘村，清
风徐徐，树枝摇曳，芳草萋萋，进村
柏油大道宽敞整洁，白墙黛瓦的乡
村旅馆、农家客栈错落有致。

近年来，大塘村依托独特区位
与良好生态，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如今，宽阔的橡胶运动场、蜿蜒的
休闲步道、幽深的垂钓鱼塘、漂亮
的花园绿化……大塘村旅游招牌
愈发闪亮，一村一品牌乡村旅游特
色产业完全形成，曾经的贫困村正
朝着乡村振兴之路稳步迈进。

烤烟、茶叶、蔬菜、食用菌、红
苕粉、乡村旅游……洛龙镇各个村

“一村一品”各有千秋。近年来，洛
龙镇充分发挥生态环境好、土地资
源丰富等特点，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打造“一村一品”特色品牌，做
大做强农业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据悉，洛龙镇共发展烤烟 10000余
亩、茶叶 7000余亩、食用菌 500余
万棒、商品蔬菜 1500余亩、乡村客
栈177家，每年烤烟年产值4000多
万元，茶产业年产值 2800万元，旅
游年产值 800多万元，食用菌年产
值2600多万元。产业发展的红利，
正逐渐鼓满百姓腰包。

（据《贵州日报》）

洛龙镇

“一村一品”推动乡村美百姓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