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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1日，正安县老年大学组织学员举行
户外游学教学活动。在带队老师指导下，学员
分组进行了摄影创作、吉他表演和诗词创作等
实践活动。

王开宇 摄 （遵义图库发）

一袭春雨，润泽山村。道真自治
县隆兴镇浣溪村的王再刚忙得不亦乐
乎，铺地板、粉刷墙壁、挂窗帘、安灯
具，把里里外外都重新装修了一遍。
原来，他要把自家的民房改造成民
宿。“灯具装完，然后置办床铺、家电，
要赶在 5月份游客到来之前，把房子
收拾好，设施配起来。”

民房改造民宿。王再刚的信心来
自妻子周书会的一次外出参观。“去年
夏天，村里组织我们到洛龙镇大塘村
参观学习，看到那里乡村旅游十分火
爆，当时就动心了。”周书会说，参观回
来第二天就给在外地的丈夫打电话，
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浣溪村和大塘村相比，生态环境、
气候优势等条件相差不大，甚至更
好。王再刚和妻子商量后决定投资
10余万元改造自家房屋，成为村里改
造民宿的“第一家”。

“我们这里山清水秀，环境好，空
气好，以前也有不少游客问能不能提
供住宿，想来生意肯定不成问题。”王
再刚满怀信心：“把空闲的房间利用起
来，改造成 13间客房，根据游客所需
提供厨房、餐具等，每年有4万余元的
收入就满足了。退一步讲，就算没游
客来住，房子改造了，环境更好了，自
己养老也不错。”

王再刚是当地的能人，在家会种
地，在外是泥水工，且观念新、人缘好，
啥事都喜欢干在前头。因此，他被村
民们推选为“自管委”成员、村民代表，
在产业发展、乡村治理中均发挥了很
好的带头和带动作用。

乡村振兴离不开人才振兴，深入
挖掘和识别乡土人才尤为重要。“只要
有用就是人才，其实人才就在身边。”
隆兴镇党委书记皮开永介绍，镇里按
照有用、管用、实用的原则，把致富能

手、复转军人、返乡大学生以及能工巧
匠、民间艺人等乡村能人挖掘出来，分
门别类建立人才资源库，并通过正向
引导其发挥“传帮带”作用，充实了乡
村振兴主体力量。

农村能人干事创业有激情，但往
往学历低、缺平台。道真自治县紧扣
乡村振兴总要求，按照缺什么补什
么、弱什么强什么的原则，采取带出
去学、请进来教和在职教育、继续教
育等方式，大规模培训农村实用人
才，让农村能人开阔视野、提升技术
技能，增强了引领发展的新优势。

“围绕农业技术推广、农产品经
营、种植养殖、建筑施工、农村电商、传
统技艺等领域，大力培养乡村产业所
需人才。近三年来，全县共开展各类
人才培训60余期，培训各类人才7000
余人次，各乡镇（街道）分门别类建立
13类人才台账，培育乡土人才 1828

人。”道真自治县县委组织部党建服务
中心主任冷超介绍。

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好用活人
才是乡村振兴的根本。该县抓住人才
的事业发展需求，给予充分的项目支
持、资金扶持、科技服务等政策支持，
为有志于农村发展的农村能人搭建施
展身手的大舞台，使其真正成为带头
技术推广、带强产业发展、带动群众致
富的乡村振兴“领头雁”。

如今，大批农村能人在道真的广
袤田野间大施所能、大显身手，由农村
能人领办创办产业基地、乡村旅馆、专
业合作社等不断涌现，示范带动全县
群众常年投放食用菌 1亿棒以上，发
展中药材（花椒）、茶叶、酒用高粱等经
济作物 35万余亩，兴办乡村客栈、农
家乐 530家，其中评星定级的 30家，
2022年接待游客300万人次。

（据《贵州日报》）

道真自治县

农村能人筑梦美丽乡村
随着绿色环保理念的深入人

心，新能源电动汽车作为低碳出行
的交通工具，受到群众广泛欢迎，但
新能源汽车充电站数量不足、充电
不方便的问题让不少车主头疼。为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红
花岗区万里路街道结合辖区实际，
于2022年8月启动“万里情怀”项目
建设，建设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该街道狮子桥社区的新能源汽
车充电站里，崭新的充电桩并行排
列，站内停放着不少车辆，车主们正
使用充电桩为电动车充电。

狮子桥社区新能源汽车充电站
所处的位置曾是一块城市闲置地，
在深化文明城市建设过程中，该街
道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优势，结合实际对闲置地进行
有效管理，引进公司合作共建新能
源汽车充电站，并于2022年11月投
入使用，共设置充电桩 11个，能够
同时满足22辆车的充电需求。

“充电站的建设，不仅解决了群
众的充电需求，也改善了周边居民
的居住环境，大家都非常满意。”狮
子桥社区党总支书记蒋永红说，在
充电站的安全管理方面，社区安排
了专人进行不定期检查，公司也派
出专业人员对充电站的设施设备等
进行维护管理，保障充电站安全平
稳运行。

据了解，该街道在狮子桥社区
和丰乐社区闲置空地上建设“万里
情怀”项目，打造集新能源汽车充
电、临时停车场、篮球运动场、小吃
餐饮等于一体的综合服务市场。目
前投入使用的两个新能源汽车充电
站共有24个充电桩，并设置了休息
室、茶水间及 30个标准停车位，不
但缓解了该区域停车难、充电难的
问题，还带动了万里路商圈消费市
场回暖。 （李小芳 李江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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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赤水市立足资源禀赋，加强党建引领，
不断发展壮大“个十百千”特色优势产业，推行“龙头
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经营模式，紧扣“一村一
品、一镇一特、一县一业”，特色产业发展步履稳健，
乡村振兴动能强劲。

图为赤水市官渡镇玉皇村驻村第一书记（左）在
该村火龙果基地进行技术指导。

（记者 金枭枭 摄）

本报讯 （记者 一丁）嫩芽吐绿，茶香四溢，在余庆县花
山苗族乡万里村隔山门的茶园里，一幅“新竹背篓采茶女，俏
影丽容赛繁花”的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每年三月是茶山最热闹的时节，总能看见一群群茶农忙
碌的身影，今年天气好，又能增加不少收入。昨天采茶收入
100元，今天 150元，这茶山上种的是茶，更是我们老百姓的

‘摇钱树’哦。”说起采茶的收入，万里村村民钟良英高兴得合
不拢嘴。

“自从隔山门打造了茶叶种植基地后，留在家乡的人也有
了工作，人均增收1000余元，去年集体经济创收38.3万元，老
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花山苗族乡万里村党总支书记田茂先
高兴地说道。

同样，该乡回龙村坚持“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
式，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打造了回龙村“乌江两岸”牌
余庆小叶苦丁茶品牌。春茶开采期间，在回龙村茶青交易市
场，集体经济合作社每天帮助茶农统一销售优质茶青 500斤
以上，日销售额达50000元以上。

花山苗族乡负责人告诉记者，万里村、回龙村的茶叶发展
只是花山苗族乡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接下来花山苗族乡将
持续坚持党建引领，做实做深党建工作与乡村工作深度融合，
带领群众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花山苗族乡

“采”出幸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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