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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秋天到，南瓜俏。走进绥阳县旺草镇下寺村的雷
竹产业园，漫山遍野的南瓜藤蔓缠绕在一根根雷竹枝干下，一个
个色泽金黄、个大饱满的蜜本南瓜“躲”在密密麻麻的藤叶丛中，
村民们小心翼翼地将其“揪”出来装进背篓，一背篓接一背篓地
背往停靠在山腰的小货车上。

“这里种植的蜜本南瓜有500余亩，亩产量在8000斤左右，
我们提前与相关公司签订了合同，保底收购5毛钱一斤，销路不
愁。”绥阳县宽阔水雷竹笋有机种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田景强介绍，南瓜预计在9月底采摘完。

“这几天在这里收南瓜，每天有 100块钱的工资，在家门口
找点零用钱，挺不错的。”今年 55岁的村民罗宗模家就住在山
脚下。

绥阳县宽阔水雷竹笋有机种植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于
2019年11月，是集雷竹有机种植、雷竹笋产品加工与销售、雷竹
有机菌肥开发与销售为一体的种植企业。

由于雷竹见效周期长，合作社便实行“以短养长、长短结合”
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林下食用菌、特色蔬菜等种植的立体农
业。“前期，我们已经用了有机肥种南瓜，相当于把土地松一遍，
这给雷竹种植也打下了基础。”田景强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旺草镇以党建为引领，紧紧围绕“山区特
色、林区长效”的产业发展思路，探索产业发展管理模式，发展林
下方竹、蜜本南瓜等1万余亩。2023年，通过争取项目资金170
万元，完善产业道路、厂房、机械设备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推进乡
村振兴夯实基础。

“我们采取了‘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着力打造规
范化、规模化林下产业示范基地，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
力，不断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旺草镇副镇长李德娟表
示，下一步，旺草镇将系统谋划，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土地利用
率和农产品附加值，努力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谢国欢）

旺草镇

林下“金瓜瓜”
育出好“钱”景

日前，全国多个省份有关部
门发文，鼓励高校毕业生到基层
就业。广袤基层是党的根基，也
是年轻干部成长的摇篮，融入基
层、服务群众是广大青年磨砺意
志、提升本领的熔炉，广大青年当
秉承“强国有我、请党放心”的豪
情，敢于“向下扎根”，秉承“纯粹、
执着、热爱”之心，在新时代新征
程中绽放最美芳华。

怀“矢志不渝跟党走”的纯粹
之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
事。”广大青年要从党的百年光荣
历史、宝贵经验和伟大成就中汲
取坚定理想信念的智慧和力量，
把对党忠诚刻在心里、融入血液、
付诸行动，将青春“小我”融入强
国“大我”，始终筑牢信仰之基，把
稳思想之舵，站稳人民立场，保持

“赶考”的清醒和坚定，在广袤基
层追逐梦想、敢于担当、能吃苦、
能战斗。

怀“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执着
之心。“刀在石上磨，人在事上
练。”广大青年正处于成长成才的

“抽穗拔节”阶段，要时刻保持空
杯心态，虚怀若谷、戒骄戒躁，在
急难险重工作中“拔节生长”，坚
持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不断
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知重
负重、挺膺担当。

怀“策马扬鞭自奋蹄”的热爱之心。“江山就是人民，人
民就是江山。”广大青年要在苦干实干中为民服务、奉献青
春，在实践中增强宗旨意识和人民情怀，多坐“冷板凳”，多
钻“矛盾窝”，到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当好人民群众的

“贴心人、暖心人、知心人”，面对困难绝不“撂挑子”，以“不
待扬鞭自奋蹄”的责任感把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一抓
到底。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广大青年要勇于“向下扎根”，
敢于磨炼，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材，在乡
村振兴一线贡献青春力量。 （据《贵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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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在播州区鸭溪镇
仁合村八组的舞蹈点，几名村民在自
编自演打钱杆、斗笠舞等，10多名村
民在旁边观看，不时欢呼鼓掌，给山
村增加了喜庆祥和的气氛。这是鸭
溪镇自 2022年开展创建红星自治示
范村民组以来的一个缩影。

鸭溪镇仁合村八组人口 59 户
217人，其中党员 8人。2022年底开
始创建红星自治示范村民组，通过选

举成立管事组。管事组坚持“自我服
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的群众自治原则，积极推动群众自治
工作提质增效。

该村民组在仁合村党组织的领
导下，创新推行“23344”工作法，抓好
党员管理教育、群众自治教育，建立
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构建镇+
村+网格三级联动机制，完善党员议
事会、村民代表会、四议两公开、重大

决策等四项决策机制，实现民事民
管、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督。

今年以来，该村民组管事组商议
由群众投工投劳，对入组路进行修整
硬化；向外招募企业大户入驻，高效
整合土地资源，引进大户流转土地，
成片种植大葱；按照门前三包、公共
区域共同承担原则整治环境卫生，由
环境卫生小组对各户门前卫生定期
检查，按标准分发积分；组织群众组

建钱杆娱乐队、妇女舞蹈队，晚上在
固定舞蹈点开展文娱活动。

据了解，鸭溪镇自2022年在全镇
250多个村民组中陆续推动创建红星
自治示范村民组以来，以往滥办酒席
等陈规陋习得到了有效遏制。目前，
该镇各村民组通过多种措施开展创
建活动，推动了基层党的建设和经济
社会的健康发展。

（李仁军）

鸭溪镇

党建引领群众自治建设美丽乡村

9月8日，市民在新蒲新区三渡镇柳田村精品
水果园采摘认领的葡萄。

近年来，柳田村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
户”发展模式，种植900亩精品水果，线上吸引周
边市民认领黄桃、葡萄、樱桃、枇杷等精品水果，
线下邀请市民参与认领果树的修枝、除草等日常
管护，体验劳动的乐趣。果树成熟时，市民可亲
手采摘，享受收获的喜悦。

简垦 摄（遵义图库发）

线上种葡萄
线下采摘乐

日前，在务川自治县大坪街道甘禾社区吴茱萸
种植基地，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装运吴
茱萸。

近年来，务川自治县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地
理优势，在大坪、浞水等地种植中药材吴茱萸2300
亩。据了解，大坪街道甘禾社区吴茱萸种植基地采
取“党支部+合作社+种植户”的组织方式，种植吴茱
萸420亩，预计能收鲜果100吨，产值40万元左右。

（徐飞 刘强 摄影报道）

秋来药飘香
村民采收忙

近日，走进凤冈县的遵义星丝路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只见
自动缫丝机组不停煮茧抽丝，复摇机
忙着编丝复摇，雪白的蚕茧经过一道
道工序后变成了一捆捆精品生丝，企
业上下正铆足干劲、开足马力，力争
达到最高产能。

“凤冈当地的蚕茧质量非常优
质，所以我们造出来的生丝基本上都
是5A级别的，每个月能生产5吨左右
的生丝，需要消耗接近40吨的鲜茧。”

遵义星丝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
理韦亚勇告诉记者，公司平均每个月
的产值在 250万元左右，订单已经排
到明年。

近年来，凤冈县依托当地特色资
源优势，因地制宜，以“支部+公司+农
户”的模式，大力发展种桑养蚕和蚕
丝加工业，培育职业蚕农980余户，走
出一条促进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的新“丝”路。

同样，在位于凤冈县凤岭街道文

峰社区的万发茧丝绸有限公司的生
产车间内，机器轰鸣，两组自动缫丝
生产线飞速运转，工人们正忙着选
茧、缫丝、捆丝，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一共收了140吨鲜茧，茧量
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茧量，目前我们
有两组生产线，白厂丝到现在为止生
产了 10吨左右，加上副产品一起，总
产值在600万元左右。”公司生产经理
叶永忠说。

据了解，凤冈县严格执行“五统

一、五提高”养蚕标准，通过科技赋能
发展蚕桑产业，实现蚕茧质量和产值
双提升，为蚕企产出好产品提供强有
力的保障。

截至目前，凤冈县共有桑园面积
5万余亩，蚕农 530余户；现有蚕茧加
工企业两家，有自动化缫丝机 12组，
自动打棉机 10台，全年可加工干茧
1200吨，加工丝棉被 13万床，年产值
达3亿元，带动1700多人就业。

（据天眼新闻）

凤冈县

蚕企订单多 加工生产忙
组工新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