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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新变
春风又绿金橘坡

阳春时节，离余庆县城7公里的满溪
河畔南岸，岸边的山坡上，满眼的新绿释放着盎然

生机，几百亩连片的橘树郁郁葱葱，青山环抱下，掩映着
一栋栋青瓦白墙的民居。

这里是白泥镇满溪村罗家坡村民组，“四在农家”的探索做法从这里走
出，走向全市、全省。

二十多年前的罗家坡，“穷”得远近闻名：“到处秃岭荒坡，村民住柴棚草窝。有女
不嫁罗家坡，爬上山顶打哆嗦。”吃面都要到其他地方去借，这样的日子，村民们不想再

过下去了。
穷则思变！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这里。在村委会、生产队的带领下，通过开荒

造田、良种良法和精耕细作，罗家坡的20多户村民都把粮食种起来了，村里每家的粮仓越来越满。吃
饭不愁了，但粮食卖不了几个钱，村民的日子还是过得紧巴巴。
“光吃饱不是生存之道，还是要发展产业才能富起来。”时任村支书周修平把目光放在了柑橘身上：“罗家坡

环境适合种柑橘，也早有种植，有基础。”
周修平和村民组组长周清泽、退休老支书周修荣、村民代表周光明反复讨论，认为只有种柑橘才有出
路，并打算调整一部分土地用来种果树。

柑橘在罗家坡虽有零星种植，但村民只是将其种在院坝作为观赏或是点缀，并没有当产业
来做。不少村民对此表示怀疑，在村民眼里，种果树那是“一年不得收、二年不见效、三年没

得钱”，好不容易吃饱饭折腾不起。
周修平等4人打算带头种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用行动解除大家的疑

虑。但周修平自家种植的300多棵柑橘大苗收益并不好，他去请教农技专家才
找到症结：种的都是淘汰的老品种，怎么可能好？

看来要种好柑橘，还得学新东西。周修平跑前跑后学习柑橘种
植技术，重新引进温州蜜橘和红金橘两个品种进行试种。

试种下来，周清泽尝到了甜头——零售价格是普通柑
橘的两倍，远近不少商贩上门来收购。接着，周清泽移栽

了 3 亩，培育柑橘苗 6 万株，光是柑橘苗就卖了
14000多元。

今年已74岁的周清泽回忆当时仍心潮
澎湃：“那哈还是八几年，人家都已经叫我

‘万元户’了。我最早买了电视机，不
少乡亲都来我家里看稀奇。”

有了榜样带头，村里
柑橘的种植面积越

来越大。周修平
和周清泽等

人办起了

“满溪柑橘农业研究会”，为村民种植柑橘提供技术和管护服务。目前，罗家坡的果园面积达3600亩，年产值超过
2000万元。

柑橘鼓了村民的腰包。到了2001年，满溪村年人均收入已达8000元。那一年，当选为村委会主任，现任满溪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冯仕金记得清楚：“那段时间是村里环境开始大转变的时候。”

那时的罗家坡，道路狭窄不畅通、居住环境落后。逐渐富起来的村民，想要更通畅的路、更舒适的居住环境和外
界更方便地联通。

村民开始自发筹资修路，接着水、电、有线电话、闭路电视陆续接通，改造了厨房、厕所和庭院，乡村面貌焕然
一新。

罗家坡的转变被余庆县派驻蹲点的干部发现，并提炼总结为“四在农家”经验。在冯仕金看来，罗家坡的转变反
映了老百姓对富裕生活、美丽乡村的美好向往，促进村民思想发生根本改变，愿意通过学习新知识、新技术，致富建
设新农村，而这也正是“四在农家”的核心所在。

如今，罗家坡村民组原来的27户人家，家家户户拥有宽敞整洁的院子和齐全的家电，红金橘依然是特色产业，
并通过电商销售平台远销各地，村民户均年收入增长到了五六万元。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罗家坡改变了模样。现在，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以‘四在农家·和美乡村’这一载体，激发
群众新的内生动力，再次提升乡村建设内涵，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冯仕金说。

新业
“有机”田里稻花香

沿着243国道行进，在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段，有一片“石印绿色有机水稻”种植基地，基地种植的稻米采用
传统农耕种植方式，从育苗到收割全程不施加任何农药和化肥，天然、原生态的生产打响了“石印大米”这块招牌，产
品远销广东、上海、重庆等地。

提起这个基地，负责人陈刚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是“坚持”。
凉风村地理闭塞，村民大都务农。为了改变贫穷，村里的青年劳动力纷纷外出务工。在外打拼多年的陈刚虽已

站稳了脚跟，却依然选择回乡务农。
2015年，陈刚回乡看望家中老人。饭后散步时，看到大多数乡亲就守着家中的“一亩三分地”耕作，他很有感

触：“改革开放都几十年了，这里的生产方式还是没有多大变化。”
更让他感到难受的是，儿时戏水的小河里多了不少生活垃圾，村里的道路坑坑洼洼，村中不少田地撂荒……“家

乡不该是这个样子！”抱着这样的想法，陈刚起了回乡发展的念头。
石印一直是余庆县的水稻主产区，盛产优质大米。陈刚打算在这里做农业，请来专家考察后，目

标选定为有机大米。“有机大米门槛高，但是其绿色健康的特性符合今后农业发展的大趋势。”
陈刚对自己的选择信心满满。

2016年，陈刚成立了贵州印之谷农业有限公司，流转了300亩田地用来种植
有机稻，并率先在村里试种了20亩，经过省农科部门检验，稻谷符合有机大
米标准。

试种成功的喜悦没有冲淡陈刚的担忧，种有机稻高昂的成本有些
出乎他的意料：“每年每亩只能收获600斤，算上土地租金、招募用
工等费用，每亩地要投入四五千元的成本，算账下来是亏损。”

就这样，“亏本”的生意陈刚一直坚持到现在。既然是亏，
为何还要坚持做下去？这个问题，陈刚也多次问自己。

答案就在身边。
“离家近，种水稻还有工资拿。”村民杨昌宇满脸

喜悦。
多年来，基地已带动周边10个村民组500余户

农户参与到有机稻种植中来。基地还召集有意愿
种植的群众成立了“家庭种植小组”，由公司统

一提供稻谷种子并负责全程管护指导，
产出的稻谷保价收购，免除了种植

户的后顾之忧。
目前，基地绿色有机
水稻种植覆盖面积

达 到 了 1200
余亩，产

量超

过100万斤，总产值超过1000万元。
为了保证有机稻的生长环境，陈刚带动村民参与到清洁家园工程中，河道得以清理，垃圾统一清运。“水清了、路

净了、萤火虫也回来了。”陈刚很是感慨。
“农业是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行业，就是再难，我相信只要坚持下去，乡亲们都能享受到农业产业发展的红利。”陈

刚说，今年县里准备把这里作为休闲农业的试点，接下来还大有可为。

新农
茶旅融出“醉美”景

位于余庆县、湄潭县、凤冈县三地交界处的松烟镇二龙村雷家大坡的茶山绿意正浓，茶园中一株株樱花树花团
锦簇。当下正是春茶采摘之际，上百名村民穿行在一行行茶树间，轻巧地摘下嫩绿新芽。

背着背篼、戴着草帽，64岁的田仁碧是采茶队伍中的一员，她从不远的敖溪镇来到这里采茶，看中的就是采茶
的好处：“现在种地手脚不灵活了，但干这个还行，干这个也稳靠，一天有200多元的收入，‘采茶状元’一天能收入
300多元呢。”

在另一片山坡上，田仁碧口中的“采茶状元”名叫毛成兰，曾获得全省双手采茶“金手指”奖。
毛成兰的妹妹毛承秀，正是这片茶园的管理者之一。
从在外务工的商人变身茶产业的“新农人”，从打工人当上女老板，十多年间，毛承秀完成了多重身份的转变。
当年怀着摆脱贫困的一线希望，毛承秀和丈夫离乡外出务工，这一去就是十多年。回想当初所作的返乡决定，

她依然记忆犹新：“那是2009年，我在外面做塑像生意，做出来的塑像卖到印度等市场，收入也不错。”但接到一个电
话后，她有了新的想法。

电话是留在家乡的女儿打来的，说是学习成绩不错，奶奶也很好，让爸爸妈妈不用担心。听了这些话，毛承秀心
中五味杂陈。

她和丈夫骆地刚商量后，打算回乡发展：“在外打拼多年，家里都没怎么顾得上，孩子成长正是关键时候。再说，
老在外面打工也不是个办法。”

2010年，夫妇俩回乡考察准备创业，发现村里年轻人大多选择外出务工，二龙村村民守着青山绿水过穷日子。
巧的是，贵州省茶科所也考察了这里，看中了二龙村平均海拔高、地表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准备在这里建生态茶

示范园。
经过合计，夫妇俩决定选择种茶作为返乡创业的道路。

辞掉待遇优厚的工作后，在省茶科所的技术指导下，毛承秀、骆地刚回乡
注册成立了余庆县凤香苑茶业责任公司，流转了村里4000亩坡地种

植茶叶。
那时的茶山还是一片荒山，无人耕种、杂草丛生。

毛承秀和丈夫一起上山整地,饿了就烤馒头填肚子,
衣裤湿了就自然风干。“可以说，这个茶园每一块

土每一块地都是我们自己开垦出来的。”
刚 开 始 的 几 年 ，茶 园 没 有 收

益，夫妇俩不仅把在外务工攒下
的积蓄全投进了茶园，还经常

资助村民种茶，资金一度非
常紧张。

毛承秀坦言，曾有一度
撑不下去产生想放弃的念
头，但还是咬牙挺了下
来：“既然选择回来，就
要干出个名堂！”

为此，夫妻俩
密切关注茶叶行
情，参照欧盟对
茶 叶 进口设
定的严苛标
准，高标准

建设茶园、加工茶叶，生产出口欧
盟的欧标茶。

历经14载拼搏，公司成为贵茶集团欧盟出
口专属基地，带动成立了“他山农民专业合作社”，通
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辐射松烟镇二
龙村、大松村，小腮镇迎春村、魁龙村、中关村等8个行政村，带动
茶农500余户种植茶叶3万余亩。

如今的二龙村家家户户种植茶叶，实现了户均十亩茶的目标，茶园每年
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上万人次就业机会，让更多村民靠茶走上了致富路。

“全国万企帮万村精准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省农业产业化经营重点龙头企
业”……在凤香苑茶业有限公司的荣誉墙上，一排排国家、省、市级荣誉醒目排列。众多
的荣誉中有一项引人注目，那就是“贵州省最美家庭”。

“当初为了老人和小孩回来做点事情，如今不仅我们一家人得以团圆，更多的老百姓也能留
在家里照顾家人，当初的拼搏和付出感觉都值了。”毛承秀说。

新机
大江奔流达四海

连绵的山坳中，千里乌江一路向北盘山而行。行至余庆县大乌江镇沙湾港区，视野忽地开阔起来：艘艘货船
停靠于水岸，岸上高大的塔吊正将一袋袋磷肥吊装入船。港口的地面上，来自非洲的红木、余庆的石材静静地等
待下一次启航。

余庆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水上中队中队长李佳远注视着一件件货物吊装上船，从这里出发
顺江而下驶向长江。“这里是乌江黄金水道出黔的咽喉要处之一。作为贵州省第一个标准货运码头，自
2023年7月沙湾码头到重庆涪陵港集装箱首航以来，这里便实现了集装箱从无到有，货物多元化的
格局，年吞吐量达500万吨。”李佳远说。

地处遵义内隅的余庆，水运不仅为往来货物运输节约了成本，更为这里的开放塑造了新
格局。

规划建设的遵义港—余庆沙湾港口现代物流园，将作为贵州“北入长江”主要的起始
点和回程货物的中转站，推进港、产、城融合发展。

随着集装箱水运的首航，包括余庆、瓮安、福泉、
思南、石阡、德江、印江等区域都得以辐射带
动，连通山海，加快融入长江经济带。

昔日地处偏远的余庆，如今正成
为融入长江经济带的重要门户，
形成一条“黔货出山”新兴的战
略通道，广大乡村出产的各
类黔货可通过乌江直达长
江，发往全国乃至世界
各地。

就在沙湾码头一
侧，“通江达海、港兴
百业”八个白色大字
矗立在山腰上，一
艘艘航船满载着对
美好的期许，驶向
未来的彼岸。

老树着花无丑枝
——“四在农家”发源地的乡村新变

本报记者 王胜旺 石影 金枭枭

二十多年前，千里之遥的之江大地，启动了影响深远的“千万工程”，探索中国式现代化
的乡村样本。而在乌江两岸、黔北腹地的余庆县，顺应农民群众“求富、求学、求乐、求美”的
朴素愿望，也探索开启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当年，本报记者第一时间深入现场调查采
访，推出了最早报道余庆“四在农家”创建活动的一组系列报道。

二十多年来，余庆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不仅点燃了当地农民群众创建美好家园的激
情，而且燎原至遵义、贵州、中国西部乃至全国农村。而今，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

“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贵州省委、遵义市委分别对“大力推进‘四在农家·和美乡
村’建设”作出了新部署。

发端于余庆的“四在农家”，这个贵州版的“千万工程”，二十多年后，为何能依然持续赋
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至今仍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呢？

“农业有钱赚愿意干农业，农村环境美愿意住农村，农民幸福指数高愿意当农民！”春暖
花开时节，余庆县乡村振兴局局长田茂国的这番话，道出了该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四
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理念的内涵要求、目标愿景，也打开了此次记者回访“四在农家”发源
地的新切口。

记者手记
发端于余庆县的“四在农家”创建活动，二十多年

来，之所以点燃了农民创建美好家园的激情，燎原在余庆、遵
义、贵州、中国西部乃至于全国农村，其理其由已有专家学者浩繁文

本探究明晰。本报记者一直跟进，持续观察，究其根由，归结一点还是在于
当地历届党委政府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因地制宜的创建原

则、共建共享的工作机制、持之以恒的创新韧劲。二十多年后，记者再次踏访了“橘
树下的先行者”“稻田里的‘守望者’”“茶山上的‘新农人’”等，感悟最深有三点：一是决

策依据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顺应农民群众“求富、求学、求
乐、求美”的朴素愿望，创造性地找准载体抓手；二是充分尊重群众的主体地位，尊重群众首

创精神，善于运用民主管理的办法运作，真正激发了广大农民群众从“要我建”到“我要建”的
根本转变，保证了创建实效；三是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以一家一户得实惠为根本，干农民想干
的，做农民想做的，帮农民所需的，让农民群众真正感受到身边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从而点燃
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激情，积极主动去创造幸福、享受幸福。

新时代新征程，要求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从美丽乡村到
和美乡村，一字之变，极大丰富和拓展了乡村建设的内涵和目标。作为“四在农家”的发源地，
余庆县委、县政府已清醒地意识到，既往的抓手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必须在巩固既
有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找准新的切入点、着力点和关键点。人间四月最美天，从乌江南岸的
罗家坡金橘园到桥底苦丁茶山、魁龙数字门牌、凉风石之印谷地，再从乌江北岸的沙湾码
头到二龙雷家大坡茶海、松烟白沙水乡、觉林马家博士寨……记者看到余庆这片热土
上，已经清晰绘出“四在农家·和美乡村”建设的施工图：其一，围绕“富”字做文章，坚
持“适地之宜，得时之和”，实现产业美向发展美转型；其二，围绕“学”字做文章，坚

持“顺应山水，和于四时”，实现外在美向内在美转型；其三，围绕“乐”字做文
章，坚持“人心和善，以和为贵”，实现风貌美向风尚美转型；其四，围绕
“美”字做文章，坚持“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实现村庄美向和谐美转

型。拼接四图，宛如一幅“四在农家·和美乡村”的升级版、贵州
版的“千万工程”壮美画卷，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带

着“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气神，徐徐铺展在踔
厉奋进的新长征路上。

遵义港余庆港区沙湾码头遵义港余庆港区沙湾码头（（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余庆县松烟镇二龙村万亩茶园余庆县松烟镇二龙村万亩茶园 （（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白泥镇和景湾新村白泥镇和景湾新村（（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粮食生产基地余庆县大乌江镇凉风村粮食生产基地（（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余庆县白泥镇满溪村余庆县白泥镇满溪村““四在农家四在农家””发源地发源地（（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余庆县白泥镇魁龙村烤余庆县白泥镇魁龙村烤
烟基地烟基地((金枭枭金枭枭 摄摄））

构皮滩水电站泄洪构皮滩水电站泄洪（（穆明飞穆明飞 摄摄））余庆县白泥镇团结村蔬菜基地（穆明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