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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播州区团溪镇生产
村种植的草莓成熟上市，丰富了市
民的果盘子，鼓起了种植户的钱袋
子。据悉，该村种植的草莓从 11
月下旬开始陆续上市，采摘期可持
续至明年5月。

图为在该村清清草莓园，种植
户管护果园。

（贺元平 粱丽婷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年来，凤冈县以
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政策性农
业保险支持“三农”发展的保障
作用，积极推动农业保险“扩
面、增品、提标”，持续织牢农业
生产“保障网”，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保“价”护航，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

位于进化镇黄荆村的凤冈县
陈双畜牧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是
一家以肉牛育肥、屠宰为主的县
级示范社。今年，该合作社的9头

牛因病死亡，及时得到了中国人
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凤冈支
公司的理赔款，大大降低了合作
社的损失。

该合作社负责人陈礼介绍，今
年给合作社的400余头牛全部买了
保险，保险公司的服务很到位。

据了解，政策性农业保险是
政府对农业保险保费给予一定
比例补贴的惠民政策，购买农业
保险主体只用支付总保费的一小
部分，就可以获得保险保障。每

到种养时节，各农业保险承保机
构服务人员都会深入田间地头或
群众家中，宣传农业保险相关政
策，引导群众投保参保，让群众放
心种田、安心养殖。

数据显示，2024年以来，凤冈
县共开展了 18个种植养殖险种，
由人保、太平洋、平安 3家财险公
司承保，总保费2470.75万元，其中
政策性补贴资金1960.44万元。目
前，已累计赔付1431.97万元，受益
农户 1400余户，充分发挥了政策

性农业保险在稳定农业生产、增
加农民收入，助推乡村振兴等方
面的风险保障作用。

“政策性农业保险进一步增
强了群众发展产业的信心。我们
将不断加大对政策性农业保险
的宣传力度，提高群众的购买
意识和积极性，为乡村产业发
展提供保障。”凤冈县政策性农
业保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
人肖燕春说。

（邓邦英）

凤冈县

农业保险为产业振兴保“价”护航

本报讯 近年来，汇川区泗
渡镇金田村因地制宜选准产业
发展突破口，稳步推进乡村产业
发展，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
动力。

当前正值莲花白收割的时节，
在金田村莲花白种植基地，种植大
户刘加录的 200余亩莲花白迎来
采收季，村民们忙着收割、运送、装
车，分工合作井然有序。

“这几天正是忙的时候，我请
了 20余名村民前来帮忙，每天最
少发货20吨。”刘加录指着堆成一
个个小土堆似的莲花白说，“我们
边割边装车，尽量让消费者吃到最
新鲜的莲花白。”

为抢占市场先机并确保持续
供应莲花白，他们在收割后及时种
下第二轮莲花白苗。这样不仅能
够有效衔接市场需求，还能有效利
用土地资源，提高种植效率。

“今年莲花白产业收益预计
30万元左右。”刘加录说。

金田村在摸清“家底”的基础
上，结合乡村实际选择产业发展方
向。在距离莲花白基地不远的山
桐子育苗基地，同样呈现出一片

“冬忙”景象。
“大家在选苗的时候注意点，

尽量不要弄错……”基地工作人员
杨春琴一边忙着手上的工作，一边
叮嘱村民。村民们戴着手套，忙碌

地穿梭在苗圃之间进行挖苗、选
苗、绑苗。

“10月18日我们就开始挖苗，
忙着山桐子苗木出圃工作，每天基
地有 100至 200人务工，主要负责
挖苗、选苗、绑苗、装车等工作，这
些苗木将发往桐梓、贵阳等地。”杨
春琴说。

金田村的山桐子育苗基地是
汇川区重点打造的育苗基地，从坡
耕地开垦、育苗管护、苗木移栽和
后期采收等环节，该产业为周边村
民提供了大量务工岗位。

“我在基地干活已有半年，负
责整理苗木、协助苗木出圃等工
作。”今年 52岁的村民李叶强说，
每天务工有80元收入。

截至目前，该基地已销售山
桐子苗木约 150万株，销售额约
160万元，发放人工工资90余万元。

“种植莲花白200余亩，山桐子
种苗130亩、本村移栽470余亩，种
植油菜 500亩、花椒 340亩……我
们村的产业很丰富。今年我们通
过党总支牵头、合作社领办、党员
群众齐参与、‘大户+小户’‘村民
组长带散户’的形式发展了200亩
头花蓼，效果也很不错。”金田村驻
村第一书记吴旭说。

冬日的金田村，特色产业发
展正热火朝天，乡村振兴正扎实
推进。

（毛艺 罗永红）

金田村

抓实农业产业 促进群众增收

“我们的原材料用的都是上
好的猪肉，并且每碗都有12片肉，
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放心下单。”

在绥阳县洋川街道桐子园的
一处农家院子里，贵州壹叁传媒
科技有限公司主播远菊嬢在团队
成员的配合下，正在直播镜头前
向网友们介绍传统特色美食——
梅菜扣肉、辣椒鲝扣肉，引得直播
间的网友纷纷下单购买。

这个团队的主播是一位农家
妇女——余远菊，大家都亲切地
称她为“远菊孃”，与她一起进行
直播的是8位满怀理想的青年人。

日常生活中，远菊孃非常喜
爱烹制各种美食，无论是从田间
摘取的新鲜蔬菜，还是市场中采
买的肉类，经过她的巧手料理，都
会化作一道道令人垂涎的佳肴。
最初，她只是将美食的制作过程
拍摄成短视频分享到抖音上，时
间一长，就慢慢吸引了众多网友
的目光，其中就包括 8位年轻人。
他们在网上看到了远菊孃的视
频，就想着把远菊孃做美食的过
程好好地记录下来，让更多的人

看到。大家一合计，说干就干，
2021年，他们找到远菊孃，成立了
贵州壹叁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王大宝是这个团队里的后勤
人员，也是拍摄剪辑和直播的参
与者。据她回忆，当时看到远菊
孃的美食视频，结合自媒体时代
的浪潮和众多“三农博主”的成功
范例，他们坚信能将贵州的传统
美食文化推广出去。

但创业之路不是一帆风顺的
康庄大道。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对
视频创作与剪辑不熟悉，每一个镜
头的拍摄角度、每一次剪辑的节奏
把握，都需要他们反复尝试、不断
钻研。他们凭借着骨子里那股坚
韧不拔的信念和日复一日、持之以
恒的不懈努力，逐渐找到了属于自
己的方向。

“我们从最开始的行业小白，
到现在各方面都能够有序地开展
工作。去年我们开始直播，卖家
乡的土特产，还创立了自己的品
牌，从选品、销售、发货到售后，都
是我们亲力亲为。我们就想通过
自己的努力，为家乡的乡村振兴

事业贡献自己的绵薄之力。”王大
宝说。

凭借他们的不懈努力，“壹叁
黔味 远菊嬢”的账号在平台上粉
丝量迅速增长，达到了140多万，销

售额在过去一年多累计突破900万
元。今年 9月，该公司还获得了

“2024年贵州省绿色网络文化工作
室”称号。

（李前勇 刘昕 黎娇）

乡村里的时代“弄潮儿”
——绥阳县“远菊嬢”直播团队助农小记

主播远菊孃在直播中介绍产品。

12月 22日，凤冈县王寨镇土
璜村村民刘秀的养牛场，远远传来
一阵悠长的牛叫声。

虽是周末，刘秀没闲着。戴好
手套、拿着器具，她走进养牛场，

“这头牛的状态有点不对劲，得打
个预防针。”

说着，刘秀麻利地调好针药，
手起针落，快速地完成注射。“得随
时观察它们的状态，千万不能养病
了。”忙完这些，刘秀收拾好器具，
又开始给牛加饲料。

“你看，这 3头小牛是前几天
才出生的。这几天要多给母牛添
加精饲料，保证出奶量，有利于小
牛的生长。”刘秀一边检查一边说：

“我家主要以养能繁母牛为主，现
已有 40多头能繁母牛，今年产了
28头牛崽。目前牛场存栏 73头，
今年收入能达到30万元。”

近年来，肉牛养殖在凤冈县渐
成气候，也活泛了刘秀的心思。
2017年刘秀返乡，加入养牛大军。

她一边通过网络学习，一边在
实践中摸索，遇到困难向技术人员
虚心请教，并积极参加县、镇举办的
肉牛养殖专业培训，逐渐掌握了肉
牛的繁育、饲养和疾病防治技术。

经过几年的不断摸索，刘秀通
过家庭农场“自繁自养”模式，从最初
的1头牛发展到如今的70多头牛。

刘秀介绍，养牛场的草料是由
当地回收的玉米、稻草秸秆和牧草
加工制作而成，养殖过程中产生的

牛粪则用来加工成肥料，有效解决
了粪便污染问题，走出了一条“以
种定养、以养促种、种养结合、循环
利用”种养循环产业链。

“通过自繁自养，发展适度规
模的种养循环产业链，不但绿色环
保，还能减少种粮种草中的肥料投
入，减少养殖成本，大大降低了肉
牛养殖的市场风险。”刘秀说，目前
当地已有30余户通过种养循环模
式发展肉牛养殖。

在王寨镇，像刘秀一样依靠发
展牛产业过上“牛日子”的养殖户
还有不少，土璜村村民陈能刚就是
其中一位。

“我以前在外面打工，知道刘
秀在家里养牛效益不错后，也回来
养牛。”陈能刚最初买了8头牛，有
刘秀在技术方面的帮助，现在他家
牛存栏30多头，今年卖了10多头，
收入12万元。

“能人示范、大户引领，让周边
群众鼓足了养牛的信心。王寨镇已
形成一户带多户、多户带一村、一村
带一片的发展格局，群众人均养牛
收入稳步增长。”王寨镇农业农村
综合服务中心副主任曾令波说。

截至目前，王寨镇共有肉牛专
业养殖合作社2个，草料种植面积
3000亩，年出草料 13000吨，储存
草料 4000余吨，肉牛家庭农场 54
户，养殖户753户，年出栏2000头，
存栏 4500头，经济收入达 2300余
万元。 （饶云 邓邦英）

村里这位女牛倌真“牛”

乡村行·看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