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2日清晨，云雾中的湖南省古丈
县默戎镇牛角山村，茶山青翠，茶叶吐绿，
满眼生机。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古丈县
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
龙献文正和茶农查看茶叶长势。村民龙

刘芳盘算着，今年父母家10多亩茶园的收
入大约有四五万元。

牛角山村的茶叶种植从50亩试验地起
步，目前已扩展到1.38万亩。最大的变化在
于茶农的态度。龙刘芳说：“最开始是‘要我
种’，现在是‘我要种’。种植技术进步了，销
路广了，钱赚得多了，大家自然愿意种。”

龙献文说，牛角山村从人均年收入
791元的贫困村，发展为全国乡村特色产
业亿元村，靠的是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乡

村振兴政策的切实落地，靠的是村里党员
干部和村民齐心协力的奋斗。“我们这里
是苗族聚居地，穷的时候有首歌，唱的是

‘有女莫嫁牛角山，家家户户穷叮当，半年
有粮半年荒，十个汉子九个单。’现在茶
叶、旅游产业发展得好，新疆、西藏、贵州、
江西等地的年轻人都到村里来做事呢！”

牛角山生态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执
行董事龙玲芝说，公司有1350名员工，三
分之二是青年人，“他们有的做茶叶深加工

技术员，有的做导游，还有的直播带货。”
说起牛角山的旅游业，龙献文掏出手

机说：“这是大年初六我们村的视频，来了
几十辆大巴车的游客。”依靠传统村落开
发苗寨旅游，2023年，牛角山村旅游业实
现营收3.5亿元。

如今的牛角山村，水电、医疗、文化娱乐
等基础设施完善。一入夜，广场上音乐响起
来，舞蹈跳起来，苗歌对起来，好不热闹。

一片叶子，让牛角山村拔掉穷根；村
寨旅游，让牛角山村插上“翅膀”。茶山如
画，乡风如酒，勤劳的牛角山村人精神抖
擞！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为薇）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古丈县默戎镇牛角山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龙献文：

苗寨来了大巴车 旅游收入超3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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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牵挂的脱贫地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绿水青山成为金山银山——

打好全面振兴漂亮仗 共绘和美乡村新画卷

“当前，正值春耕生产，我们要持续把韭
菜、圣女果等特色产业巩固发展好，为群众
增收持续发力。”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西
市雨朵镇党委书记付庆梅语气坚定地说。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

2021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贵州
视察，首站来到黔西并作出重要指示：脱
贫之后，要接续推进乡村振兴，加快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

“我们时刻把总书记的话儿记在心
上，落实在行动上。”付庆梅说，雨朵镇在
坚决扛牢粮食安全责任的同时，巩固发展
好特色产业，围绕韭菜、圣女果、红米水稻
等特色产业发力，抓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任务。

韭菜作为雨朵镇的特色产业之一，在助
力群众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种韭菜投
入低、易管理、效益高，平均每年可收割4次。”
付庆梅介绍，去年全镇13个村有近1660户
种植韭菜约5000亩，有效带动劳动力就业超
6600人。引来收购商6家，带动周边8个乡
镇、毗邻3个县区一起种植韭菜。产收季时
每天可发出30多万斤，一年能卖出3000
多万斤，年销售额达5000余万元。

除了韭菜，镇里的绿色有机圣女果、

羊肚菌等产业也发展得很好，并建
起分拣工厂、冷库等相关配套设施，
从生产、保存、加工、销售等方面规
划了较为完整的产业发展路径。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付
庆梅直言，今年将充分借鉴浙江

“千万工程”经验，继续抓住民建中
央和东西部协作帮扶机遇，进一
步做优做强雨朵镇特色产业，与
乡亲们一起把产业发展好，把绿
水青山守护好，努力让乡亲们有
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
者 赵勇军）

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黔西市雨朵镇党委书记付庆梅：

做强特色产业 让村民持续增收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群众冷暖，心系“三农”工作：在浙江工作

时，把下姜村作为基层联系点；在河北阜平县向全党全国发出脱贫攻

坚动员令；在湖南十八洞村首次提出“精准扶贫”；在重庆华溪村考

察，主持召开座谈会部署解决“两不愁三保障”问题；在贵州调研时强

调“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

领，以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乡村治理水

平为重点，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

卷。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坚持不懈抓好“三农”工作，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

全国两会期间，重庆日报携手浙江日报、河北日报、湖南日报、

贵州日报四家省级党报开展联动报道，连线当地全国人大代表，聚焦

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脱贫之地，畅谈接续奋斗抓乡村全面振兴，共绘

和美乡村发展新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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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通邮路外运农产品，是下庄人打通
出山“天路”、追求幸福美好生活的延伸。
今年全国两会前，村里几十万斤脐橙已基
本售罄。

3月2日，准备赴京的全国人大代表、
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
毛相林，带上了一本精美画册。一张张照
片，见证了村庄发展的点滴，“我要用这本
画册呈现下庄20年来的变化，讲述牢记嘱
托建设好、发展好下庄的故事。”

下庄村四面皆是高山绝壁，犹如在一
口井中，村民们世世代代过着贫困日子。
从1997年起，毛相林带领村民用7年时
间，在悬崖绝壁上建起一条8公里长的出
山“天路”。

2021年，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
会上，毛相林第一个上台，接受习近平总
书记颁发的全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奖章
和证书。总书记嘱托他：加油干，把下庄
建设好，发展好。

回到下庄村后，毛相林带领下庄人探
索发展出蓝色（劳务输出）、绿色（农文旅
融合）、橙色（纽荷尔脐橙）“三色”经济。
其中，脐橙已成为村里的主导产业，种植
面积达600余亩。

“下庄人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加油
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毛相林介
绍，如今“天路”已加宽硬化，并打通旅游
环线，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下庄人
事迹陈列室、愚公大讲堂等陆续投用。
村民们开起了农家乐，整洁的民居、特色
农家菜，让游客赞不绝口，村里还新打造
了民宿集群，引入了旅游公司。2023
年，下庄村柑橘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
人均年收入近2万元，被评为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重庆市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
范村。

以前，下庄人修路是为走出大山，现
在，年轻人又沿着这条路走回来。不少年
轻人回到村里兴产业、搞旅游，投身乡村

全面振兴。
“90后”袁孝鑫曾在重庆互联网企业

工作。两年前，她返乡创业，在村里开设
了一家扎染工坊。因年轻、踏实又有闯
劲，她被毛相林推荐竞选村委会主任，获
村民一致认可。去年10月，她从65岁的
毛相林手中接过“接力棒”，担任村委会主
任。

履任后，袁孝鑫也曾倍感压力。“遇到
困难时，就会想想父辈们当年修路拼命干
的场景。”袁孝鑫表示，下庄人有一股子不
服输的精神，自己将努力拼搏，不负大家
信任和期望，为村里找到新的增长点。

看着年轻后辈崭露头角，毛相林感慨
道：“产业兴、人才旺，村里才更有希望，乡
村才能真正振兴。接续奋斗加油干，既是
年轻一代的追求，又是下庄人矢志不移的
精神传承。”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接续奋斗，把下庄建设好发展好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将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经验作为重要引领。“推进乡村振兴，
什么最重要？我觉得是四个字：因地制
宜。”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豪龙说。

和很多浙江乡村一样，20多年前的李

祖村曾是“脏、乱、差”的落后村，在当地被称
作“水牛角村”（意为“看不到发展希望”的穷
村庄）。乘着“千万工程”东风，李祖村从整
治村容村貌着手，一步步实现美丽蝶变。

如今的李祖村成了远近闻名的国际
文化创客村。去年9月20日，习近平总书
记来到李祖村考察调研时指出，李祖村扎
实推进共同富裕，是浙江“千万工程”显著
成效的一个缩影，要再接再厉，在推动乡
村振兴上取得更大成绩。

实施“千万工程”，浙江一条很重要的
经验是从老百姓关心在乎的“关键小事”着

手。方豪龙说，以深化“千万工程”推动和
美乡村建设为目标，村两委深入开展“两问
大家访”，一问“家里最需帮助解决的一件
事”，二问“村集体最需做的一件事”，围绕
村庄发展重点工作，围绕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村庄发展重点确定民生实事项目。

“李祖村是典型的城郊村，影响发展
的突出难点是发展空间小、老百姓居住环
境不够好。”方豪龙说，为解决这些问题，
2017年，村集体开建两幢小高层，此后又
着手做了两件事：在楼房前打造“妈妈的
味道”小木屋美食街，带动村民在家门口

就业增收；旧屋腾出的空间，由村里收回
后进行修缮改造，引入农创客和新业态。

“乡村特色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需要
一批热爱乡村、有想法、有情怀的年轻
人。”方豪龙说，从美丽乡村建设到和美乡
村建设，李祖村要吸引更多年轻人在乡村
找到发展舞台。

今年1月，李祖村联合周边方塘村等5
个村开展党建联建。“一人富不算富，一村
富也不算富，我们要带领周边更多村庄一
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方豪龙说，
各村将把闲置资源统筹起来规划产业项
目，用更大的平台招引、培育人才留在乡
村、建设乡村、运营乡村，实现抱团发展。

（浙江日报记者 祝梅 共享联盟·
义乌记者 陈洋波）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义乌市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方豪龙：

乘着“千万工程”东风，李祖村实现蝶变

“土里有金子，就看你咋挖！”3月4
日，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
县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
春芳说，“我们村持续增强产业发展动力
和活力，农文旅融合，适合什么就发展什
么。”

车谷砣村曾是一个贫困村。从贫在
深山无人识，到生态旅游名声起，车谷砣
村的变化离不开乡村产业的发展。

“这里不仅有浓厚的红色文化，还有
优越的生态环境，村内的千年古茶树、特
色民宿很有吸引力。”陈春芳说，车谷砣村
依托当地独特资源，初步建成了以康养为
主题的旅游度假区，乡亲们吃上了生态
饭，挣上了旅游钱，全部搬出了小土屋，住
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民居。

一个村富不算富。由车谷砣村党支

部牵头，创新成立了车谷砣沟域联合党总
支，带领沟域内5个村共同打造生态旅游
度假带，努力做到农业产业化，旅游规模
化，康养市场化，以生态产业化经营实现

“绿色共富”。
种植猕猴桃、嫁接茶树苗、栽下中草

药……为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车谷
砣村还把目光聚焦到特色种植业上。

“我们探索了一条‘农业+旅游+康
养’的特色种植业发展道路，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陈春芳介绍，他们联合周边村

计划将2000余亩山地用于特色产业种
植，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
加农民收入。

小小猕猴桃，成了“摇钱树”。如今，
野生猕猴桃亩产2500公斤左右，每亩纯
收入有三四万元，村里的古文化茶园每年
也吸引不少游客观光游玩。

陈春芳说，车谷砣村将坚持走村两
委+合作社+农户+旅游开发公司的“四
位一体”合作经营道路，推动旅游产业规
模化。同时，通过扩大野生猕猴桃、五岳
寨绿茶和砣山古茶的种植规模，促进特
色农业、精品旅游、医养结合产业融合发
展。

（河北日报记者 郝东伟）

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省灵寿县车谷砣村党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春芳：

小小猕猴桃，成了“摇钱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