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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秀山城区凤凰山
一路向北，一座座公园次
第展现——河堤公园绿意
盎然、乌杨公园游人如织、
平凯公园花团锦簇……

秀山拥有武陵山区难
得的平原，梅江河绕城而
过。“一河两岸”成为秀山
城市提升的独特资源。

徐徐展开秀山的规划
蓝图，秀山正以建设梅江
河为重点，形成串联河流
两侧密集公园绿地的城区
滨水生态景观绿带；以凤
凰山、白竹山等森林山体
公园为核心，形成城市生
活的绿肺；以乌杨公园、凤
凰新城公园、滨江公园等
综合公园形成三大城市绿
心，辅以平凯公园、河堤公
园、体育公园、七星公园、
武陵广场、中和广场、花灯
广场等为主的多个生态绿
点。

今年，位于县城的凤凰新城公园一
期、乌杨公园二期相继竣工投用，新增绿
地30万平方米，建成区绿地率达38.5%。

大量修建的公园绿地，让秀山“城更
美”；不断延伸的交通路网，则让秀山“行
更畅”。

9 月底，以国道 319 线官庄至官桥路
段改建工程为主体的“秀山外环路”通车，
在极大地便捷秀山人出行的同时，更让秀
山人对家乡多了几分自豪。

今年以来，秀山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在县城，两园大道、学府二路相
继通车，黄杨大道延伸至朝阳路，凤凰大
道正在攻克最后节点，雷家河片区滨江
路、凤鸣路（凤翔路至凤栖北路）、秀南大
道、秀水路建设已经启动。

互联互通之路还从县城向外延伸
——渝湘高铁黔江至秀山段前期工作、秀
印高速秀山段招商工作有序推进，渝怀铁
路二线秀山段开始铺轨。除了城市外环
线、国道 319 线官庄过境公路初步通车，
县城至清溪场快速通道、“四街一镇”联网
公路、渝湘高速洪安下道口改造工程已开
工建设。全县改造县乡道 60 公里，建设

“四好农村路”205公里。
城市提升在建，更在管。秀山大力推

行“马路办公”，不断深化“大城细管、大城
智管、大城众管”。建成城市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点 46 个。完善市政设施“即坏即
修 ”机 制 ，道 路 清 扫 率 、保 洁 率 均 达
100%。扎实开展城区交通秩序、夜市摊
点、犬只管理整治，市容市貌明显改善。
新增停车位 658 个。常态化推进“两违”
整治，拆除违法建筑1.2万平方米。

而今，秀山县城建成区面积已经达到
20.2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43.16%。一座

“颜值”“气质”俱佳、“面子”“里子”均足的
“边城”，正在武陵山区崛起。

丢了穷帽子 还要富起来

发展产业，是脱贫攻坚的根本之策。产业兴旺，更是乡村振兴的首要要求。
在脱贫攻坚的决战决胜之年，秀山将产业发展作为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途径。

用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铺就一条条脱贫振兴之路。

药材种植助群众增收

隆冬时节，气温骤降。秀山县
雅江镇红星村黄精种植基地的劳
动氛围，与寒冷的天气形成鲜明反
差。村民们精心除草、施肥、浇水，

期盼着来年收成更好。
今年，雅江镇在秀山县委宣传

部等单位的帮扶下狠抓产业扶贫，
大力发展特色产业，为群众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红利。

红星村建卡贫困户彭仕万在

基地长期务工。他说，基地常年务
工人数保持在20人左右，最多的
时候每天有60人。

“我家有3亩地入股，保底分
红也有400多元。另外，我在基地
务工每天有50元工钱，村里发展
这个产业，切实为大家带来了收
益！”彭仕万说。

红星村有建卡贫困户 57 户
252人。为盘活集体经济，雅江镇
于2018年底采取“合作社+领办
人+农户”的模式，在红星村种植黄
精328亩。预计明年收获后，每亩
将产生效益5万元。

为将产业与农户利益紧紧联
结在一起，红星村在黄精产业发展
之初，便按照每股100元的标准，
进行了配股核算，共配股 45000
股。其中，合作社集体股 21000
股、领办人 21000 股、农户 3000
股，农户土地入股折资按每亩每年
300元计算。除了每年的保底分
红，产业实现盈利时，土地入股农
户每年还能按照比例获得分红。

和红星村一样，以金银花、白
术、黄精、南苍术、白及“秀五味”为
重点的中药材产业，正在成为秀山
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收入来源。

今年，秀山85个贫困村中有
46 个、24 个重点贫困村中有 13
个、深度贫困镇11个村中有8个村
种植中药材。全县实现中药材产
量6.3万吨，产值7.46亿元，产业覆
盖23个乡镇3.62万户农户，带动
贫困户4521户，户均增收8000元
以上。

产业兴旺为发展鼓劲

蓬勃发展的不止中药材产
业。今年，秀山一以贯之积极将发
展特色产业作为稳定脱贫的根本
之策，促进农业增加值增长4.5%
以上。

全县努力稳定粮油种植面积
和产量，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持续壮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新增中药材基地2.5万亩、茶叶

基地2万亩、油茶基地5000亩，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经济作物种
植比例达到60%。推进生态养殖，
稳定生猪、土鸡等畜禽出栏规模。

健全政策扶持体系，进一步提
高基地管护质量。稳步推进农村
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实施“三社”
融合发展，持续深化农村“三变”改
革、财政补助资金股权化改革试
点。创新实施全程化技术服务，积
极推广农业信息和微耕机械服务。
推广绿色生产技术，农业标准化生
产普及率达到30%以上。加快兴
隆坳农业园区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
展示范园建设，打造产业融合示范
样板。加强科技指导，测土配方施
肥技术覆盖率达到97.5%。新增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50个以上，并完善
了利益联结机制。

秀山实施农业品牌提升行动，
积极打造“秀山毛尖”“边城故事”
区域公用品牌，认证“三品一标”50
个。新培育农业加工企业20家以
上，提高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

织娘培训班来了男学员
秀山土家织锦即将诞秀山土家织锦即将诞生首位生首位““织郎织郎””

近期，位于隘口镇乡村扶贫产
业园的非遗扶贫工坊热闹非凡。
每天都有百余位来自全镇的准“织
娘”赶到这里，参加为期一个月的
土家织锦技能培训。

学员中，一位捆着花围裙、头
发花白的老汉格外惹眼。无论是
织布还是挑花，老汉的熟练程度都
不亚于身边的女同学。

“龙大哥是少有能够在10天

就能织出花纹的学员。如无意外，
他将成为秀山第一个土家织锦‘织
郎’！”牵头培训的秀山县土家织锦
文化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织锦文旅”）负责人王村红言辞间
难掩兴奋。

土家织锦被土家族人称作“西
兰卡普”，是一种流传于武陵山区
的极其古老的民间织造工艺，同时
也是国家级非遗技艺，主要通过

“通经断纬、反面挑织”的方法，在
古老的斜织机上手工织就。

为帮助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村
留守妇女在照顾家庭的同时也能
增收，秀山县委宣传部、县妇联、县
扶贫办、隘口镇联合举办了此次培
训。参培的103位学员多为来自
隘口镇建卡贫困户、贫困边缘户、
残疾户的农村妇女，培训合格者将
成为织锦文旅签约“织娘”，凭借这
项技艺实现增收。

龙俊发是隘口镇屯堡村水点
组建卡贫困户。即便是在隘口镇
这样的市级贫困乡镇，像龙家一样
一户10人全部顶着“贫困帽”的家
庭也并不多见。

今年11月，镇里的工作人员
在组织土家织锦培训时，原本是动
员龙俊发的妻子杨菊英参加培训，
但由于杨菊英要带孙子，龙俊发便
自告奋勇顶了上来。“免费学技术，
每天还发 50元的补贴。这种好
事，不干太可惜！”龙俊发说。

事实上，最让龙俊发心动的还
是王村红对土家织锦销售前景的
描绘——一个熟练的织娘花一个
月织造一幅60厘米×110厘米的
土家织锦，可以卖到一两千元，并
且织娘只管创作，销售由公司负
责。

近年来，龙俊发接到的好消息
接二连三——大儿子落实了公益

性岗位，有了5000元的保底年收
入；大儿媳在县城找到了工作，月
薪4000元；二儿子夫妇在政府的
引导下到佛山务工，每人月薪5000
元；两个义务教育阶段的孙子全部
享受政府教育资助；两个学前的孙
女更是衣食无忧……如此，龙俊发
才能腾出手学习一技之长。

本次培训的启动也标志着隘
口镇非遗扶贫工坊正式成立。这
是秀山县第二个以土家织锦为主、
具有传承技艺和就业增收双重作
用的扶贫车间。工坊采取“公司+
非遗扶贫工坊+妇女技工”的运营
模式连接市场，为困难群众实现稳
定就业，为农村妇女拓展增收渠
道。同时，工坊将依托隘口镇电商
优势，进一步拓展销售渠道，形成

“文旅+电商”的产业示范效应，搭
建起隘口镇从脱贫走向振兴的又
一道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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秀山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助力脱贫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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