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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旺促振兴 和美乡村入画来
——贵阳贵安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月 17 日至 18 日，
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到黔
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贵
阳市等地考察。习近平
总书记在考察时强调，要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在产
业发展中促进群众增收
致富。

近年来，贵阳贵安各
地因地制宜发展乡村特
色产业，全方位、深层次
为 乡 村 发 展 注 入 新 活
力。通过建立龙头企业、
农民合作社、村集体和农
户等多主体利益联结机
制，群众从产业发展中获
得 稳 定 收 益 ，一 幅 产 业
兴、百姓富、乡村美的崭
新画卷正在黔中大地徐
徐展开。

发展避暑旅居 助力群众增收

3 月下旬，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幸福村“田园小

住”民宿的老板杨秀会正为避暑客人的回归做准

备。“目前已有两位去年的老顾客预订了房间，他们

连拖鞋、洗漱用品都寄到我家了，准备长住呢。”杨

秀会说，去年，民宿的旅居收入在5万元左右。

幸福村距离修文县城仅 2 公里，距离明代哲

学家王阳明龙场悟道之地阳明洞不到 1 公里，交

通便利，文化历史底蕴浓厚。该村植被覆盖率超

过 70%，气候宜人，是避暑的理想地点。

2015 年，返乡创业青年王有福开办了幸福村

第一家民宿，并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在他的带

领下，不少村民盘活闲置农房，增添绿植、翻建房

屋、装修设计……自建房摇身一变成了错落有致

的民宿小屋。

为更好地服务游客，2019 年，在村党支部的带

领下，幸福村积极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成立修文

乡缘休闲农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实施“8+1+1+N”

的经营管理模式，即收入 80%返还民宿主，收入

10%纳入统一考评机制，收入 10%作为统一管理费

用，合作社每年从经营管理费中提取 2%用于壮大

村集体经济。

“通过对游客统一接待、统一安排、统一管理，

杜绝了收费标准不统一、恶性抢客等行为，不断提

升服务质量和游客满意度。”修文乡缘休闲农业农

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有福说。

近年来，幸福村以农村“五治”为抓手，在充分

保留乡村风貌的基础上，改造提升人居环境，不断

改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根据游客反馈，对河

滨景观进行“微改造”，修建了约 5 公里的健身步

道。同时，还开通了交通车和旅游大巴，新增村第

二卫生室，进一步提升整体环境和服务水平。

目前，幸福村已发展民宿 41 户，拥有客房 377

间、集中食堂 9 家，可一次性接待游客 700 余人。

幸福村民宿还入选 2024 年“爽爽贵阳·旅居生活”

重点产业项目。去年，该村接待游客 1200 人次，

全村旅居综合收入达 120 万元。

“为进一步促进村民增收，村里围绕‘吃住行

游娱购’发展‘民宿+’产业，实现‘避暑旅游’向

‘全域旅游’的转变。”幸福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孙大江说。

近年来，修文县成立幸福旅居民宿协会，规范

全县旅居产业发展。大力推广“8+1+1+N”利益

联结模式，由村集体成立运营公司，引入社会资

本，打造文化特色民宿、经济实惠民宿、景区高端

民宿“三类民宿”，推动县域各等级旅居民宿全覆

盖。在此基础上，系统完善集中供餐点、医疗服务

中心、共享洗衣房等配套体系，构建“住得下、留得

久、还想来”的旅居生态。去年，全县 22 个发展旅

居产业的村接待旅居游客 1.7 万人次。

下一步，修文县将持续深化旅居产业改革，打

造多元化民宿矩阵，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推动农文

旅深度融合，丰富游客体验。同时，依托“旅居·心

修文”品牌，强化市场推广与人才培育，拓展客源

市场，力争将避暑经济转化为全季候旅居经济，为

群众铺就一条家门口的“致富路”，为乡村振兴注

入新动能。

贵安新区马场镇滥坝村村貌

焕新颜。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石照昌 摄

▲

春日明朗、万物生长。刚刚过去的清明假期，

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石龙村迎来了一波游客小高

峰，石龙村白岩组燕儿农庄农家乐就接待了不少

游客。

“我们主要做原生态农家菜，节假日期间不少

老顾客来订位，春天气温回升了、樱花开了、沿线

油菜花也开了，来赏花、踏青、爬山徒步的人很多，

节假日、周末都很热闹，有时候一天能接待十来

桌。”农家乐负责人罗春燕说。

年逾四十的罗春燕在省外打工多年，近年来，

每次回家她都感到大变样，进村的盘山公路铺上

了沥青，平坦又好走，村里家家户户的房子都改造

得很漂亮，村里还整合民族文化资源、生态资源等

发展乡村旅游，因此，她在四五年前选择回到家乡

开了农家乐。“现在石龙一年四季都有玩法，春天

赏樱花、夏天徒步爬山、秋天看粉黛和银杏、冬天

有雾凇，乡村旅游带来了很多人气。”罗春燕说，回

乡发展的路子选对了。

石龙村是白云区牛场布依族乡七个少数民族

村寨之一，森林面积 8109 亩，全村下辖石坎组、白

岩寨、火烧寨、大木厂 4 个村民组，布依族、苗族等

少数民族占全村人口 87%。村民们说，以前村里

没有村集体经济，是一个传统的农业村寨。

近年来，白云区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派驻驻村工作队长期驻扎石龙村指导党建发展工

作。石龙村从党支部建设抓起，建强村“两委”党

员干部队伍，走进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开展遍访，

还邀请专家助力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石龙村生态优势明显，村里不仅有两棵高大的

千年古银杏，还有抢鼓棒等民族民俗文化资源，把

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生态资源整合起来，发展农文

旅融合乡村旅游，成为大家的发展目标，因此，石龙

村发动群众自发捐出民族民俗旧物件建成石龙民

族民俗文化馆；组建石龙村布依山歌歌舞队，设计

开发民族民俗文化体验项目等多条村级旅游线路；

修缮古银杏观景台，方便游客赏秋游玩；盘活闲置

土地资源建设石板田现代农业田园综合体项目，种

植黄金奈李、粉黛等高附加值作物……

如今的石龙村，在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路

子上越走越好，依托游客在社交网络的自发传播，

来石龙村游玩的人越来越多，还带动了农特产品

销售。

石龙村党支部书记罗红燕表示，接下来，石龙

村将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

建设，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带领群众发展经济、搞好乡村治理。特别是

将继续挖掘用好石龙村的民族民俗文化、生态等

特色资源，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休闲农业等新

产业新业态，通过融合农文旅，着力推动乡村产业

发展壮大，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努力实

现产业旺、农村美、农民富。

做好融合文章 共绘旅游新景

“自五彩油菜花全面绽放以来，短短 10 余天

时间，下坝村农文旅项目就迎来数千名赏花游客，

日均有两百多人到下坝山庄就餐。”4 月 8 日，双龙

航空港经济区小碧乡下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赵庆华说，这 200 亩油菜籽收割完后，将接着

种上苦荞、向日葵等经济作物，继续以花引流。

下坝村农文旅项目是下坝村因地制宜，充分利

用毗邻机场区域优势，积极盘活闲置土地打造的一

个乡村农业旅游观光项目，总规划面积为 750 亩，

预计 5 年内建成，整个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每年

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500万元收入。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基础。为发展壮大村

集体经济，2022 年，下坝村采取“党组织+合作社+

公司”的运行模式，出资 3800 万元入股建设下坝

加油站，光这个产业，每年就为村里带来至少 380

万元的固定收益。在此基础上，下坝村还积极盘

活林地发展林下养蜂产业，并利用闲置土地打造

农文旅项目，进一步壮大村集体经济。

一个个乡村产业，带动下坝村村集体经济发

展。2024 年，下坝村集体收益 510 万元。村民的

福利也在逐年攀升：2024 年，下坝村村集体经济合

作社 1255 个股民每人分红 600 元，比 2023 年增加

150 元。此外，下坝村还为全体村民购买了医疗保

险、养老保险，年满 60 周岁的村民，每月还能领到

500 元的养老金……

近年来，在经济区党工委、管委会及小碧乡带

领下，小碧乡 15 个行政村在整村搬迁和城镇化的

基础上，聚焦农业现代化、农民市民化、生产多元

化，因地制宜盘活村集体资源、资产、资金，持续推

动产业发展，闯出一条条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

让群众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在秦棋村，村集体和村民共同出资 170 余万

元，将两万多平方米的交建花园地下停车场盘活，

一年为村集体经济增加 30 余万元收益，为村民增

加近 15 万元收益。

此外，秦棋村还利用毗邻物流园的优势，在物

流园周边新建一个上百亩的停车场，同时将原村

委会办公楼出租做酒店。

这些新增产业加起来，一年能为村集体经济

带来百余万元的收益。目前，秦棋村和云关村各

投资 3570 万元建设的经济区物流园二号加油站

项目正在报批中，预计 2025 年底完工。

在马寨村，茶叶和天麻产业的发展，已为当地

增加了上万人次的用工需求，带去了百万余元的

收益。

……

2022 年，小碧乡 15 个村还依靠经济区政策支

持，共同入股 2.9 亿元，成功揭牌 0401 地块，并于

2024 年将该地块产权转让给贵州天瀑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总计获得 2320 余万元的增值收益。

一个个乡村产业发展，让小碧乡各个村的村

集体经济不断壮大。2024 年，小碧乡村集体经济

收益达到 4309 万元，相较于整村搬迁之前，这一

数字已增长了 20 倍。

2024 年，经济区小碧乡 15 个征拆村，有 9 个村

进行分红，合计分红 1000 余万元，其中 6 个村人均

分红在 600 元及以上，高的达到每人 2400 元。

小碧乡在整村搬迁和城镇化基础上，通过“强

一接二连三”（强化第一产业、接续第二产业、延伸

第三产业）推动乡村振兴。这种通过“产权重构、

要素重组和利益共享”的方式，让小碧乡破解了传

统城乡二元结构矛盾，实现了从分散小农经济向

规模化、集约化农业转型，从被动城镇化向“产业

融入+权益保障”的主动市民化升级，从单一生产

功能向生态、文化、经济多元价值融合跃迁，为乡

村振兴提供了“以城带乡、以产促融、以改赋权”的

实践样本。

小碧乡党委书记陈涛表示，下一步，小碧乡党

委、政府将在经济区党工委、管委会的坚强领导下，

坚决贯彻落实中央、省、市以及经济区关于乡村振

兴的战略部署，全力以赴推进村集体经济发展，让

更多村民享受到村集体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

产业多点开花 壮大集体经济

在乡村振兴的战略布

局中，农村“五治”工作正成

为推动产业发展、促进群众

增收的关键引擎。

贵安新区滥坝村以农

村“五治”为抓手推进乡村

治 理 工 作 ，通 过 党 支 部 引

领、党员示范、群众参与的

方 式 ，共 修 建 联 户 路 900

米，治理沟渠 800 米，接通

排污管网 55 户。同时，规

范新建住房 43 户，风貌靓

化 60 户，参与宜居农房建

设 84 户，实现建房规范化、

便利化、特色化，乡村风貌

逐步提升。

滥坝村地理位置优越，

与云漫湖、万亩樱花园、红

枫湖景区相邻，高峰山景区

也在其属地范围内，交通便利，旅游资源丰富。随

着乡村面貌因“五治”不断提升，曾经杂乱无章的

农房，如今变得整齐美观，不仅提升了村民的居住

品质，也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2023 年，滥坝村抢抓机遇，结合《贵阳贵安关

于探索推进村集体经济“1+1”发展方式的指导意

见》，积极谋划调研，最终将目光瞄准研学产业，随

后盘活集体建设用地等闲置资源，创建滥坝村劳

动实践教育基地，全力打造以“民宿+露营+农场+

研学+非遗”等深度融合发展的新产品、新模式、

新场景，拓展共享农业、手工制造、特色文化体验

等综合业态。

劳动实践教育基地的室内设施有接待大厅、

餐厅、会议室与精品民宿；户外场地达 30 余亩，可

承接团建、研学、联谊等活动，并设有木工坊、农耕

展示区、农耕文化研学课程区、露营区、烧烤区

等。人数最多时接待了 1000 多名学生来到基地

开展研学活动。2024 年，滥坝村在原有研学产业

基础上，持续拓展会务培训、餐饮、住宿及沉浸式

体验等业务。

“为增强市场竞争力，我们在梧桐树两侧流

转了 80 余亩土地，用于开展田园农业旅游、研学

等农事活动，进一步提升拓宽研学设施。这不仅

能给村集体带来收益，村民也能在这里就业务

工、增加收入。”滥坝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曾凯说。

据了解，劳动实践教育基地采取“党支部+村

集体+公司+群众”的形式进行开发建设和运营，

建设以“农旅+研学”为主导的融合发展产业项

目，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

2023 年，滥坝村接待学生超 5000 人次，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攀升至 51 万元，较上一年增长 5 倍，

还为 30 余位村民提供了就近就业机会。2024 年，

村集体经营性收入达 100 万元以上，实现同比翻

倍，吸纳就业人数增至 45 人。

过去外出打工的村民吴道芬对村里的巨大变

化感受颇深。“现在家家户户都建起了大房子，环

境变好了，生活也更加便利，自从劳动实践教育基

地运营以来，我们在家门口就能工作，不仅能照顾

老人和孩子，还有时间打理自家土地。”吴道芬说。

依托农村“五治”，村庄旧貌焕新颜，走出一条

“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发展新路子。接下

来，滥坝村将持续推动乡村产业升级，不断优化产

业结构，充分挖掘乡村自然风光与民俗文化资源，

积极筹备建设采摘园、农家乐以及民俗文化体验

区等乡村旅游项目，带动相关产业协同发展。同

时，大力拓展市场渠道，通过网络直播、电商销售

等创新方式，突破地域限制，将乡村产业推向更为

广阔的市场空间。

推进农村“五治”促进乡村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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