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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
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
乡亲们笑，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
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
和调整。”

——2015年 6月 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遵义市
枫香镇花茂村考察时说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在习近平总书记心里，人民始终占据着最重要位置。
2015年 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遵义市枫香镇花茂村，看智能温控大棚、党员群众之家，进土

特产服务中心，访村民王治强经营的农家乐“红色之家”，还考察了制陶工坊，深入了解乡村的发展变
化，关心乡亲们的生活。

在王治强家的农家小院，总书记和乡亲们围坐在一起，问发展，话家常，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大家
高兴地诉说党的富民政策好，日子越过越开心。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地对大家说：“党中央的政策好不好，要看乡亲们是笑还是哭。如果乡亲们笑，
这就是好政策，要坚持；如果有人哭，说明政策还要完善和调整。”

言犹在耳。“当时大家听了总书记的话，都感觉到很暖心，感受到了党和国家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
也感受到了总书记对我们老百姓的牵挂。”王治强说。

总书记与村民拉家常的欢声笑语还在人们心间回荡。
如今，王治强家的小院成了旅游打卡点，不少游客来到这里，感受总书记对群众的温情和关怀。

记者手记

遵义聚焦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以创新驱动点燃发展引擎，以绿

色转型厚植生态优势，以开放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在乡村振兴的征程

中绘就壮美画卷，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勇毅笃行。从“伟大转折地”

的历史地位，到“省域副中心”的战略定位，遵义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

考场上奋力书写，在奋进中拥抱梦想，在热爱中奔赴远方，山河壮美，

人民安康。这，是遵义十年来的最好答卷；这，也是红城儿女在中国式

现代化宏伟蓝图上的最美书写。

花繁叶茂 笑容绽放

遵义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涂林念/文 郑海海/图

这十年，王治强的农家小院成为许多游客常来的地方。

以前的花茂村，村子贫穷，被称为“荒茅田”。王治强 17 岁就外出务

工。随着党的好政策一项项落地，村庄越来越好，“荒茅田”变成了“花茂

村”，意为“花繁叶茂”。

2014 年，外出务工 33 年的王治强看准发展机遇，回到家乡办起了村里

的第一家农家乐，一楼餐饮，二楼住宿。因邻近苟坝会议的召开地，王治

强给农家乐起了个响亮的名字——“红色之家”。

来花茂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就餐还需要排队，王治强把二楼的民宿

拆了，改成了餐厅。一家人把“红色之家”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带动村里几

位妇女就业。

“现在的日子真是越过越好。”王治强笑盈盈地和孙辈玩耍。

这十年，王治强的儿女们都成家生子，他家新增了 14 口人，人丁兴旺，

幸福富足。

这十年，花茂村村民们都过上了更好的日子。

“这十年里，我们家的年收入从 3 万元增加到 30 万元。”花茂土陶技艺

传承人母先才脸上始终带着笑容。

母先才家所在的花茂村白泥组因盛产制作土陶的白泥而得名，组里

90%的人家都曾烧窑制陶。

土窑烧制陶器成品率不高，赶场天把成品拉到鸭溪镇上卖，经过坑坑

洼洼的道路时总要磕坏不少，吃苦费力却挣不到钱，村里的年轻人纷纷外

出打工。

“每当过年看见大家穿得光鲜亮丽地回村，我也很羡慕。但想着这门

手艺失传了很可惜，我又坚持了下来。”哪怕村里只剩下母先才一个人还

在制作土陶，他依然执着于对土陶的情怀。

2015 年 6 月 16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母先才的陶艺工坊参观，这让母

先才深受鼓舞。

“总书记叮嘱，要在传承好传统手艺的同时，保护好绿水青山。”母先

才激动地说。

母先才把总书记的话牢牢记在心里。2015 年底，母先才关闭了家里的

土窑，改用电窑烧制陶器。

他热爱学习和研究，喜欢制作更具实用性的器具，茶具、花瓶、汤锅……

这些年，母先才制作的器具深受欢迎。

尤其是他制作的陶器“盬”，用来炖鸡，汤鲜味美，味道一绝，而盬子鸡

也是花茂村农家乐的一道名菜。来陶艺馆看到“盬”的客人总会去吃一道

盬子鸡，吃了盬子鸡的游客也总要买走一个“盬”，母先才的陶艺工坊和村

里的农家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如今，被评为省级非遗传承人的母先才，生活充满干劲，脸上常带着笑容。

村里的柏油路早已通到家门口，母先才的土陶产品还可以通过电商卖

到全国各地。

“感谢党的好政策，依靠这门手艺，我家过上了好日子，感谢共产党，

感谢总书记。”母先才质朴的话语里流露着满满的真情，好日子让他笑得

很灿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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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的花茂村，瓜果飘香，稻田里的秧苗正拔节生长，

这是一片充满希望和生机的田野。

遵义枫香苟坝九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园区不仅是

蔬菜种植基地，还是旅游景点，游客可以进园采摘西红柿、

黄瓜、西瓜、无花果等果蔬，体验收获的快乐。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智能温控大棚时

说：“我到这里来，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动作用。”

“十年来，我们充分发挥技术带动作用，毫不保留地教

大家种菜，现在很多村民都成了种菜能手。”该园区经理

冯树太说。

在园区工作十多年的花茂村村民万永香当年也

见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总书记叮嘱我们要好好干，

我在这里干了十多年，现在我的孩子们都长大了，

我们的工资也翻了一番，日子过得非常好。”万

永香的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万永香已经成为蔬菜种植能手，主管园

区的蔬菜生产。

“什么时候掐花，什么时候施肥，什

么季节该种什么，她都知道，根本不用

我们安排。”冯树太看着万永香对记者

笑着说。如今，该公司在花茂村只留下

4 名管理人员，技术骨干全是当地村民。

在该公司的技术支持下，2016 年，花茂

村成立遵义绿动九丰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党建引领，“合作社+企业+农户”抱团发展，发

展蔬菜种植 360 亩，利益联结 1200 余户村民。

2024 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好政策，

花茂村的土地成块连片，河流和道路在田间纵横

交错。

“高标准农田建设实现了机耕机种机收，让我们种

地更省力更高效。”正在用拖拉机耕地的何万明说。他还

有一个身份是枫香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干部，这些年，他

扎根花茂村推广农技、农机。如今的花茂村，农业现代化向

前迈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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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茂村 6 月的风，轻柔而热烈。

王治强家的小院里迎来了一批批旅游的客人，厨房里一锅锅盬

子鸡正冒着热气；几个村民带着孩子在村里的小路上散步，闲话家

常；万永香和几位工友在大棚采摘小番茄；母先才安静地做着陶器；

何万明的拖拉机边围着一群鹭鸟，泥土翻转，白鹭就赶紧上前吃掉

泥里的虫子……

这是一幅有着浓厚乡愁气息的风景画。

2017 年 10 月 19 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他所在的党的十九大

贵州省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党的十九大报告。时任花茂村

党总支书记的潘克刚介绍了花茂村脱贫攻坚的情况，总书记听后

问道：“你那里的游客都是哪里来的？主要是周边的还是远处的？

在村里住宿吗？”

一个个问题饱含了总书记对乡亲们的牵挂、对农业农村发展的

关心。

潘克刚将一幅鸟瞰花茂村新貌的照片送到习近平总书记面

前。总书记起身接过照片，边看边称赞：“这是风景画，很漂亮！”

在党中央好政策的支持下，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这幅风景

画越来越多彩、越来越靓丽。

2018 年 5 月，潘克刚卸任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接力棒传到了彭龙

芬手上。十年前不善言辞的彭龙芬，如今说起花茂村时滔滔不绝。

“是花茂村的发展给了我信心和底气。”花茂村党总支书记、村

委 会 主 任

彭 龙 芬 笑

着说。

花 茂

村 土 墙 和 木

栏相伴的“乡愁

小道”上，游客纷

纷拍照打卡。

2015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这里有感而

发：“怪不得大家都来，

在这里找到乡愁了。”

“ 这 句 话 为 花 茂 的 发

展 指 明 了 方 向 ，我 们 茅 塞

顿开，找到了乡村发展的新路子。”彭龙芬说。

十年来，花茂村围绕“乡愁”做文章，把村庄作为景区来打造，推动农

文旅一体化发展。1000 多人回到家乡创业就业，私家车增加到 800 多辆，

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12607 元增加到 27454 元，村级集体经济从 26 万元

增加到 1418 万元，村民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乡村一天比一天美。

“我感觉花茂村最大的变化，是乡亲们的精气神，大家有了奋斗的

目标，有了发展的干劲，乡亲们都由衷地感恩党、感恩习近平总书记。”

彭龙芬说。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花茂村是遵义乡村十年跨越发展的靓丽缩影。2024 年，遵义市

农业总产值突破 1000 亿元，相当于 2014 年的 2 倍，乡村振兴的道路越

走越宽广。

十年来，遵义经济社会发展高歌猛进，生产总值增速始终保持全

省前列，经济总量突破 5000 亿元大关，较 2015 年翻了一番，城乡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达 4.6 万余元和 2 万余元，写就了产兴业、百姓富的动人

篇章。

花茂村一角。

花茂村村民万永香花茂村村民万永香（（右一右一））和村民们一起展示丰收的番茄和村民们一起展示丰收的番茄。。

一群鹭鸟在花茂村的田里找虫吃一群鹭鸟在花茂村的田里找虫吃。。

花茂村陶器手艺人母先才花茂村陶器手艺人母先才
展示自己展示自己做的陶器做的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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