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和美乡村幸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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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镇马路村的香葱基地。

高峰镇龙宝村的秋收场景。

产业延链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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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回大地、万物复苏。行走在乡间

沃野，温室大棚排列有序、村庄环境

洁净优美、 农民生活有滋有味……

举目四望，贵安新区农业“强” 的态

势不断展现、农村“美” 的面貌不断

呈现、农民“富” 的愿望不断实现，

一幅“农” 墨重彩的乡村振兴画卷

尽情铺展。

2023 年， 贵安新区统筹城乡发

展局紧盯 “一年一个样、 三年大变

样” 目标要求，围绕市委“5555443”

工作思路和统筹城乡 “3 个 1、3 个

3” 工作重点，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为总抓手，扎实推进统筹城乡各项工

作，富民产业质效持续提升，乡村发

展基础不断夯实，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完成 12.86 亿元、增长 6.3%，农村常

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225 元、增

长 8.7%，增速高于全省、全市平均水

平，“三农” 事业呈现新气象、实现新

突破，为加快建设统筹城乡发展示范

区打下坚实基础。

� � � � 贵安新区高峰镇老胖村，四周

青山葱翠、鸟语花香，一座石桥横

跨在麻线河之上，是连接内外的主

要通道。

“2023 年，我们与贵安新区农业

现代化发展有限公司合作，采取‘企

业 + 合作社 + 农户’ 经营模式，建立

了公司统一供苗、 统一技术规范、统

一收购的模式，在全村约 650 亩农田

上推广发展‘水稻 + 红油菜’ 种植，

预计亩产收益达 6000 元左右。 ” 老

胖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松算

起了村里的“经济账” 。

老胖村的“稻 + 菜” 模式从何

而来？ 这要从三年前说起。 当时一直

在外务工的村民胡华返乡创业，根据

自己的经验瞄准了种植业，于是流转

100 亩土地， 根据市场和时令所需，

夏季种植茄子、 西红柿、 辣椒等 10

余个品种，冬季种植红油菜、白菜苔

等。 当年冬季的红油菜亩收入就超

过 8000 元，村民也从中看到了增收

的希望。 于是，在胡华带动下，老胖

村启动了与贵安新区农业现代化发

展有限公司的合作，采取“企业 + 合

作社 + 农户” 经营模式，将冬季闲田

利用起来发展蔬菜种植。

老胖村聚焦“五个关键” ，做强

“一村一品” ，加快盘活“四块地” ，

围绕推广订单式“稻 + 菜” 发展模

式， 农业产业发展一片欣欣向荣。

“老胖做法” 是贵安新区近年来在

“三农” 发展中探索形成的典型经

验，另外让人耳熟能详的还有“龙

宝模式”“滥坝经验”“龙山路子”

“普贡样本” 等。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2023 年，

贵安新区抓牢产业发展重点环节，

围绕种植业、养殖业、服务业、乡村

旅游业、 农产品加工业 “五大产

业” ，突出粮、蔬、果、茶等优势产业，

狠抓“一乡一业、一村一品、一产一

企、一家一特、一人一技” 产业“五

个一” ，认定“一村一品” 示范村 15

个；建成高标准蔬菜保供基地 5600

亩、设施渔业基地 2 个；实施“稻 +

菜” 轮作 1.73 万亩；引进省级育繁

推一体化种业企业 2 家， 建成林卡

辣椒提纯复壮种繁基地 200 亩、“绵

白 007” 玉米育种基地 240 亩。

此外， 贵安新区还重点抓好

“四大经营主体” 发展，加快健全

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一年来，通过

整合财政资金、金融资金、社会资

金等涉农资金，深入实施“四类经

营主体” 提质培育行动，新增培育

种养大户 78 户、 家庭农场 10 个，

巩固提升专业合作社 7 家，新增市

级龙头企业 1 家。同时，持续提升 3

家农机合作社服务 4 乡镇（街道）

的能力，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

械化率达 58%。

近年来， 围绕做强做优现代山

地特色高效都市农业的目标， 贵安

新区正不断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

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书写农业

产业蓬勃发展的新篇章。

� � � � 坐拥北斗湖旖旎风光， 在湖畔

民宿小憩，何尝不是一件惬意的事。

这一设想， 正一步步变成现实———

近期， 贵安新区马场镇普贡村将对

湖边 47 栋闲置农房进行盘活，建设

民宿酒店。

普贡村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

任王明培介绍：“今后这一片不仅

有民宿，还有音乐厅、茶餐厅，既能

实现乡村风貌提升， 又能增加农民

收入。 ”

滥 坝 村 曾 被 当 地 村 民 称 为

“烂” 坝村，2022 年前，村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几乎为零。 随着农村

“五治” 工作的开展，滥坝村对人居

环境治理精准发力，盘活村级产业，

发展农旅产业， 穷山沟已然蝶变为

产业人气两兴旺的魅力“滥坝” 。

特别是 2023 年以来，滥坝村以

农村“五治” 为抓手，通过鼓励群众

积极参与清、建、管、用全过程，着力

建立健全长效管护机制， 推动农村

“五治” 取得实效。

王明培说：“以前我们村虽然

守着良好资源， 但没能把资源优势

转化为发展优势， 现在我们打破乡

村传统观念，优化乡村功能，在乡村

外观‘颜值’ 整体提升的同时，村民

内在‘气质’ 也在改变。 ”

如今，除了滥坝村，在马场镇松

林村、高峰镇龙宝村等地道路两侧的

房屋墙体上，绘上了一幅幅富有乡村

气息的艺术墙画， 使一面面白墙

“活” 起来，让乡村变得更加美丽。

自从以农村“五治” 引领乡村

建设工作开展以来，贵安新区通过

党建引领、党员示范，充分发挥农

民的主体作用，持续改善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2023 年完成宜居农房改

造 100 户、盘活农房 20 栋、农村宅

基地确权登记 1552 宗；完成 20 个

行政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基本消除

农村黑臭水体；30 户以上自然村寨

垃圾收运体系覆盖率 100%， 农村

外运垃圾减量 83.56%； 改造农村

户厕 841 户， 旱厕基本实现动态

“清零” ……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大大增强。

乡村振兴， 既要塑形， 也要铸

魂，不仅要抓好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更要提振群众的“精气神” 。 贵安新

区以推动移风易俗为落脚点， 始终

坚持系统思维，繁荣农村文化，培育

文明村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改

善村民的精神风貌， 不断提高乡村

社会文明程度， 深入开展文明村镇

创建活动， 提升农村的精神文明建

设水平。

村民孝老爱亲、 邻里互助等文

明新风以红榜公开表扬； 村民游手

好闲、 不务正业等不良行为以黑榜

公开批评；《村规民约》成为精神文

明导向，“治风” 倡议引导村民“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其他不办” ……

如今，移风易俗不仅让群众得实惠，

也不断推动农村滥办酒席、 大操大

办、高价彩礼、铺张浪费等陈规陋习

得到根本性转变， 农村群众的礼金

支出大幅度减少， 农村环境得到大

幅度提升， 以文明为底色的美丽乡

村画卷越描越亮、越绘越美。

一项项农业产业规划振奋人

心、一个个涉农项目加速推进、一座

座美丽乡村焕发新颜……一幅农村

美、农民富、农业强的美好画卷正在

贵安新区徐徐展开。 2024 年，贵安

从“三农” 出发，向“振兴” 而行，必

将带来更加灿烂辉煌的新未来。

从“三农” 出发 向“振兴” 而行

———贵安新区 2023 年城乡统筹工作扫描

“2023 年 水 稻 亩 均 产 量 达

652 . 11 公 斤 ， 较 上 年 提 升

6 . 9% ，测算亩均效益达到 2608

元。 ” 2023 年秋收之际 ，贵安新

区高峰镇龙宝大坝示范田传来

喜讯 。

龙宝村是贵安新区的主要

产粮区， 多年来亩产量均未超

过 500 千克 。 2022 年， 龙宝村

开始建设千余亩示范田， 省农

业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 贵阳市

农业农村局等单位派出骨干技

术团队并提供机械支持 ， 紧紧

围绕 “种什么 ”“谁来种”“怎

么种”“种得怎么样 ” 四个问

题和 “优种 、 机械化 、 组织方

式 、改革创新 、实际成效 ” 五个

示范，以提升“三大收入” 为抓

手 ，以农业现代化 、机械化为路

径 ，以市场化为导向 ，构建种粮

利益联结机制 ， 总结出 “龙宝

种粮 ” 模式。

龙 宝 村 村 民 没 有 想 到 ， 长

期靠人力耕种的田地， 有一天

也 会 走 上 农 业 现 代 化 之 路 。

2023 年，“龙宝种粮 ” 模式在龙

宝大坝进行实践验证示范 ，示

范种植面积 1056 亩，丰收的结

果令人欣喜 ，泰丰优 79 优质稻

自育品种最 高亩产 达到 939 . 4

千克 ， 在贵阳高海拔地区首次

突破 900 千克 。

“龙宝种粮 ” 的成效是贵安

新区守牢粮食安全底线、提高粮

食单产水平、增强粮食生产和供

给能力的有效实践。 2023 年，贵

安新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

同责， 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整 治 基 本 农 田 “非 粮 化 ”

1359 .28 亩 、撂荒耕地 22365 .15

亩 ；推广“五个示范 ” 和良种 、

良技 、良法 ，完成粮食播面 9 .52

万亩、产量 3 .41 万吨。

2023 年， 贵安新区坚持聚

力稳产保供， 农业生产能力得

到新发展， 粮食生产创造新纪

录的同时， 脱贫成果也得到新

提升 。一年来，防贫监测和帮扶

机制不断健全 ，“3+1 ” 保障 持

续提升 ， 产业就业帮扶全面覆

盖 ， 脱 贫 人 口 收 入 增 长

15 . 31% ，在全省率先实现收入

万元以下的脱贫人口家庭全部

清零 。 2022 年省后评估反馈涉

及贵安新区 5 大类问题全部整

改 销 号 ， 脱 贫 人 口 巩 固 率

100% 。

同时，贵安新区紧盯“三大

收入 ” ， 持续提高农民收入水

平 。 通过全面摸排村集体资金、

资产 、 资源 ，指导 14 个村 集 体

经济薄弱村制定 “一村一策 ”

方案 ， 争取发展壮大村集体经

济资金 500 万元， 实施项目 10

个，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村

占比达 65%以上， 持续增加了

村集体经济收入 ； 通过组织劳

务输出 1606 人 ，完成职业技能

培 训 847 人 ， 新 增 就 业 2151

人 ，土地流转 1 . 4 万亩，获得土

地流转费 1000 万元以上，盘活

农房（宅基地） 38 宗 ，发放涉农

补贴 1627 万余元， 低保、 特困

供养金 478 万余元，覆盖 62229

人次 ， 持续提高农民人均纯收

入 ；通过实施“稻 + 菜”“稻 +

油” 等复种模式，耕地复种指数

达 135% ， 基 本 实 现 水 源 有 保

障 、坡度在 15 度以下的耕地亩

均产值达 8000 元，基本农田亩

均产值达到 5000 元 、高标准农

田亩均产值达到 5000 元，持续

提升亩均收入。

通过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

施，贵安新区扎实做好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 为乡村振兴开新局奠定坚

实基础。

高峰镇龙宝村村民在收割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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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峰镇龙宝村村民在操作机械收割水稻。

■核心提示

守牢底线稳生产

A

马场镇滥坝村村民在干净整洁的村道上记录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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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场镇场边村的墙画妆点了和美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