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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 告

结构优 产业活 群众乐

2018 年，七星关区朱昌镇再也看不到村民种植玉米的景象，一沟一
壑，一坑一洞，种下的都是高产经济作物。

为找到一个具有代表性和规模性的产业，朱昌镇计划与乌蒙电商、天
保农业科技公司联合，大规模发展蔬菜种植业，打造万亩蔬菜园，为黔西北
市场、创美农产品市场、老洪南菜市场等提供蔬菜源，使得公司和村民互利
互赢：公司免费为农户提供种子、肥料、技术；农户以流转土地、劳动力等方
式入股，还可在公司务工，领取务工费。2018 年，七星关区把调减玉米种植
面积的目标定在 30 万亩以上。根据各个乡镇的情况，计划替代种植烤烟、
香葱、蔬菜、食用菌、马铃薯、经果林、茶叶、中药材等。

备春耕 话发展

阳春三月，阳光和煦。行走在七星关区广袤的田野上，随处可见繁忙的
春耕生产景象，让人欣喜地看到农业发展的新变化。

在七星关区，越来越多的农民种地不再使用耕牛，而是使用微耕机等
“铁牛”耕地。“铁牛”代替耕牛，是近年来七星关区农业发展的变化之一。

2018 年，七星关区结合产业发展实际，以提高贫困户生产技能为导

向，以增加贫困户产业收入为目标，组织专业技术人才、“土专家”和“田秀
才”为农户现场讲解，教授致富秘诀。同时，统筹和动员社会各类科技资源，
广泛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多形式的技术服务，让全区农户“一看就懂、一学
就会、一用就灵、一次就行”，帮助农户提升农业技能，实现增产增收。

讲习所讲到群众心坎上

毕节市自 2017 年 4 月初建立新时代农民(市民)讲习所以来，各种各
样的讲习所在七星关区遍地开花，讲习的形式在结合群众实际需求基础上
花样翻新，层出不穷，“办群众需要的讲习所”成为当地党委政府的共识。

七星关区辖 42 个乡镇(街道)514 个行政村(社区)，紧靠区农牧局和区
林业局的专业技术人员在短期内不可能做到讲习区域全覆盖。于是，该区
利用“微七星关”公众号，打造微信“云所”平台，运用视频、图片、文字，将技
术人员实地讲习的内容整理后发布到平台，只要群众点开微信，即可快速
学习种植和养殖的相关技能。通过“云讲习”，极大地缓解了农技讲习员的
压力，同时也高效地覆盖了讲习受众人群，有效地扩大了讲习效果。

“种了几十年的土豆，看了‘云讲习’后，我才知道原来土豆还能这样种，
科学、高产的种植技术太有用了。”群众对“云讲习”的赞声一片，同时也有
群众在后台“订课”，而“云讲习”也一直在满足群众需求。

目前，七星关区建成各类讲习所 633 个，开展讲习 1 . 6 万余次，受众达
54 万余人，有力推进了全区产业结构调整、脱贫攻坚和乡村治理等工作的
开展。

书写脱贫攻坚大文章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七星关区位于川、滇、黔三省交会处，人口基数大，
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

境内贫穷落后的太极村，存活有 6 万多株古茶树，一直藏在“深闺”无
人识。该村在驻村“第一书记”李德亮的带领下，通过贵州省茶叶协会倾情
帮扶，依托 6 万株古茶树，打造成集采茶、制茶、品茶和吃、住、游一条龙的
休闲旅游山乡。

2017 年，当地出产的 20 多吨“太极古茶”一上市就供不应求，“深闺”之
中的“太极古茶”实现华丽转身，铺就了贫困山乡的发展致富路。

在七星关区，像李德亮一样优秀的驻村干部不止一人。大银镇石营村
“第一书记”王祥平，驻村一年时间，就向上级争取 6 万元发展资金，为石营
村的发展注入新活力。

今年，该区以“选得准、下得去、融得进、干得好”为准则，精心选派 260
名“第一书记”深入到全区 260 个贫困村开展帮扶工作，广大驻村干部吃在
村里，住在村里，把老百姓当亲人，真心实意帮助群众“解难题、办实事”，做
到“真扶贫，扶真贫”，书写了新时代脱贫攻坚的新篇章。

木窝村的“甜蜜”生活

走走进进七七星星关关区区普普宜宜镇镇木木窝窝村村，，光光秃秃秃秃的的石石山山绿绿了了，，村村在在林林中中，，林林在在景景
中中，，整整个个村村子子俨俨然然一一幅幅摊摊开开的的风风景景画画。。

这这么么大大的的变变化化，，动动力力源源在在哪哪？？源源于于找找对对路路子子，，脱脱贫贫压压力力变变动动力力。。
木木窝窝村村平平均均海海拔拔 11225500 米米，，耕耕地地面面积积 11445599 亩亩，，9900%% 以以上上耕耕地地的的坡坡度度在在

3300 度度以以上上。。““七七分分种种、、三三分分收收、、苞苞谷谷洋洋芋芋度度春春秋秋””是是木木窝窝村村前前几几年年最最真真实实的的写写
照照。。

““要要脱脱贫贫，，必必须须搞搞产产业业！！””外外出出考考察察的的村村主主任任胡胡登登友友发发现现：：蜜蜜蜂蜂养养殖殖业业投投
入入少少、、效效益益高高，，七七星星关关区区许许多多乡乡镇镇都都有有蜜蜜蜂蜂专专业业养养殖殖合合作作社社，，学学经经验验和和技技术术
都都没没问问题题，，又又没没有有污污染染，，是是增增收收致致富富的的好好项项目目。。

说说干干就就干干！！村村支支书书高高林林和和胡胡登登友友发发动动群群众众建建立立了了养养蜂蜂场场。。““那那段段时时间间天天
天天跟跟村村民民一一起起算算细细账账：：种种苞苞谷谷、、洋洋芋芋，，11 亩亩地地挣挣 440000 多多元元，，还还没没算算人人工工费费；；入入
股股养养蜂蜂合合作作社社，，还还可可以以到到合合作作社社务务工工，，一一年年收收入入就就过过万万。。””经经过过多多次次做做思思想想
工工作作，，部部分分村村民民抱抱着着试试一一试试的的态态度度参参与与养养蜂蜂业业后后，，都都取取得得了了良良好好的的收收益益。。

如如今今，，万万花花园园养养蜂蜂专专业业合合作作社社可可产产 11000000 多多斤斤蜂蜂蜜蜜，，每每斤斤可可卖卖 115500 元元，，
主主要要销销往往毕毕节节城城区区，，产产品品供供不不应应求求。。

文文//黎黎秀秀禹禹、、刘刘佳佳兴兴

近年来，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紧盯脱贫攻坚，精准发力，通过引进
公司，以土地流转的方式将 1000 多亩山林和荒地“盘活”，建成七星关区
现代高效农业示范园区。

昔日的穷乡僻壤，如今已变成集生产、生态、生活于一体的多功能、外
向型产业基地，既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又促进农户增收。

如今的七星关区，各级干部驻村帮扶成效显著，金融机构、企业、贫困
户联系越来越紧密，各方力量参与帮扶更加具体；一座座土坯房、危房变
身为独具特色的黔西北民居；水、电、路、讯等农村“六项行动”日趋完善，

许多“空壳村”破壳而出。

决战贫困，最大的扶贫是发展。毕节市委常委、七星关区委书记崔英
魁说，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产业保生态、富口袋，路子没错。

只要有信心，黄土变成金。放眼七星关大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步伐
不断加快，各种产业正向规模化、产业化、特色化发展。

精准扶贫的“种子”正在各个角落焕发勃勃生机。

2018 年，七星关区全力加快推进水、电、路、讯、广“五通”。完成房、

厕、圈、厨、卫“五改”。推进易地搬迁、产业扶贫、脱贫攻坚合作社、乡村规
划、产销衔接“五覆盖”。扩大教育、医疗、社会、就业、文化“五保障”，通过
“四个五”机制，补齐脱贫短板，解决基层群众实际困难，力争达到乌蒙山
片区县脱贫退出标准，在年内实现脱贫。

阿阿市市乡乡村村民民铺铺膜膜 蜜蜜蜂蜂养养殖殖

农农机机观观摩摩会会开开到到田田间间地地头头 驻驻村村干干部部李李德德亮亮邀邀请请专专家家给给村村民民们们传传授授古古茶茶种种植植技技能能

春春耕耕忙忙

阿阿市市乡乡中中药药材材基基地地一一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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