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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声“哞哞”，芳草青青。7 月底，沿河
自治县甘溪镇芭蕉村肉牛养殖基地，养殖工人
熟练地操作配料、拌料、撒料等机械，精心为
一头头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配餐。

“去年以来陆续出栏 178 头订单牛，卖了
300 多万元。”养殖场负责人杨菲艳说，政府
对肉牛产业扶持力度很大，而且有公司提供技
术指导和订单收购。

沿河自治县畜牧资源丰富、发展历史悠
久，养牛贩牛一直是当地群众青睐的增收渠
道。2023 年，该县立足资源禀赋，明确大力
发展“一主两辅”农业特色产业，肉牛被作为
主导产业重点发展。

当年 4 月，沿河引进企业并合资成立贵州
西南牛城牧业有限公司，签订《沿河土家族自治
县乡村振兴肉牛全产业链项目合作协议书（西
南牛城）》，开启龙头企业引领肉牛发展新篇章。

“项目落地建设，是沿河构建‘一主两
辅’农业产业发展格局的重要抓手。”沿河自
治县委书记罗洪祥表示，沿河正强化企业联农
带农作用，进一步激发群众发展肉牛产业的内
生动力，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群众持续
增收。

西南牛城项目建设包括牛羊交易中心、现

代化肉牛养殖示范基地、饲草收储中心、牲畜洗
消中心、饲草种植示范基地和屠宰加工及冷链
物流园、50个年出栏 300头规模的镇（村）合作
社育肥场、种植5万亩高产饲草等。

“沿河营商环境好，资源禀赋优，具有很
好的发展基础。”贵州西南牛城牧业有限公司
CEO刘红辉说，公司正发挥自身优势，立足沿
河资源条件，高标准规划建设，带动农户参与
产业链协作共享，助推沿河生态肉牛产业高质
量发展。

据介绍，西南牛城牧业公司负责对全县养
殖户进行培训，指导牛场建设和防疫技术，提
供订单母牛并回购牛犊，订单公牛犊并回购育
肥牛、订单收购饲草等多种方式，提高农户养
殖积极性，实现“联农、惠农、富农”。

“我们的目标是搭建一个‘肉牛超市’，让
农户就近购买放心牛、健康牛。”西南牛城负
责人詹国防介绍，和沿河签订肉牛全产业链项
目合作协议，目的在于促进公司与农户实现效
益双赢。

2023 年 10 月，晓景乡养殖户冯青松购进
80头 400斤左右的肉牛进行订单式养殖。仅 3
个月时间，平均每头牛就增重 200 余斤。他
说，喂养到出栏时间，这些牛按每斤 12元的保

底价出售，每头牛的纯利润可达2000多元。
除了订单模式，西南牛城牧业公司还为技

术能力不足或无固定圈舍的农户提供代养服
务。村民购买牛后，交由西南牛城全程代养并
回购，所得收益农户和牛城按 7：3 的比例分
配。

“按照每头的保底分红 800 元，加上政府
的各项政策补助，养好一头牛的利润可达
4800元。”中界镇东流村村民田应军说，这对
村民来讲，确实是高收益低风险的增收渠道。

养殖合作模式多样，技术有保障、保底回
购，让农户与龙头企业的利益联结更为紧密。
西南牛城项目落地不到一年，该公司的小牛超
市就吸引了 800多户农户签订合同参与肉牛养
殖，同时还为当地群众代养肉牛2120头。

政策扶持是撬动产业发展的关键。沿河采
取以奖代补、项目支撑、贴息贷款扶持等措
施，大力推广品种改良、疫病防控、饲草转
化、检验检疫等标准化养殖技术，推动肉牛产
业快速平稳发展。

在从事肉牛养殖多年的夹石镇河坝村养殖
户杜显权看来，“要养好牛，关键还得种好草
才行。”过去，因本地饲草规模有限，沿河的
养殖户大多从外地购买草料，过高的养殖成本

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群众的养牛积极性。
这几年，沿河自治县通过不断探索，提出

做大做强肉牛产业，做好“草文章”，加快打
造西南牛城步伐。围绕建设种植牧草养殖基
地，扩大人工种植牧草、改良天然草地，保证
肉牛天然的进食草料。

截至目前，沿河已成立肉牛养殖企业 27
家、合作社 125家、家庭农场 400家。2023年
以来，沿河已投入肉牛贷款贴息资金 300 万
元，撬动银行肉牛专项贷款约 1.67亿元；投入
450 万元对人工种草进行奖补，每亩补助 300
元；落实“粮改饲”补助，对收储饲草按每吨
不高于 53 元进行补助。同时，投入财政衔接
资金 900万元用于家庭农场种植养殖奖补，对
养殖肉牛 20 头以上，且符合相关规定的家庭
农场奖补 3 万元。争取“见犊补母”资金 550
万元，对养殖能繁母牛每产 1犊成活 4 个月以
上的，按照每头不超过 1000元进行奖补。

为解决养殖户后顾之忧，沿河还制定特色
农业保险方案，提供两种政策性牛保险供经营
主体选择，保额分别为每头 1.5 万元、每头 8000
元，费率 3%，其中财政补贴 70%，经营主体自筹
30%。饲草保险政策，保额 1000元，费率 5%，其
中财政补贴70%，经营主体自筹30%。

沿河：政企联动兴牛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田勇

7月 27日，2024锦江周末龙舟挑战赛拉开
帷幕。来自省内外共 42支队伍，在锦江河面上
展开激烈角逐，围观的游客和市民布满河岸，欢
呼声此起彼伏。

龙舟，已成为碧江区的一张响亮名片。特
别是每年端午时节，锦江上的龙舟赛事更是盛
况空前，今年端午前后就有超过 25万人到碧江
观看龙舟赛。

凭借山好水美的生态优势，近年来碧江区
通过打造龙舟品牌赛事，弘扬龙舟文化，推广龙
舟运动，丰富体育与文化载体，推动文旅、体旅
融合发展。

一桨划过五百年

“四面青山楼外楼，新装巧扮最风流。多情
最是锦江水，一步依依一回头。”诗人廖经天曾
游历铜仁，写下此精美佳句赞美锦江。

发源于梵净山的大江、小江，穿过原始丛
林，越过高山深谷，绕过古村古寨，经过一番蜿
蜒曲折，最后于碧江区汇成美丽的锦江。

锦江两岸，峰峦叠翠，奇山秀水，有风帘苍
翠、烟柳画桥、渔舟唱晚之美景，亦有山水相依、
景田相望、景城交融的妙境。

碧水锦江，水接潇湘，进洞庭，入长江，曾是
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自古舟楫往来，商贾云

集，极尽繁华。
千百年来，锦江两岸，土家、苗、汉等民族择

水而居，在生活生产中创造了绚烂多姿的历史
文化、民俗文化，龙舟文化也是其中之一。

相传龙舟赛，最初是当地祭祀活动的一部
分，以保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后逐渐成为习俗，
每当端午之际，村民都会自发组织龙舟队，进行
划龙舟比赛。

有史料记载，锦江龙舟竞渡，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在明朝便有“江阁邀宾笑倚栏，画
船齐逐万人看”的盛况。

一桨划过五百年，碧江龙舟赛在悠悠岁月
中，逐渐形成了独特风格。碧江区于 2009年获
得“中国传统龙舟之乡”称号；2011年，“碧江赛
龙舟”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龙腾锦江文韵新

今年 77岁的胡通云，从十几岁便开始扒龙
舟，不仅是碧江龙舟队伍里的老鼓手，还是一名
制作龙舟的老匠人。他说：“我从十七八岁就年
年参加龙舟赛，一听到鼓点声就兴奋。”

扒龙舟在碧江深受群众喜爱，民间也多有
制作龙舟的匠人。据介绍，碧江区的龙舟制作
工艺，祖祖辈辈相传。2012年，胡通云等 5位匠

人被列入碧江区县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传承人。

经历数百年的传承与发展，碧江龙舟赛形
成了鲜明特色，展现出独特魅力。自 2008 年
起，每年端午，当地都会举办中国传统龙舟大
赛。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碧江龙舟文
化传统赛事得到了规范化、专业化的提升。该
区建设龙舟基地，成立龙舟协会，制定了比赛规
则和训练体系，使得龙舟运动更加科学化和系
统化。

如今，碧江赛龙舟已从独特的地方民俗逐
渐演变为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体育赛事，
成为展示铜仁形象的重要窗口，也是促进文旅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

今年的中国传统龙舟大赛期间，除了精彩
的龙舟赛事，碧江区还举办游江活动、农民艺术
周活动、农特产品展销会等 7项系列活动，全面
提升群众参与度和赛事影响力。

以文化作底蕴，以体育作载体，碧江深耕文
旅融合发展之路，积极利用锦江河丰富的自然
水域资源、广泛的体育群众基础，通过体育赛事
独有的魅力，进一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文化、体育、旅游等
融合发展。

一江碧水润铜城

龙舟文化之所以能在碧江传承数百年经久
不衰，并在新时代焕发新气象，都因有锦江的浸
润。

锦江全流程 158 千米，是铜仁的母亲河。
正如贾平凹在《说铜仁》一文中说：“城在山窝子
里的多，但江从城中穿过的少，竟然三江穿过，
城分为四，十三桥卧波的只有铜仁。”

锦江河床宽 120 米至 180 米，深 10 米至 30
米，直道在 800 米至 1500 米的有 4 段，水流平
稳，为龙舟竞赛提供了绝佳的自然条件。

多年来，碧江区将保护锦江作为一项重要
工作，围绕河湖保护和永续利用这条主线，协
同推进流域“河长制”，让水质持续向好。同
时，该区还在重点河段开展河道漂浮物及垃圾
打捞工作，严查沿河排水口污水漏排直排问
题，大力整治锦江环境，努力维持河道干净整
洁。

此外，碧江还在锦江沿岸建设总长度超过
23 公里的健身步道，并从 2019 年开始，在原有
步道的基础上，对其中的 7.5公里进行了提质改
造，串联了智慧健身房、公共阅读空间等便民服
务设施，切实提升市民幸福感。

山环水绕，山水相映，山光水色绘成了一幅
奇异的水墨画。画中的碧江，既有山城的灵秀，
又有水乡的妩媚。放眼望去，城在水中，水在山
中，山在城中，别有一番韵味。

水是万物之源，也是万物之本。碧江区以
“河长制”为抓手，加大对锦江的保护治理，持续
擦亮绿色发展底色。同时以水为介，以赛为媒，
不断挖掘锦江蕴藏的丰富资源，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山水新城。

龙跃锦江 水润城兴
——从龙舟文化看碧江区文旅产业发展

通讯员 田爱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杨聪

本报讯 （通讯员 谭霜 记者 安慧芳）近
日，松桃经济开发区贵州乐嘉文创科技公司生产
车间，流水线不停运转，工人们手指翻飞，一个
接一个的精美玩具逐渐成型。

该公司的母公司是广东东莞乐嘉塑胶制品有
限公司，生产的高端电子玩具、静态玩具等产品
畅销国内，远销日本、韩国、美国，以及欧洲等
国家和地区，目前已帮助上千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增收。

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工作开展以来，东莞铜仁
两地抢抓产业风口和粤企入黔政策机遇，抓招
商、抓园区、抓培育，聚力打造粤黔协作新型功
能材料千亿级产业集群。

以“引”为出发点，抓实招商引资。聚焦新
型功能材料、大数据、现代能源、生态食品饮品
药品、林业、文化旅游六大生态产业，围绕上下
游配套开展精准招商，累计引进广东凯金、广东
嘉尚、深圳为方、东莞乐嘉等企业 175家。

以“建”为落脚点，抓实园区共建。把共建
园区作为承接东部优强企业梯度转移的重要载
体，利用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 16 个共建园区发
展，强化产业集群打造。今年 1月至 5月，实现
规模工业总产值 100.87亿元。

以“培”为支撑点，抓实劳动密集型企业培
育。铜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入开展“粤企入
黔”双百行动，多批次动员东部劳动密集型企业
到铜仁考察投资，积极培育劳动密集型企业。松
桃共建产业园区先后引进东莞乐嘉、巧积玩具等
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入驻，提供就业岗位 4000
余个，累计带动周边安置区搬迁群众及农村劳动
力 1万余人次实现增收。

深化莞铜协作
抢抓产业风口

本报讯 （记者 蔡茜）
“衷心祝贺你考上大学，也
希望你继续关心福利院里
的弟弟妹妹，鼓励他们自
立自强。”近日，在石阡县
儿童福利院，铜仁市民政
局党组书记、局长蒲章向
该院女孩小窦送上 5000 元
助学金。

据了解，小窦父亲去
世，母亲失联，10 年前年
迈的爷爷奶奶不得已把年
仅 9岁的她送到石阡县儿童
福利院。在福利院，小窦
感受到家的温暖，勤奋好
学，还抽空给福利院的弟
弟妹妹辅导功课。

今年高考，小窦以 567
分的成绩被东北农业大学
录取。她说：“在福利院生
活的这些年，我时常得到
社 会 各 界 的 关 爱 与 帮 助 。
我能如愿考上大学，是国
家的政策好，希望福利院
的弟弟妹妹们也能好好学
习 ， 都 有 一 个 美 好 的 前
程。”

据了解，今年铜仁市
共有 6名儿童福利院的孩子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思南县儿童福利院小严
被江苏大学录取。“福利院的孩子就是我们自
己的孩子。”思南县儿童福利院院长袁宗仙
说，该院始终把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为他们
拟订学习计划，采取“以大带小”的形式互帮
互学。同时，针对每个孩子进行个性化培养，
帮助他们塑造独立坚强的人格。

目前，铜仁市共有市儿童福利院、石阡儿
童福利院、思南儿童福利院 3 家儿童福利院，
有在院儿童 479人。5年来，福利院已有 37人
考上大学、51人考上专科学校。

“你们安心去求学，国家发放的助学金和
生活费可以保证你们顺利完成学业。”蒲章鼓
励福利院的孩子要以优秀的哥哥姐姐为榜样，
积极面对人生下半场，回报国家、社会的关心
关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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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蒲智）近年来，玉屏自治
县供销联社扎实推进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围绕
为农服务主题做文章，创新经营模式，借助市场
化手段，扎根服务“三农”，为乡村振兴注入全
新活力。

玉屏供销联社构建与农民的利益联结机制，
夯实为农服务基础。积极开展土地托管服务，突
破发展瓶颈，积极争取财政专项资金和东西部协
作项目资金，沿着“农机＋农技”“农机＋综合
农事”的发展路径，以玉屏县供农农机农民专业
合作社为依托，整合全县农机合作社资源，为群
众提供播种、收割、病虫害防治等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及时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同时，成立
玉屏农机维修中心，加强旋耕机、收割机、插秧
机等农机新机具、新技术推广，实现农业生产环
节机械化，探索具有当地特色的农业社会化服务
新路径。

顺应“互联网+现代流通”新趋势，提升现
代流通服务水平。玉屏供销联社大力发展连锁经
营、物流配送、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加快
传统经营网络改造升级，提升城乡流通领域现代
化水平。精心打造“一点多能、一网多用”的

“电商+物流”农村流通服务网络，畅通农产品上
行和工业品下行渠道,构建冷链物流体系，设立
冷链物流中心，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农村消
费环境。

此外，该联社充分利用“直播带货”，扩大
电商销售渠道，搭建线上线下融合的农产品销售
平台。线上深入挖掘和培育适合电商销售的特色
农产品，做好认证推荐工作，线下立足本地市场
与县内超市、批发市场、经销商、连锁超市签订
农产品产销对接及供销合作协议，建立“以销定
产”的订单式生产关系，实现供给信息和市场信
息精准匹配，提升农户与农产品抵御市场风险能
力。同时，抢抓东西部协作机遇，在江苏太仓、
广东东莞设立玉屏生态农产品展销旗舰店和直销
点，推动黔货出山，有力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

玉屏供销联社
创新模式服务“三农”

本报讯 （记者 田勇）近年来，石阡县河坝
镇坚持党建引领，聚焦强基层组织、强集体经
济，富农民“口袋”、富农民“脑袋”的“两强
两富”目标推进“强村富民”行动，为乡村振兴
提供了有力支撑。

该镇立足资源禀赋、区间区位、产业布局
等，科学制定村集体经济发展计划，并组建强村
富民工作专班，成立镇级强村富民公司和 3个强
村富民工坊，统筹推动强村富民工作。同时，选
优配强集体经济“领头雁”，通过实施集体经济

“头雁”工程，着力培育选拔一支有能力、懂发
展的乡村人才队伍，增强村集体经济的“造血”
功能；用好用活闲置资源，按照管理自营、租赁
运营、招商引资、重组整合、改造提升、以资抵
债、收股转包等方式盘活闲置资产助推强村富
民。

此外，该镇还聚焦产业发展，大力发展高粱
种植、黑山猪养殖和水果等特色产业，强化“村
企联建”，采取“党支部+企业+农户”组织方
式，充分整合资金、资源、资产，促进村企共同
发展；聚焦基层治理，依托“一中心一张网十联
户”治理机制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常态
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探访服务、政策宣传等志
愿服务活动，让乡村环境美起来。

石阡河坝镇
集体经济强村富民

时下，德江县龙泉乡的精品葡萄进入成熟期，当地群众
纷纷进园采摘购买。

近年来，龙泉乡因地制宜发展葡萄、西瓜、李子等精品
水果 4000 余亩，通过多样化和标准化种植，助推农民增收和
乡村振兴。

图为当地游客在葡萄基地体验采摘乐趣。

葡萄成熟引客来
通讯员 周济 何佳有 王显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