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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施秉县望城村的做法与探索
1

陈 政

施秉县望城村，是一个后发赶超的村寨。全村国土面积 16平方公里，辖 13个村民小组 8个自然寨，455户 1848人，居住

着汉、苗、土家等民族。近年来，望城村按照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以发展精品水果产业、休

闲旅游业和农家乐为抓手，全面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全力打造“富而美、美而富”的“甜美乡村”，多次被评为

全国、省、州“五好基层党组织”“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全省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村”等称号。2017 年，全村农民

人均纯收入 12800元，比 2010年增加 7560元；村集体经济收入 126万元；贫困发生率 2.6%。基本实现了乡村全面振兴，体现

了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是百姓富生态美多彩贵州的新农村。

一、抓基层组织促发展引领

共产党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长期以来，望城村群众思想观念比较落后，村民们死守着几亩

土地过日子，一年到头按部就班耕田种地，村民生活水平一直上不去，不少农户连温饱都成了问题。望城村经济来源主要以传

统耕作为主，农民收入单一，农村基础条件差，村集体经济薄弱，群众生产生活不稳定。2010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 3300元，

低于全县平均水平 195元；全村贫困人口 688人，贫困发生率为 35.6%，是全县典型的扶贫攻坚村。说起过去的望城村，还流传

着这样一句话：“有女不嫁望城人，望城赌风熏死人；有男不娶望城女，又馋又懒害到你”。为改变这种贫困落后面貌，望城

村紧紧抓牢基层组织建设这个“牛鼻子”，选准选好村支“两委”当家人。村支书曾维军热心集体事业，管理经验丰富；村主

任曾勇敢闯敢干，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他们在群众中都有很高威望，农民都愿意跟着他们干事业。

十八大以来，村“两委”认真分析交通便利，施（秉）一青（溪）二级公路穿境而过，区位优势明显的村情，深入学习贯

彻十八大、十九大和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文件精神，用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好新时代“三

农”工作，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要义，深入贯彻到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中，在学思践悟中提高“三农”工作水平。紧

紧抓住国家深化农村改革加快农业发展的历史性机遇，围绕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按照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要求，以村“两

委”为主导，以发展精品水果产业、休闲旅游业和农家乐为抓手，全面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全力打造“富而美、

美而富”的“甜美乡村”，成为小康社会建设、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个示范典型。

在实际工作中，村“两委”边实践边总结，探索创新了一套工作机制。一是创新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从强化责任入手，建

立“党员设岗定责评星”和责任承诺等一系列工作制度。从提升服务拓展，探索创新了“三找党组织”“3+2”工作法和“四化”

便民服务工作机制，由村两委在村活动室或村民小组设立便民服务接待点，村“三大头”周一至周三在村活动室接待，周四至

周五走村访寨，开展咨询服务、协调处理纠纷等，群众有想法找党组织倾诉、有纠纷找党组织反映、有困难找党组织解决。村

“两委”主动把以前“群众找干部”转变为“干部找群众”，提高了村级组织的服务效能。近两年来，接待党员群众来访 1380

人次，帮助群众协调解决事项 346项，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6件，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二是创新结对帮联工作机制。为

提高精准扶贫的实效，村“两委”建立了结对帮联工作机制，由村干部分组、分片负责对接县级帮扶部门和帮扶干部，督促落

实帮扶政策和项目资金，使干群关系“无逢对接”，结对帮扶更接地气。三是充分发挥党员模范带头作用。为拓宽技术培训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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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解决村民经济发展问题，加快与外界沟通联系，村两委先后组织党员、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到湖南芷江和遵义余庆参观种

植养殖基地，激发村民发展种植养殖的积极性。同时，多次通过有关部门邀请农业技术专家、科技特派员到村组进行科技培训

和指导。86岁老党员田应和说“用剩余的时间，办好人民的事情”。

二、抓产业推动促农民增收

“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体系。”过去的望城村是全县有名的“空壳村”，村集体没有收入来源，村“两委”没有

凝聚力。要使老百姓富裕起来，村集体经济壮大起来，必须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增加农民钱袋子收入。村“两委”认

真思考，围绕解决好“谁来种地、地怎么种、地种什么”“如何实现集约经营、农民如何增收”的问题，在深入调查、走访座

谈的基础上，村“两委”提出了“产业带动、规模发展、集约经营”的思路，通过建立规范化、优质化果品种植基地，带动村

民走可持续发展路子。

2007年，村”两委”从湖南引进种植大户蒲代球，在何家坝租用 126亩土地种植黑珍珠葡萄，开始了土地集约化经营发展

的尝试，亩土地收益由过去 500-600元增加到 8000-9000元，QQ农场增长 4倍，尝到了甜头。望城村农民不再守着自己的“一

亩三分地”，开始大胆进行果品种植的转变，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农户的相互合作，合理流转农民土地，大面积推广精品水

果种植，建立了产业发展的四种模式：一是合作社+农户模式。由合作社租用农户土地种植果品，前三年农户按协议每亩收取一

定的土地流转费，第四年后按比例参与收益分成。目前，望城村已成立蒲发经济果林专业合作社、朝阳精品水果农民专业合作

社、施秉县甜美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有社员 324 人。如何家坝组村民何定海，以前常年外出打工，家里的承包地闲置不种。

听说村里正在大兴果品种植后，他回乡流转 6 亩土地给合作社种植黑珍珠葡萄，前三年合作社按每亩 600 元支付土地流转费，

基地挂果后，合作社按果品销售收入的 20%给农户分红。农户得到了真金白银，大户也获得了经济效益。二是村集体+农户模式。

由农户以土地入股村集体参与种植基地水果，挂果收益后村两委每年每亩给农户分红提成 1600元。如望城村何家坝组村民何定

祥，2012年将 5.5亩的二轮土地承包面积全部入股村集体种植水果，每年除了得到 8800元的分红，何定祥夫妻还可以在基地务

工增加收入，全家年收入达 5万元以上。三是村集体+合作社模式。由村“两委”帮助合作社发展产业，做好协调服务，合作社

种植的水果挂果收益后，村“两委”每斤水果收取提成 0.15元，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2013年，合作社果品基地挂果面积 300

亩，年水果产量 80 万斤，村集体提成 12 万元。四是农户自我发展模式。由村两委帮助有发展能力的农户选准发展项目，做好

技术服务，实现农户的自我发展。在果品产业的带动下，望城村物流业得到快速发展，农民可以在家门口轻松致富。如何家坝

组村民何清平和黄土坡组杨胜友，近年来专门从事本村水果运输服务，仅此一项每年可增加收入 5万元以上。

三、抓生态经济打特色品牌

“坚持新发展理念。”为了实现多元化发

展，村“两委”还采取“向上争取一点、村集体补助一点、村民投人一点”的办法，从三个渠道增加农民收入和壮大村集

体经济。一是发展园下养殖。依托现有的 4000余亩果品基地资源，由农户自筹资金在园下放养本地土鸡和白鹅，使水果基地得

到有效利用，提高基地产出效益。2013年，全村已发展园下养鸡基地 4个，年出栏 4800只，增加农民收入 9.6万元以上。商品

鸡主要销往周边城市各大经销商，实行订单销售，市场供不应求。二是发展乡村旅游。为了发展乡村旅游，望城村积极申报项

目建设 120 亩荷花，扶持有条件的农户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满足游客到果品基地观光旅游和休闲娱乐，增加农户收入。如：

何家坝组曾一洪大专毕业后一直靠在外打工谋生，2013年 7月回家探亲时看到家乡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放弃了打工的生

涯，决定回到家乡创业，把打工集蓄的 12 万元，用于改造自家的院落、房屋开办农家乐和种植葡萄 30 亩，仅农家乐每年收入

达 5万元以上，30亩葡萄丰产后，年收入达 30万元以上。三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依托精品水果园区，通过争取项目资金或招商

引资，建成农产品加工企业和水果保鲜气调库，延伸山区特色产业链，增加农民和村集体收入。四是发展电子商务。依托土鸡、

白鹅精品水果等特色农产品建立电子商务的形成与交易平台，产品销往湖南、广西、重庆等省份及省内市场，在电子商务交易

平台上从事交易及有关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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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育产业，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轻松找到票子，让望城村走上了发展山区特色农业的道路。在外打工农民由过去 70%

减少到现在的 110人。目前，全村种植精品水果 4070亩（村“两委”创建果品基地 200亩），挂果面积 1200亩，年产量 1800

吨，水果主要销往湖南、广西、重庆等周边省份和省内市场；建成园下养殖基地 4个，正在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 27户，农民人

均纯收入的三分之二来自于发展特色产业。

四、抓项目建设促村貌美化

“实现百姓富、生态美的统一。”为让乡村更和谐美丽，望城村紧紧抓住美丽乡村建设的机遇，积极组织群众投工投劳，

通过争取“一事一议”、农田水利、扶贫开发、农村危房改造等项目，采取政府帮扶和村民自筹相结合的形式落实资金，开展

了“何家坝小流域重点治理”“安全人畜饮水”、村寨风貌改造、道路硬化、绿化美化等基础设施项目建设，通过项目实施来

改善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目前，全村实现了组组通水泥硬化路，连户路硬化达 100%；建成安全饮水工程 5处、荷花池 120亩，

完成房屋风貌改造 129 户；新建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 2 处、文体休闲广场 1个，电力改造和通讯网络实现全覆盖，村容寨貌

焕然一新。一个区位交通便利、山水风景秀美、环境清雅舒适、田园风情浓郁的社会主义现代新农村展现在人们眼前。

改革在哪里，改革无处不在。望城村积极探索农村土地经营改革，在黔东南，现实版的“QQ 农场”望城是第一个，整个农

场占地面积 36 亩。村“两委”把群众的田土集中起来，每亩划分为 10 小格，让城里人来认领体验，原来每亩田流转 800元，

划为小格后每分地 400元，一亩达到 4000元，翻了 4倍。2017年 7月 28日，中央电视台《改革在哪里》栏目对望城村“QQ农

场”的运作模式进行了专题报道。

近年来，村“两委”积极协调县级部门和结对帮扶的县、乡干部落实村级建设项目 22个，村寨环境管理有序，村规民约建

立健全，村容寨貌焕然一新。望城村“三变”由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发展为“田园变公园，民房变客房，劳

动变运动”。闻得到花香，看得到产业，住得到进新房，数得到票子。

五、抓治理体系促社会和谐

“乡村振兴，治理有效是基础。”在过去的望城村，曾流传这样一句话：“有女不嫁望城人，望城赌风熏死人；有男不娶

望城女，又馋又懒害到你”。为改变这种现状，望城村“两委”在抓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着力维护社会安全，

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提高了人民群众满意度。一是建立“一制三化”机制。建立完善以村民自治管理机制、党支部工作规范化、

村民自治民主化、民主监督程序化为主要内容的“一制三化”工作机制，使村级的各项工作更加规范化、民主化。二是实行网

格化管理。建立完善由村党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牵头、村“两委”成员分工落实、党员设岗定责、群众共同参与的社会网格

化管理。两年来，协调解决群众事项 346项，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16件。三年来，全村无刑事案件和治安案件发生。三是加

强“三公开”。即进行党务公开、村务公开和财务公开，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围绕抓稳定促发展工作思路，明确了“一勤二早

三心四责”的八字工作法，为美丽乡村建设营造诚信、和谐的氛围，为服务群众发展致富提供良好的环境。四是打造村民诚信。

按照“诚信受益、失信受制”的原则，将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作机制引入村级社会各工作领域，积极开展以遵守法

规政策好、带头科技致富好、执行计划生育好、弘扬道德风尚好和居住环境卫生好为主要内容的“五好诚信农户”创建活动，

并无偿为诚信户提供宅基地进行统规自建住房，有力推动了全村诚信道德建设。五是举办农民讲习所。利用新时代农民讲习所，

培养新型农民，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省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

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提升农村公共服务水平、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构建乡村治理新

体系等重点工作，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昔日村望城，今日城望村”，“望城”寄托了千百年来当地群众向往城市、向往现代化的强烈美好愿望。以前的望城，

房屋破旧，寨子凌乱不齐，农民思想观念落后；如今的望城，庭园漂亮宽敞，寨子整洁气派，群众精神饱满，过上了幸福的生

活。“甜美望城”的涌现崛起，使越来越多的施秉乃至周边县市市民来到望城村观光旅游、休闲娱乐、康体养生、放松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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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城村将按照突出“两大产业”、推动“三化同步”、坚持“绿色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总体发展思路，以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活动为载体，以增加农民收入和壮大村集体经济为核心，扎实推进精准扶贫，大力发展以精果水果和休闲旅游业为主的

特色产业。力争用 2—3年的时间，建成精品水果基地 6000余亩、林下养殖基地 10个以上；发展乡村旅游农家乐 100户、家庭

农场 10户以上；建成葡萄酒加工厂、水果加工厂各 1个。到 2017年，实现村级集体资产达 1000万元，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达

100万元，半数农户年收入达 10万元，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达 1万元的“四万”目标，建成在全省独具特色的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典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