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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腊月，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

天竹村热闹起来。唱大戏、腌咸鹅、

做甜酒……年味儿渐浓。

在村里的喂饲基地，脱贫户李忠

多正忙着赶在春节前宰杀最后一批育

肥的朗德鹅。“今年，我和老伴赚了 13
万多元，过年能给孙子们每人包个大

红包！”

“现在村里的鹅身价可不一般。”

村党支部书记胡庆祝边说边翻账本核

算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3个喂饲基

地进账 36万元。”

“我们这儿家家户户有养白鹅的

传统，养肥的鹅过年杀了做咸货。搁

在以前怎么也想不到，鹅竟能成为村

里的主导产业。”胡庆祝说。

天竹村是脱贫村，产业基础薄

弱，虽早有养鹅传统，但因品种特色

不足、市场定位不准、养殖周期长，一

直无法实现产业化发展。

村里“能人”胡建远看到城里餐

厅鹅肝卖得比鹅还贵，决定换个思

路。前些年，他从山东购入 1000 只朗

德鹅苗在当地饲养。乡亲们看到这种

脖颈粗短的鹅，一度认为他被骗了。

而一个养殖季下来，鹅肝被广东客户

全部收购，胡建远赚到第一桶金。在

他的带动下，100 多户农户参与养殖，

建了 20个喂饲场，几年下来产业初具

规模。

如今，胡建远的公司已成长为农

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产业链

从养殖延伸至红酒蓝莓鹅肥肝、鹅肝

酱等研发销售。“农业产业化发展要

向一二三产融合上要效益。”胡建远

说，延长产业链，提高附加值，产业基

础将进一步夯实。

新年之际，胡建远还派人去江

浙一带考察，为 2025 年的研发做准

备，“用新产品引领市场，我们要走

在前面”。

龙头企业带动下，霍邱县朗德鹅

年出栏量超过 500 万只，生产鹅肝

5000 吨以上，建有鹅肝生产企业超

140家，年产值达 20亿元，带动上万名

脱贫群众稳定增收致富。

“这几年务工回来的人多了，村

里人气旺了不少。”胡庆祝说，新的

一年村里打算拿出部分集体经济收

入，追加投资村里喂饲场，收益用来

为边缘户购买防贫险，兜牢防返贫

底线。

【记者手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高农

业综合效益，壮大县域经济，拓宽

农民增收渠道”。产业振兴是乡

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只有挖掘

乡村特色资源、精准对接市场

需求、发挥龙头企业带动效

应，乡村特色产业才能发

展壮大，才能托住群众

稳稳的幸福。

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脱贫地区新年里的三个瞬间
元旦这天，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

中圈塘村，致富带头人闫录和陈丽娜

夫妇俩在忙碌中迎接新年。

“我俩分工明确，天一亮我喂 200
多头猪，他负责喂 300多头牛羊，逢年

过节不歇工。”陈丽娜一边搅拌饲料

一边笑着说。

红寺堡区是全国最大的易地生

态移民集中安置区，居住着 20多万来

自西海固的搬迁群众。在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的路上，人们干劲儿十足。

“最近黑红仔猪供不应求，一定

要瞅准时机出手。养得好是前提，把

握市场行情更关键。”讲起她的“致富

经”，陈丽娜满面红光。2013 年起，这

对夫妻先后成立养殖种植合作社。

2024 年，家庭年收入已达百万元，还

带动当地 20 余户脱贫户户均年增收

约 7000 元。回顾这些年，夫妻俩很感

慨，小家的日渐殷实源自国家对脱贫

地区发展的支持。

“忙”的劲头，让越来越多移民群

众开辟出更宽阔的赛道。

“大家点 1号链接，枸杞原浆新春

特惠，现在下单今天就发货……”返乡

创业大学生王生宝的电商直播间元旦

“不打烊”，一会儿工夫几十箱农特产

品销售一空。

深耕家乡特产，搭上电商快车。

2024 年，王生宝的公司在电商平台开

设枸杞产品旗舰店，5 个月销售额就

破千万元，目前建成自有生产线年产

值可达 4000多万元。

直播间忙，快递站点更忙。

“高峰期平均每天约有一万件快

递。”中通快递红寺堡区负责人王琴说。

从乡村快递员到县城站点负责

人，王琴干快递 10年了。她透过电商

见证了移民区的日新月异：从实体店

到网店，再到网红店；快递品类从廉

价日用品，到水果海鲜、品牌服装、家

具家电……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获得

感幸福感更强。

乡村全面振兴，体现在每个小家

的兴旺上。10 年间，王琴把 5 个孩子

都培养成大学生。“去年快递站点开票

额达 200万元，在贴息贷款支持下，我

们扩建了 400平方米的库房，新一年还

计划上快递自动分拣设备和无人车。”

“过个忙年好啊，看着日子蒸蒸

日上，心里很踏实。”她说。

【记者手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 把 乡 村 振 兴 的 美 好 蓝 图 变 为 现

实”。在各类帮扶政策支持下，脱贫

地区群众勇于拥抱新事物，奔跑在通

向共同富裕的大道上。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和新年新面貌的期许，转化为干

事创业的决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群

众在奋斗中腰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

越红火。

新年伊始，贵州省黔西市新仁苗

族乡化屋村江畔码头广场上十分

热闹。

身着苗族服饰，手举板凳起舞，

村民们正在排练“板凳舞”，准备迎接

八方游客。

地处乌江上游的化屋村原名“化

屋基”，苗语意为“悬崖下的村寨”，曾

是封闭偏远的深度贫困村。2019年整

村脱贫后，村里建设持续向现代化人

居环境迈进。

蜿蜒的盘山公路绕过 28道弯，山

脚下的化屋村仿佛嵌在山水画中——

道路宽敞、院落整洁、绿化装点、别有

意趣。

“2024年，我们改造庭院 69户，修

建了沿江步道，投放了约百台共享电动

车。赶在春节前，还有一批民宿将开

业。”驻村第一书记聂玉林自豪地说，

“村里建设好了，村民的腰包也鼓了，现

在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 3万元。”

围坐在村便民服务中心的电暖

器前，干群一起谋划化屋村的新年发

展：“马上到春节假期，游客要来了，

山顶的停车场要抓紧维修升级，露营

基地二期也在征地协调……”驻村干

部杨国奇和乡亲们你一言我一语，细

致讨论着各项待完善事宜。

化屋村是典型的苗族聚居村，立

足民族文化优势，村里开办多间苗绣工

坊、生产车间，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

苗绣非遗传承人杨艳看好化屋村

的发展返乡创业。“现在村里的条件好

了，水电路网硬件设施和城市里一样，

老人就医、小孩上学等软件服务也能

保障，创业有政策支持，生活充实幸

福。”她说，苗绣已从单一的绣片向服

饰箱包、品牌文创等多元产品发展。

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要塑形

更要铸魂。

漫步村中，“十要十不准”的村规

民约张贴在显眼位置。走进化屋村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记者从计划表上看

到，几乎每月都有“文明礼仪宣讲”

“健康知识普及”等活动。

“现在过年，喝酒打牌的人很少，

大家都要忙着挣钱嘞！”村民赵银凤

笑得开怀。乡亲们相信，化屋村的明

天会更好。

【记者手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扎实推进乡村建设，繁荣乡村文化，

推进移风易俗，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

村。”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村容村

貌持续改善，催生乡村精神风貌的嬗

变。村超、村 BA、村晚……不仅是村

民的“乐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路子”。找对“路子”，小村庄亦能有

大作为。如此，乡村颜值更“靓”，乡

风文明更“新”，这是乡村全面振兴的

题中之义。

“美”：乡风村貌美美与共

“忙”：获得感幸福感更强

“实”：新产业新业态走深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