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退伍军人刘

玉文从大同带着妻儿来到

山西省浑源县千佛岭乡温

庄村， 承包了 2000 亩荒山

进行治理。 他大力发展养

牛业， 先后建了 5 处养牛

场，现有繁殖母牛 537 头、

肉牛 600 余头。 他还在荒

山上种了黄芪。 致富后的

刘玉文不忘乡亲， 他成立

了浑源县月高鑫牧养殖专

业合作社，带领 21 个农户

发展养牛致富。

刘洪 摄

月亮山、雷公山腹地，都柳江畔，

坐落着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县———贵

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三都水族

自治县（以下简称三都县）。 作为滇黔

桂石漠化治理片区县、贵州省 14 个深

度贫困县之一的三都县， 其少数民族

人口占全县总人口的 97.4%， 水族人

口占总人口的 67%。 全国 63%以上的

水族人口聚居于此。

荣获“中国水晶葡萄之乡”“中国赛

马之乡”称号的三都县于 2020 年 3 月 3

日正式摘掉“贫困帽”，摆脱了水族群众

千百年来绝对贫困的生活情境。

四年多以来， 随着帮扶产业不断发

展， 三都县不断深化产业帮扶举措，带

动低收入群众稳定持续增收。 全县农村

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 2020 年的

12167 元提高到 2023 年的 15760 元。

调整一批

肉兔产业发展壮大

一排排整齐划一的兔舍， 配上自

动化的尿粪分离回收设备， 每排兔舍

旁都放置着专用饲料和帮助提升肉兔

生产舒适度的草料。

“这是刚出生的小肉兔，旁边的兔

子是它们的妈妈。 肉兔产业效益好，周

期短，每 42 天就能繁殖一次。 我们也

采取人工授精的方式， 帮助肉兔繁

殖。 ”在凤羽街道尧麓村三都县坤健农

业发展有限公司，今年 39 岁的肉兔养

殖大户石通燕说。

石通燕是远近闻名的养殖大户，

她和丈夫龙通文一起成立了公司，成

为肉兔养殖的带头人。 此前，凤羽街道

主要产业为竹鼠。 近年来，竹鼠产业已

不适合继续发展， 养殖竹鼠的场地便

陆续出现了闲置的情况。

经过县委、 县政府多次到凤羽街

道调研、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建议，最

终选定了周期短、 价值较高且有养殖

基础的肉兔产业。

为保障村民收入， 提升村集体经

济， 尧麓村率先开启肉兔产业发展的

探索。 为盘活资产闲置，2021 年，尧麓

村通过出租原竹鼠养殖场以及债权投

资 139.14 万元给尧麓村致富带头人石

通燕用于肉兔养殖。 她用这笔资金改

造养兔圈舍 8 栋，占地面积 1600 平方

米， 采购安装兔笼 170 组 、 输送带 8

条，采购种兔 1700 对、饲料 61.85 吨。

经过近三年的发展， 石通燕夫妇

的肉兔养殖基地已实现规模化、 产业

化、规范化发展。同时，在原来基础上，

石通燕夫妇还自行流转土地 30 余亩

用于肉兔养殖， 并且根据肉兔养殖需

要， 每年带动周边群众临时性务工 5

人次以上，工资按每天 120 元计算，每

月务工十几天， 每年带动群众增收共

计 8 万多元。

今年，石通燕夫妇自筹资金 50 万

元持续扩大养殖规模， 改造建设肉兔

养殖场约 800 平方米， 新增 3 条肉兔

养殖输送带及相关配套设施， 养殖兔

棚也将从 8 个扩大到 10 个。

盘活一批

肉鸡加工焕发生机

肉鸡产业是贵州省的特色产业。 近

年来，贵州省大力发展贵州绿色农特产

业，打造区域特色农产品品牌，打造出

了“羽出黔山”贵州生态禽省级公用品

牌。 三都县也利用这一公共品牌的优

势，盘活闲置资产，发展肉鸡产业。

为充分利用三都县 2020 年“一县

一业” 产业扶贫项目肉制品加工厂建

成的厂房、管理用房、停车场、室外附

属道路设施等资源， 盘活因非洲猪瘟

影响导致的项目闲置资产， 有效带动

县内家禽养殖产业全方面发展及群众

就业增收，2022 年 9 月，经充分调研论

证并报县委乡村振兴领导小组同意

后， 由三都县都柳江农业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县农投集团）在原有

扶贫项目建成的 3100 平方米厂房内

建设家禽集中屠宰加工厂。 家禽集中

屠宰加工厂项目建设争取到凤羽街道

债权投资 980 万元， 建成家禽屠宰生

产线一条 ，冷库 3100 立方米 ，引进省

内知名家禽企业贵州奇垦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贵州奇垦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进驻并注册成立贵州奇垦禽

类加工有限公司。 同年 10 月，家禽集

中屠宰生产线通过黔南州验收并成功

办理家禽屠宰 A 证并正式投产。

帮扶产业的发展必须立足群众利

益，结合增收抓发展。 经过盘活的肉鸡

产业， 县农投集团在运行过程中承接

其生产的白条鸡贵州代理销售， 并提

供活禽供应等合作业务， 同时稳固了

联动带农的效益。

提升一批

水晶葡萄助农增收

脱贫摘帽前的很长一段时间 ，三

都县的群众只能靠着“九山半水半分

田”的地形地貌，维持生计。 为填饱肚

子，当地群众将苞谷见缝插针地“点”

在山窝子里，不仅收效甚微，还造成了

土地石漠化。 后来，部分群众在房前屋

后和石缝山坡开始试种水晶葡萄。

在普安镇前进村的村口处， 立着

一块显著的招牌， 上面介绍着被誉为

“葡萄引进第一人”的前进村村民刘世

忠的葡萄故事。

20 世纪 80 年代 ， 一次偶然的机

会 ， 刘世忠在朋友的家乡看到水晶葡

萄， 于是便掐一棵枝条带回来栽种在自

家院子里。 几年后，水晶葡萄成功挂果，

为仅靠种粮勉强糊口的刘世忠一家带来

了增收。 从那时起， 在前进村便有越来

越多的农户开始种植水晶葡萄。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普安镇已经

发展山地水晶葡萄产业 6.8 万亩 ，实

现了除基本农田和原有山林以外的国

土面积全覆盖 ， 年产值在 2 . 9 亿元

以上。

2023 年， 三都县水晶葡萄实现总

产量 11.25 万吨，年产值首次突破 4 亿

元。 三都县如今已探索出“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农文旅融合”的发展路径，

水晶葡萄成熟上市时期举办葡萄节活

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游玩， 推动农文

旅融合，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今年， 三都县进一步提升对水晶

葡萄产业的支持力度。“每年水晶葡萄

临近收获期，由于含糖量提高，引来害

虫啃食， 喷施农药又间接影响葡萄上

市。 为有效解决水晶葡萄引诱害虫啃

食问题，提高成果率及品质，镇村两级

成立项目申报和建设工作小组， 积极

谋划水果套袋加工厂项目 ， 争取到

2024 年首批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

兴补助资金 70 万元，用于实施普安镇

前进村 2024 年水果套袋加工厂建设

项目。 工厂已于今年 5 月已经投产。 ”

前进村党支部书记王恩文告诉记者。

（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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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三都水族自治县发展帮扶产业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