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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报消息 （通讯员龚普
康、梁秀明） 7月18日，三江侗
族自治县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
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精神及上级重要
会议、文件精神，传达学习自
治区副主席，市委书记谭丕创
到三江调研时的工作要求，并
研究部署乡村振兴等重点工
作。

县委书记贺莹主持会议并
讲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石祖
芝等县四家班子领导参加会

议。
会议强调，全县上下要扎

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守牢防
返贫致贫底线，着力健全动态
监测帮扶长效机制，持续提升
脱贫地区公共服务水平，不断
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
动力和发展能力；要突出就业
优先导向，持续强化职业技能
培训，打通用工信息壁垒，促
进易地搬迁群众就近灵活就
业；要同步完善社区治理与服
务体系，推动产业配套、公共

服务和社会融入协同发力，让
易地搬迁群众有就业、有收
入，听党话、感党恩、跟党
走；要聚焦特色产业升级，夯
实县域振兴根基，聚力稳住一
产、抓好二产、做强三产，围
绕大健康医药产业、茶产业发
展、以竹代塑产业、低空经济
产业、品牌建设、文旅事业等
六个专班工作，以招商引资为
抓手，以项目落地为引擎，全
力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
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会议要求，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以更高思想高度想问题、
作谋划、抓工作，以更大力度
推动向海图强，立足资源禀赋
和特色产业优势，找准政策切
入点，学会借梯登高、借鸡生
蛋，与头部企业开展合作，鼓
励引导本地企业积极开拓国内
国际市场，通过举办或参加国
内国际大型宣传推介活动，让
更多“三江好物”走向国际市
场，助力特色产业持续发展壮
大；要全面从严管党治警，深

入推进政法机关政治建设、作
风建设、能力建设，锻造一支
敢作善为的政法铁军，为维护
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和人民群
众幸福生活提供坚强保障；要
压实责任明思路，选优配强提
成效，强化督导促转化，进一
步推进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工
作，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
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以
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
为建设宜居宜业宜游和美新三
江提供坚强保障。

7月 16日，笔者走进林溪
镇茶溪村，看到无人机穿梭于
豇豆基地上空，将饱满鲜翠的
豆角吊运到山下，满载豆角的
小卡车开往酸豆角腌制车间，
村民们忙着将鲜豆角集中腌
制，为柳州螺蛳粉产业链供应
生态食材。

2025年初，依托三江招商
引资项目支持，茶溪村盘活村
中闲置土地，以“公司+合作
社+基地+订单”模式，成立了
三江茶美农业专业合作社，大
力发展豇豆种植加工产业。全
村种植优质豇豆 140余亩，日
产鲜豆角 5吨以上，并通过无
人机运送到山下，将鲜豆角运

往加工车间腌制成酸豆角，供
应柳州螺蛳粉产业链。此举带
动了 70 余名村民在家门口就
业增收，闯出一条产业富民的
新路子。

清晨，薄雾轻笼，鲜翠豆
角在晨风中轻轻摇曳，饱满
豆荚藏着丰收的喜悦。当第
一缕阳光洒向田野，村民们
迫 不 及 待 地 走 进 豆 角 基 地 ，
指尖在豆藤间翻飞，将鲜豆
角成串扎紧，整齐堆放到吊
袋 里 ， 等 待 无 人 机 前 往 吊
运。村民向造留说：“我们早
上 5点多就上山采摘豆角，手
工摘豆每斤计价 0.3 元，多劳
多得，每天最低工资 120 元，

大家的干劲都很足。”
不 同 于 传 统 运 输 方 式 ，

三江茶美农业专业合作社把
“ 天 空 ” 变 成 新 通 道 ， 无 人
机腾空而起，载着装满豆角
的袋子稳稳飞向山下，轰鸣
声中，是科技与农业碰撞的
活力。这一创新，让“低空
经 济 ” 在 茶 溪 村 落 地 生 金 ，
不仅节省人力运输成本，更
让 鲜 豆 角 以 最 快 速 度 “ 奔
赴”加工车间。该合作社负
责 人 吴 勇 锋 说 ：“ 以 前 人 工
挑担下山，一趟最多能挑 100
斤，最快需要 1小时，现在用
无人机吊运，1分多钟就能运
送 140 斤以上，省时省力又高

效。”
在合作社的加工车间里，

另一番热闹景象同步上演。卸
车、称重、码堆、撒盐……村
民们分工有序，将鲜豆角集中
腌制成酸豆角。待腌制成熟后
送往柳州，成为柳州螺蛳粉里
不可或缺的“灵魂配角”，让
深山豆角从田间鲜货变成“网
红食材”。

从闲置土地到豇豆基地，
从田间到车间，从人力挑运到
无人机吊运，茶溪村的产业变
革，是一场敢想敢干的探索。

“合作社牵头、订单保底、科
技赋能”的“三位一体”模
式，让土地活起来、村民忙起

来、钱包鼓起来。该村党总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通情笑
言：“以前土地荒着心里慌，
现在豇豆基地、腌酸车间都忙
起来，村民的日子也越来越有
奔头！”

如今，茶溪村的豇豆产业
正以“低空经济”为翼，在乡
村振兴的蓝天里振翅翱翔，这
串“会飞的豆角”，不仅串起
产业创新的密码，更串起村民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奋力书写
科技赋能农业、产业带动增收
的生动答卷。

本报通讯员
龚普康 伍文婷 梁秀明

日报消息 （通讯员龚普康、莫
江泉） 7 月 19 日，南宁师范大学广
西传统工艺研究院“木构工艺研究
所”及“木构营造技艺实践基地”
落户三江侗族自治县生态产业园云
雍集团，为侗族木构建筑营造技艺
传承发展注入强劲的学术动能与产
业活力。

南宁师范大学副校长卢远、广
西传统工艺研究院院长王宪玲，三
江侗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石祖
芝、副县长吴明焕等参加揭牌仪式
及三江木构建筑产业发展座谈会。

座谈会上，云雍集团董事长杨
秀云介绍三江木构建筑产业发展基
本情况，政府、高校、企业三方参
会人员围绕产业发展中的瓶颈问
题、创新路径、合作方向等内容积
极建言献策。

卢远表示，广西传统工艺研究
院木构工艺研究所及实践基地落户
三江，标志着三江木构建筑产业迈
入产学研深度融合新阶段。南宁师
范大学将依托平台优势，着力在人
才培育上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设
高校课堂，推动侗乡非遗走进南宁
市中小学校园；在研学创新上设计
融合物理力学、生态美学的研学课
程，开发木构主题文创产品；在科
研赋能上联合申报国家级课题，孵
化具有“三江 IP”的科研与产业项
目，推动侗乡非遗走出大山，携手
构建产学研融合新生态。

石祖芝表示，三江侗族木构建
筑营造技艺历史悠久、工艺精湛、
文化价值与产业潜力深厚。云雍集
团作为军创企业和产业龙头，要借
势深化“匠心+创新”双轮驱动，着
力完善实践基地课程设计与服务配
套，推动木构建筑产业高端化、品
牌化发展。各有关部门要精准研究
政策、破解企业难题，全力服务产
业升级，促进木构建筑产业向绿色
化、智能化、产业化跃升，为推动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

三江侗族自治县召开县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乡村振兴等重点工作

稳住一产 抓好二产 做强三产

盛夏的独峒镇岜团村，古朴的风雨桥横卧碧波，茶
园葱郁，小黄牛悠然，一幅生态美、产业兴、民风淳的
画卷生动铺展。这个偏远的侗族村寨，如今已荣膺“第
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岜团侗寨・水上斗牛”文旅
品牌声名远扬，村民人均收入稳步提升……这一切凝聚
着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凌二十余载的深耕与
坚守。他带领村民探索出一条以文化为魂、治理为基、
产业为要的特色振兴之路。

挖掘文化根脉 传承侗款非遗
1999年王凌担任村支书，他带领群众系统挖掘整理

侗族讲款 （以下简称“侗款”） 历史文化遗产，推动非
遗活态传承，让古老侗款发展成为推动村寨精神文明建
设的鲜活载体。针对陈规陋习，他创新思路，将侗戏、
侗款与移风易俗紧密结合。经过三年坚持不懈努力，他
成功动员村民从 2005年起，每年 10月 2日定期举办“金
秋相聚岜团桥”传统文化旅游节。这一节庆活动集中展
示斗牛竞技、侗款讲习等特色活动，不仅有效守住了文
化根脉，更让沉寂的村寨重焕生机，村民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和参与热情空前高涨。如今，岜团村斗牛节和侗
款传承基地已成为展示民族文化魅力的重要窗口，赢得
游客广泛赞誉。

创新治理模式 涵养文明新风
在乡村治理实践中，王凌积极探索“侗款+红色基

因+现代治理”三维融合路径。他构建“党员+款师+寨
老”志愿服务体系，打造独具侗族特色的家风家训教育
阵地。通过推行“老侗款+村规民约”模式，将侗款中蕴
含的传统美德，成为村民共同遵守的村规民约条款，有
力倡导文明新风，有效摒弃人情攀比、铺张浪费等陈规
陋习。在他的推动下，村里成立村民议事会、红白理事
会等自治组织，使治理更加规范有序。岜团村经验辐射
带动独峒镇 15个村寨共同开展立家规、正家风活动，形
成显著的“三好家庭”建设示范效应。这一系列治理创
新举措有效提升村民的文明素养，村内邻里纠纷大幅减
少，2025年，岜团村荣获“第七届全国文明村镇”称号。

促进农文旅融合 提升乡村品牌
王凌致力于推动农业、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发展。

他充分利用岜团风雨桥、侗款文化、斗牛文化以及茶园、
油茶林、小黄牛养殖基地等特色农业资源，围绕牛、款、
寨、茶等主题，打造岜团金秋斗牛文化节、侗族讲款传承
基地、侗乡木构观光建筑群等融合性景点和活动。游客不
仅可以参观茶园、油茶林，了解茶叶和油茶的种植加工过
程，还可在养殖基地体验侗乡特色小黄牛养殖，感受侗族
建筑、讲款文化和斗牛活动的魅力。2023年，在粤桂协作
支持下，岜团村获得 1014万元资金，用于整村规划设计、
基础设施完善和环境整治，着力打造集农业生产、文化体
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乡村振兴示范点。如今，岜团村文
化旅游和特色产业已成为村民增收的重要支柱，真正实现
文化兴、产业旺、村民富。

从唤醒文化基因到革新乡村治理，从点燃产业引擎
到重塑侗寨荣光，二十余载躬耕，王凌这位乡村振兴的

“领头羊”，仍在新征程上奋力奔跑。
本报通讯员 莫江泉 覃方宇 石古盛

侗寨豇豆“飞”下山 村民增收笑开颜
——林溪镇茶溪村以科技赋能产业发展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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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余载勤耕耘
偏远侗寨换新颜

——记独峒镇岜团村党总支部书记
王凌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先进事迹

7 月 19 日晚，三江
侗族自治县举办 2025

年三江“村T”非遗盛典古宜
镇 六 甲 文 化 主 题 服 装 秀 活
动，该镇干部职工、非遗代

表性传承人及六甲文化爱好者同台
演绎，以六甲大声歌、六甲服饰走
秀、彩调、农具及非遗展示等丰富
形式，倾情展现六甲文化风采 （见
右图）。

据了解，三江六甲人是宋代南
迁至广西三江的汉族支系，因明清

“六甲”行政区划而得名，主要聚居
于古宜、斗江、程村、老堡等乡
镇。六甲文化兼具中原遗风与民族
融合特色，六甲刺绣、六甲山歌被

列入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是侗乡文旅的重要资源

和特色名片。
本报通讯员

龚普康 梁秀明 摄

7 月 19 日，三江侗族自治县
举办职工趣味运动会，来自全
县 48 支工会代表队的 720 名职
工齐聚县文体中心，同场比拼
快乐铅笔、车轮滚滚、旱地龙
舟、板鞋竞速、多向拔河等趣

味竞技项目 （见上图），充分展
现侗乡职工团结奋进、健康向
上的精神风貌，推动全民健身
事业向纵深发展。

本报通讯员
龙佳倩 梁秀明 摄

近日，骤雨初歇，三江侗
族自治县八江镇布央村仙人山
茶园宛如被打翻的调色盘。云
雾似轻纱漫过茶垄，光影在叶
尖跳跃，廊亭错落成诗，采茶
人影流动成韵，勾勒出一幅迷
人的诗意画卷（见下图）。

近年来，三江深耕茶文旅
深度融合新赛道，聚力将“茶

资源”转化为“茶经济”，全力
推 动 三 江 茶 产 业 走 上 规 模 高
效、生态多元、健康持续的发
展之路，全县 21.5 万亩生态茶
园成为侗乡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的“绿色银行”，为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本报通讯员 龚普康 摄

六甲文化魅力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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