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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高气爽，正是肉牛养殖的黄
金期。在环江毛南族自治县下南乡
波川村东贵屯谭洪朗的牛栏里，十
几头香牛从栏杆间伸出脑袋悠闲地
吃着牧草，不时传来浑厚的“哞
哞”声。

谭洪朗很早就开始了自己的养
牛事业，受益于多年前的牛栏改造
项目，香牛活动空间得到增加，养
殖环境也得到了极大改善。

“现在我饲养了 13 头香牛，比
前两年翻了一倍，生活比以前更有
奔头了。”谭洪朗笑着说。

下南乡养牛历史悠久。近年
来，为推动下南乡香牛产业高质
量发展，下南乡党委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

族脱贫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出
台了 《下南乡香牛产业高质量发
展行动实施方案》，成立香牛产业
发展领导小组，大力发展特色香
牛支柱产业。

为改善传统养殖模式，下南乡
加大栏舍建设、良种引进、风险保
障等方面扶持力度。2023年全乡投
入 100 万元打造环江香牛庭院特色
养殖示范基地，改造升级牛栏牛舍
684 个，引导全乡家庭农场标准化
养殖。同时，充分发挥技术攻关优
势，指导专业合作社狠抓良种培
育。拨付 11.5万元引进 58头安格斯
良种母牛，加快对本地黄牛改良步
伐，提高香牛品质。

为了提升养殖户的养牛技术，

下南乡通过党建联建，组织中科院
专家、本地养牛大户、本土专家等
组 成 香 牛 产 业 发 展 “ 红 色 服 务
队”，将科学养牛知识带入农户家
中，提高饲养效益。2023年，累计
开展种养技术培训班 5 期，累计培
训 100 多人次，培育香牛技术人才
20多人。

“乡里会组织一些养殖技术方面
的培训，关于牧草管护、牛栏环境
管理、疫病防治等方面的知识对我
来说很有用。”玉环村谭江汇说。
他就是靠着养牛增收致富，现今还
养着近 30 头牛，日子也越过越红
火。

为畅通产业销售渠道，下南乡
在“引进来”和“走出去”上双向

发力。依托毛南族发祥地名片，建
成毛南民族文化产业园，打造毛南
族分龙节文化品牌，吸引八方来
客。2023年文旅带动香牛消费新增
销售额 500 万元左右，同比增长约
20.37%。同时，依托“中国菜牛之
乡”金牌子，组织养殖户党员代表
参加农产品交易会等推广活动，利
用春节召开在外乡贤、企业家代表
座谈会，为地方企业、养殖大户打
造更多的线下销售点牵线搭桥。

“我们目前的销路是不成问题
的，除了供应本地市场，我们也往
南宁等地销售，年销量可达 1200
头，一年算下来销售额约 1500 万
元。”环江毛南绿峯养殖合作社负
责人谭成语算了一笔账。

环江毛南绿峯养殖合作社位于
下南乡波川村，是该乡聚力打造的
香牛产业合作社之一。目前，该合
作社在南宁建立了 3 个下南香牛销
售门面，通过入驻超市、小区订
单、政企合作配送等渠道，推动下
南香牛走入外地消费者餐桌。

下南乡还以“党支部引领、合
作社示范、党员带头”发展模式，
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发展香牛养殖
500 余户。2023 年，在环江毛南族
自治县党委、政府指导下，下南乡
党委的统领下，下南乡香牛年出栏
量 5859头，产值近亿元，香牛产业
已成为全乡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的
支柱产业。

（韦丁丹 谭翠朴）

环江：做强“牛”产业 走出产业致富“牛”路子

立秋后，荔浦市修仁镇的修仁茶迎来了秋茶的采摘期。近日，记者
来到荔浦市修仁茶研发实验园。园内一排排整齐的茶树错落有致，嫩绿
的茶叶整齐铺开，茶园间散发出阵阵清香。工人身背竹篓，沿着一垄垄
茶树采摘着茶叶，一叶叶细芽随着灵巧的手指飞入背篓中。

据荔浦市修仁茶研发实验园的工作人员介绍，茶园采摘回的茶叶先
进行等级分类后洗净晾干，再经过旺火蒸青，手工揉捏、压模成饼，最
后焙火干燥。至此，一方浓缩地域文化的茶饼制作而成。

据《四库全书》记载，经蒸青、揉捏、焙火干燥制成的修仁茶，以口感清
甜醇厚而成为贡茶。多年来，荔浦市的修仁茶在传承挖掘开发中，不仅
逐渐恢复它原有的光环，还成为乡村振兴中助农增收的“致富叶”。

在修仁镇念村村婆村屯，邵进菊种有5亩修仁茶，今年春季已收获
了一批春茶。夏茶的采摘也为家里增添一笔收入。她说，在夏茶采收旺
季时，一天可以摘新鲜茶叶10斤左右，而春季她和家人制好的干茶叶以
120—150元/斤的价格，已销售了20多斤。

念村村委委员李玲告诉记者，修仁茶是当地的特色产业，不少村民
都种植修仁茶，并享受着将其变为“致富叶”的喜悦。这两年，在当地
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村民们发展修仁茶种植产业的热情越来越高。

据有关文献记载，唐宋时就有修仁茶。当时的广西茶以修仁县，也
就是今天荔浦市修仁镇的茶叶为佳，远近闻名。唐代的《茶经》有广西
茶的记载，而修仁茶的史料在广西茶叶史料中最为古老、丰富、突出，
是广西茶叶历史文化的代表，可见修仁茶有着悠久的历史。

如何发展修仁茶产业，让古老的茶产业“回春”，是当地政府一直
在思考的问题。修仁镇政府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近年来，该镇加强农
文旅融合，推动茶产品向茶产业跃升。荔浦把宋代贡茶修仁茶作为“文
化农业”的重点项目进行开发，成立了野生修仁茶树保护协会，划定10
万余亩野生修仁茶保护区；在大瑶山深处建设两个野生修仁茶原始生态
茶场，在黎村林场和桃树脚屯建设修仁茶科普园和示范园。

茶叶种出来了，怎么卖？该镇以《四库全书》历史文献为纽带，构
建修仁茶文化的“协作网”“朋友圈”。截至目前，该镇已与北京老舍文
艺基金会、中国民族商品交易会跨境电商专委会、海外仓全球拼购平台
进行战略合作，共同打造修仁茶文化保护与开发的大平台。

值得一提的是，依据《四库全书》中的历史资料，修仁镇还完成了
宋代修仁茶从瑶山深处采摘到运送京都的“茶船古道”勘探，修仁茶产
业正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利用的方向迈进。

据修仁镇政府工作人员介绍，今年荔浦修仁茶产量预计在 1.8吨左
右，且供不应求。随着修仁茶产业的发展，未来，修仁茶的香味将飘往
更远的地方。 （周俊远 文/图）

秋日时节，融水苗族自治县安太乡小桑苗寨梯田里的水稻陆续成熟，金黄飘香的稻
谷，与村居、道路、青山融为一体，绘就了一幅美丽的丰收画卷。

（龙林智 摄影报道）

眼下正是七彩椒采收的季节，金秀瑶族自治县大樟乡双化村黄卯屯村民种植的七彩椒
喜获丰收。双化村党总支部组建了一支助农采收志愿服务队，不少志愿者和种植户娴熟地
在采摘着成熟的七彩椒，一片繁忙景象。目前，双化村黄卯屯共有15户村民种植了50多
亩的七彩椒，采摘周期5个月，每年亩产可达3000多斤，七彩椒为每户村民平均增收约2
万余元，小小七彩椒点缀了村民的致富梦。如今，七彩椒种植已成为双化村的一项特色产
业，山地有效利用，村民收入增多，乡村振兴底色更浓。

（余 宇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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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进菊在进行茶叶蒸青。

融水：秋日梯田“丰”景如画

金秀：七彩椒点缀致富梦

▲“丰”景如画的安太乡小桑苗寨梯田。

▲志愿者在帮种植户采摘成熟的七彩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