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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鼎标与群众种植竹荪。

在融水苗族自治县四荣乡，有这样一位驻
村第一书记，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用汗水浇灌
希望，先后在三个村庄留下奋斗的足迹，他就
是韦鼎标。从江潭村到保合村，再到永靖村，
韦鼎标始终以坚毅和执着，投身乡村振兴事
业，用实际行动赢得了村民们的信赖与赞誉。

江潭村：夯实根基促发展

时间回溯到 2021 年，韦鼎标初到江潭
村。作为工作队员，他迅速进入角色，以饱满
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韦鼎标在江潭村工作
特别努力，特别扎实。” 江潭村党总支部副书
记欧仕军回忆道，“他不仅把帮扶联系的脱贫
户的事放在心上，还一心扑在产业发展上。”

为了巩固杉木、优质稻、土鸡养殖等传统
优势产业，韦鼎标走家串户，与村民们深入交
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困难。同时，他积极做
好村里的项目规划，尤其是产业路规划申报工
作。全村上报 6 条林道产业路，其中一条 3.5
公里林道产业路已完工。在江潭村的两年时间
里，韦鼎标把改善基础建设作为工作重点。他
协助完成了产业道路、河流治理、办公场馆、
公共场所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申报，新建了
江下至四坡屯级道路、加龙至滩头便民桥，还
对村、屯级道路进行了修复。

此外，他充分发挥后援单位县政协的资源
力量，为村里争取捐赠赞助、支部共建等。两
年多来，共为江潭村争取到各类捐赠赞助物资
30 多万元。“韦鼎标就像一颗‘螺丝钉’，哪
里需要就往哪里钻，为江潭村的发展立下了汗
马功劳。”村民们这样评价他。

保合村：攻坚克难焕活力

2023年5月，为改变保合村基层党组织软

弱涣散（后进）的困境，韦鼎标被组织派到保
合村，接过前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接力棒”。

“他工作非常扎实，也特别敬业！可惜在
我们村驻村时间太短，刚有起色就调离了，
真是我们村的‘重大’损失。”保合村党总支
部书记蓝广平言语中满是惋惜，“他组织我们
党员外出学党史，到进革命老区去接受教育
转变党员作风。还联系后援单位的领导到村
里给学员上党课，让支部建设和党员队伍面

貌焕然一新。”
初到保合村，韦鼎标就深入各个村屯走访

调研，了解村民的诉求。牛景屯村民罗元科对
此深有感触：“我们屯以前没有通水泥路，出
行特别不方便。韦书记来了之后，就和村支书
一起想办法，到乡到县争取项目，最后终于让
我们屯通上了硬化水泥路。”

除了改善基础设施，韦鼎标还积极为村里
争取资源。他找来资金赞助村里的篮球队外出

比赛，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凝聚人心。
2023年9月，也就是4个月之后，保合村

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的帽子，被顺利摘下。

永靖村：产业兴村绘新篇

连日来，粟家屯的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
象。在竹荪种植基地里，韦鼎标与20多名群
众一同忙碌，他们铺料成垄、喷水降温、放种
施肥、打泥覆盖，一刻不停。“我们引进公
司，种植竹荪27亩，还建设了冷冻等设施。”
韦鼎标说，“就是要以种植项目带动群众就
业，让大伙的钱包鼓起来。”

2023 年10月，担任永靖村驻村第一书记
后，韦鼎标始终将助农增收放在首位。他不
仅为村里带来了竹荪种植项目，还深知基础
设施建设对乡村发展的重要性。在县挂点领
导和县政协机关的支持下，永靖村发生了变
化：棚上屯、下大洲屯的巷道变得平坦整
洁，大力屯有了木材堆放场，桃江屯河道挡
土墙守护着村庄安全，水毁道路也得到及时
修复，总投入资金达 126 万元。项目的顺利
建设，也凝聚了人心。

永靖村是革命老区，韦鼎标充分利用这一
历史优势，积极争取资金，推动革命老区下大
洲农会遗址纪念馆主体工程建成。如今，他又
在为馆内布展及配套设施建设而努力。“我们
要让红色文化‘活’起来，让更多人了解永靖
村的历史，也为乡村旅游发展打下基础。” 韦
鼎标满怀憧憬地说道。在他的努力下，永靖村
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三个村的辛勤耕耘，让未来一幅幅美丽的
乡村振兴画卷徐徐展开，而韦鼎标仍携带着初
心使命，继续前行。

(廖子渊/文、图）

韦鼎标：三村耕耘写担当

近年来，龙胜各族自治县
以“科技+企业”双轮驱动，
创新“企地协同”联动机制，
通过标准化生产体系和智能养
殖技术应用，推动蛋鸭产业从
传统散养向集约化笼养、生态
化养殖的跃升。

步入15 万羽笼养蛋鸭生态
养殖场，鸭舍“改头换面”，3
万多羽蛋鸭早已住进了智能化
的“别墅”。一排排标准化、智
能化鸭舍在灯光的照射下整洁
明亮。笼中，蛋鸭正悠然自得
地啄食着由自动投喂系统精准
输送的饲料。一枚枚刚产下的
鸭蛋从高处的传送带上缓缓往
下流动，偌大的鸭舍里只有 4
位工人正熟练地将鸭蛋进行分
拣、打包、装箱。

养鸭变得如此省时省力，
全都得益于高科技。鸭舍内配
备的自动喂料、自动捡蛋、自
动刮粪还有自动上料等控制系
统，一改传统养鸭场给人留下
的脏乱差印象，为蛋鸭提供了
干净的生长环境的同时，也减
少了人力成本。15万羽笼养蛋
鸭生态养殖场负责人雷双辉
说：“管理31200羽蛋鸭只需要
4个工人。到目前为止，蛋鸭的
产蛋率达到了50% ，预计到下
个月中旬产蛋量可以达到 95%
左右，每天大概有1500至2000

公斤的产量。”
15 万羽笼养蛋鸭生态养殖

场的落户也给村集体经济发展
注入了强劲动力。据该县市场
投资经营有限公司副经理梁以
国介绍，一期投入 430 万元，
覆盖了马堤乡和瓢里镇，共 7
个村。“我们按投入 6%的分红
率分给村集体经济，给每个村
的 村 集 体 分 红 收 益 是 4.2 万
元。二期准备投入 630 万元，
包括江底乡、伟江乡、瓢里镇
的九个村，也是按照一期的分
红方式进行分红。”梁以国坦
言，当初启动项目时考虑到村
集体经济的收入比较分散，资
金难以整合，所以相关部门把
几个村的村集体经济资源整合
起来投到产业中去。

“二期、三期建成后可以解
决 当 地 20 到 30 个 的 就 业 岗
位。”记者从梁以国处获悉，项
目的运营优先雇佣当地脱贫户
和困难农户，按照当地工资
2500元每月来看，可为困难家
庭增收 3 万元以上。养殖场流
转土地也可为 12户以上农户增
加固定收益，每户每阶段租金
可达到 8000 至 30000 元。村集
体增收、村民致富，绿色环保
的养殖模式也成为联农带农、
加快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秦 榛 刘 胜/文、图）

龙胜：鸭子住上了“别墅”
▲员工正在打扫鸭舍。

眼下正值梅花鹿产仔高峰期，柳城县大埔镇六休村杨
柳屯的养殖户杨华比往常更加忙碌。他时刻紧盯怀孕母鹿
的饮食和活动状态。那些即将降生的小生命，每只在市场
上能卖到 7000 元至 8000 元，是他致富路上的希望。

时间回到 5 年前，杨华通过互联网发现了梅花鹿养
殖这一赚钱新门道。经过一番市场了解，他毅然投入 40
多万元，从吉林一次性购入 40 多只梅花鹿开启养殖之
路。然而，缺乏经验的他，在养殖过程中接连 “交学
费”。

梅花鹿的养殖相对粗放，只需投喂牧草、蔗叶、玉
米等食物。但梅花鹿生理结构特殊，有胆管却无胆囊，
生性敏感易受惊。刚到新环境，或是遭遇瓦片落地等声
响，它们就会惊慌失措，四处乱窜，甚至撞向门窗。这
几年，杨华的梅花鹿养殖场因受惊导致的损失就达 6
只。此外，梅花鹿产仔需人工助产，起初技术不熟练的
杨华，因操作不当致使母鹿难产死亡。

为攻克这些难题，杨华和妻子通过互联网与同行频繁
交流，分享养殖心得。在与前辈的互动中，他逐渐掌握养

殖技巧，从养殖 “新手” 成长为 “行家”。与此同时，杨
华也找到了一条打开销路的新路径 —— 新媒体运营。平
日里，杨华化身 “梅花鹿主播”，在 “一鹿有你（广西梅
花鹿）”“柳城县梅花鹿养殖基地” 等账号上，用镜头记
录梅花鹿的点滴日常。他会拍摄小鹿蹦跳着吃嫩绿牧草的
可爱模样，分享母鹿产仔时的紧张过程，还会展示自己修
剪鹿茸的专业手法。这些生动鲜活的画面，吸引了众多网
友关注。粉丝们不仅在评论区互动，还有不少人通过私信
向他咨询梅花鹿的养殖、购买等问题。

凭借这些真实有趣的内容，杨华的账号粉丝量逐步
攀升至近 14 万。去年，他通过新媒体平台成功售出 30
多头小鹿和约 40公斤鹿茸。通过互联网，杨华基本解决
了销路问题，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纷至沓来。

如今，杨华的养殖基地常年存栏量稳定在 130 头左
右。周边的村民看到杨华荷包日渐鼓起来，六休村及东
泉镇周边村屯的村民也纷纷加入养殖队伍，大家抱团发
展、资源共享，共同在梅花鹿养殖的道路上探索如何增
收致富。 (冯艳芳 韦晓平 蒙 焱周业雄/文、图)

柳城：养殖梅花鹿走上致富路

“再过几个月，大家可以开车来侗寨吃土鸡肉、羊
肉，可以观赏乡村美景，采摘野菜野果，体验真正的农家
生活。”对养殖场的发展前景，龙昌桃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龙昌桃是天峨县六排镇仁顶屯侗族群众。仁顶屯属
典型的石山地区，原居住着30多户侗族人家，随着经济
的发展，屯里群众陆续搬迁到附近的瑶里屯，到90年代
末，仁顶屯已空无一户，只留下几十栋孤零零的老房
子。与屯里其他人一样，高中毕业后，龙昌桃先后到湖
北等地务工。前两年，考虑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读书，
又回到瑶里屯，与家人一起从事传统的农业种植和黑山
羊养殖等产业，但由于受环境制约，发展受到影响，收
入不高。

为了维持家庭开支 ，一番思索，龙昌桃瞄上了已经荒
无人烟的仁顶屯老寨。随着交通的发展，仁顶屯老寨已经
通了宽阔的水泥路，交通便利，而原来父辈留下来的老
屋，稍微整理还可以居住，周边有山林，有草地，有耕
地，还有水源，很适合发展生态养殖。打定主意，去年10
月初，龙昌桃筹措经费，先是把有些破损的老屋重新修
葺，添置了必要的家具和炊具，然后买来了土鸡苗、黑山
羊和兔子，正式在老寨办起了家庭生态养殖场。

万事开头难，他一开始心有顾忌，土鸡等每个品种
不敢养得太多，为了节约养殖成本，龙昌桃和妻子还在
附近自留地里种植了10多亩红薯、旱藕等。随着养殖的
深入，他们一边学习一边实践。每天天一亮，他们就把
那些鸡、羊、兔赶到山上或荒地里，空闲的时候，用手
机在网上学习养殖技术，对一些常见的病症，自己对症
下药。原来抱着观望态度的不少亲戚朋友，看他踏踏实
实做事，也逐步理解和支持，抽空来帮忙修建羊圈等，
养殖场的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目前，土鸡已经发展到100
多只，黑山羊80多只，兔子60多只。寨子周边没有任何
环境污染，它们饮用山泉水，吃自然生长草料，并全部
实行放养，绿色生态，品质优良，吸引了不少人专程开
车到养殖场观看订购。

在仁顶老寨，不同的季节，山林里有乌苞、枇杷、
桃子等野果，还有竹笋、旱蕨、水芹等野菜。瞄准这些
独特的优势资源，龙昌桃心里有了更好的发展规划：下
一步，争取改善用水用电等条件，不断扩大养殖规模，
增加养殖品种，开设侗寨农家乐，让更多的人来观光旅
游的同时，吃上新鲜可口的农家菜，从而增加家庭养殖
场的经济收入。 （龙 平）

荒弃村寨的华丽变身

杨华在喂养梅花鹿杨华在喂养梅花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