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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思维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扫描二维码阅
读《新黔中行·村
寨采风》专题报道

编者的话

“ 穷 则 变 ， 变 则 通 ， 通 则 久 。”《周
易》 中的这句话，道出了事物恒变的朴素
唯物主义思想。时代不会停下它革新的步
伐，新旧更替，一切事物都处在不停息的
运动变化发展之中。乡村振兴同样也置身
于恒与变的辩证场域之中，如何抓住时代
变化，在坚守中创新、在创新中突围是乡
村振兴中产业发展的重要方法论之一。

积极顺应市场、涌入时代大流是黄林
的 产 业 价 值 公 式 。 在 《修 文 县 平 滩 村 ：

“贵长”往事》 一文中，黄林接下了父亲
黄国祥培育多年的猕猴桃园区，在原基础
上找准销售渠道、调整发展模式，在产业
即将老化之前实现“阶段性重塑”。行于
坚守，成于创新，父子俩的不懈接力，敢
于求新的选择为“贵长”猕猴桃开启了更
为广阔的可能性。

在坚守中突破，在突破中创新，在创
新中发展也是郭修国的定位和选择。在

《清镇市鸭池河村：从传统酥李到“国色
天香”果》 一文中，村支书郭修国在家乡
酥李产业发展遇阻时及时引入新鲜血液，
更新产品品种，利用产业优势重构本土化
品牌。“破”是为了更好地“立”，郭修国
把坚守与求新视为“矛盾统一体”，在困
局中捕捉机遇，勇于攻坚克难、积极主动
作为，让“旧”与“新”在再创造中达到
某种平衡关系，赢得了发展的主动。

求新是一种勇气，改变有可能失败，
但勇于改变，会拥抱更丰厚的人生。在

《花 溪 区 打 通 村 ： 花 小 莓 成 长 记》 一 文
里，村支书熊庆果就是那个勇于改变的
人。如何在草莓果农如繁星般之多的花溪
区拓展出新的市场，熊庆果把路径转向

“产品差异化”模式上，坚持培育种植有
机草莓，建立起属于打通村的产业优势。
在经历挫折与失败后，持之以恒的坚守让
熊庆果赢得这一场产业转型的“战役”，
也让他在带领家乡发展这条路上收获了更
多别样的人生感悟。

求新是打破已知、进入未知，但并不
是没有根基的、单纯天马行空的想象。所
谓“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也”，步步扎
实才能把握未来，筑牢根基才能行稳致
远。黄林、郭修国、熊庆果等乡村建设者
的“求新精神”建立于立足当下、踏实坚
守的基础上，他们用时间和实践印证了自
己的选择，让“传统产业”与“新兴模
式”完成使命交换、科学融合，在顺势而
为中实现动能转换。这是对立统一的辩证
法，也是方法论。

—— 向秋樾

驾车从贵安大道转入康打路，
过了汇入阿哈湖水库的游鱼河，快
要抵达打通村时，眼前豁然开朗。
河边的平地上铺满温室大棚，整整
齐齐连成白茫茫一片。这样的场景
在花溪区很多地方都能见到。通常
路 边 还 有 三 五 商 贩 ， 搭 起 红 色 伞
篷，摆上一排红色的塑料篮子，每
个篮子里都堆满红艳艳的草莓。这
是冬季到春季期间，花溪区最常见
的场景。

到 了 久 安 乡 打 通 村 村 委 会 附
近，花小莓就立在路边。她顶着红
红的小脸儿，眯起眼睛舔嘴唇，一
只手抱着草莓，另一只手伸出大拇
指，仿佛在向路人夸赞手里的美味。

花小莓当然不是一个人。这个
印在标志牌上的粉色卡通形象像个
好客的小馋猫，立在路边吸引人们
的注意。标志牌上还有一排小字：
花溪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显然，
花 小 莓 是 整 个 花 溪 草 莓 公 用 的 名
字。而我所来到的打通村，可以算
是花小莓生长规模最大的地方之一。

在打通村村委会，村支书熊庆
果热情地将我引上二楼的办公室。
如果不是 2016年时被久安乡党委政
府“请”来救急，熊庆果或许从未
想过自己会成为一名村干部。虽然
挂职副支书不拿一分钱的工资，也

没有人向他施加压力，但上任后的
熊庆果心里仍有些忐忑，他想要干
点什么。出于过去在煤厂工作积累
的经验，熊庆果决定先建设一些大
棚，再慢慢考虑种什么的问题。

一 年 很 快 过 去 ， 大 棚 已 经 建
好，熊庆果挂职期满，又被正式推
选为村副支书。为了利用好那些大
棚，他思考再三，联系上在外做生
意的堂哥熊庆祥，打算请这位学农
技出身的老哥出山，帮忙渡过这艰
险的一关。在外打拼多年的熊庆祥
已不年轻，也有回乡的想法，便欣
然答应了熊庆果的邀请，接手了这
20多亩土地。

“种草莓啊！花溪草莓这么出
名。”环顾四周早已被绿树覆盖的山
林，以及那一湾清澈的游鱼河，熊
庆祥心里早已有了谱。

种什么的问题迎刃而解。此时
已是 2017 年的 11 月，想要抓住机
会，这两兄弟必须马上动起来。熊
庆祥从山东买来红颜草莓的秧苗，
虽然下种的最佳季节早已过去，但
他早已急不可耐，连日将秧苗种进
大 棚 内 。 为 了 让 这 些 幼 苗 尽 快 生
长，他又给每一株苗下都盖上厚厚
一层鸡粪，前前后后花了 18 万元。
可过了一个月，原本健康的秧苗却
陆续枯萎，最终全军覆没。看着 10

亩地的秧苗无一存活，熊庆祥和熊
庆果两人内心极为崩溃。问题到底
出在哪里？

熊庆祥上网查资料、翻书学技
术，又在周边种植草莓的老农那里
多番打听，最终得出一个答案：“你
心太‘厚’了，人家的草莓都开始结果
了，你才开始种，品种也不适合。
再说，幼苗哪里经得住这么多鸡粪
烧哦！”熊庆祥恍然大悟。他明白尽
信书不如无书，便虚心向果农们求
教。那年春天，他总是手里提着两
瓶酒出现在各个草莓园里，找到经
验丰富的老农人，便寻机会请人吃
饭、喝酒，由此淘到了不少经验。

2018年夏天，信心满满的他又
买来幼苗，悉数种进大棚之中，果
然迎来丰收。不过，花溪草莓的市
场已经趋于饱和，熊庆祥想搞点特
别的东西。听说有机农产品的市场
价比普通农产品高出许多倍，他来
了兴趣。

打 通 村 作 为 阿 哈 湖 水 源 保 护
区，无论是土壤还是水源都未受到
严重污染，适宜有机农产品种植，
熊庆祥想试试有机草莓。他通过种
种渠道学来有机种植技术，不再用
任何化肥和农药，改用生物制剂防
治病虫害，精心管护提高果苗本身
的抵抗力。为了节约成本，他又学

到自制酵素的方法，用头一年的次
果制作酵素当作有机肥料。

2019年，这场不惜成本的试验
最终迎来了熊庆祥所期待的结果，
他获得了北京科环认证公司颁发的

“有机转换认证证书”，2年之后，有
机认证证书便能交到他的手中。

捧着这得来不易的“有机转换
认证证书”，熊庆祥和熊庆果的激动
之情难以言表。这可以说是一把开
拓市场的利器。不久之后，贵阳的
盒马鲜生超市里，熊庆祥种植的有
机草莓被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售价
不菲，却供不应求。

2019年的成功给了熊庆祥极大
的底气，他一口气流转了 100 多亩
土地，按照自己摸索出的方法，广
泛铺开有机草莓的种植。熊庆祥对
有机草莓的执着，引起了花溪区的
关注。2020年，花溪区农业农村局
草莓产业专班提出 《花溪区草莓产
业提升工程》，考虑到过去几十年
里，区里农户们各自为政，品质参
差不齐等问题，便提出打造一个花
溪 草 莓 的 公 共 品 牌 ， 并 成 立 合 作
社，将优质农户吸引进来，整体提
升花溪草莓的品质。而在当地第一
个取得有机认证的熊庆祥，自然成
了挑大梁的人。当年 12 月 12 日，

“花小莓”的名字正式与公众见面，

而熊庆祥也被推选为花溪区明珠草
莓产业合作社社长。

同时，熊庆果也在去往云南曲
靖等地考察学习规模化发展模式后
迎来了新的机遇。2021年，贵阳城
南 投 资 开 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投
资，计划在久安乡发展 500亩有机草
莓种植，打通村当然是这有机草莓
种植基地的核心区域。

草莓基地的大面积铺开，也为
打通村带来了更多变化。在贵阳市
政法委工作的佘传金来到这里任驻
村第一书记后，为村里带来了不少
改造项目，路灯、党建宣传栏等一
一落成。“到了晚上，那片山上的寨
子全都亮起灯，从这里看过去就像
一颗金色发光的明珠。”熊庆果指向
窗外说。

采访时已是草莓陆续上市的季
节。相比起那些喧闹的草莓园，这
片基地显得尤为安静。这里的草莓
仍在不紧不慢地生长，有的已经率
先染上红色，有的才刚刚冒出一点
青涩的小果子，熊庆祥说，这里的
草莓大概在 12 月底才会迎来丰产，
可以陆续采摘至第二年 4月份。“有
机的是会长得慢些，不过值得等。”
他像在介绍一个天赋颇高但生长缓
慢的小孩一样，语气里竟透出一丝
爱怜。

花溪区打通村：花小莓成长记

听说新店镇鸭池河村种了不少
冬豌豆，我执意要去看看。不过，
坐在村委会办公室时，村支书郭修
国却用了大半时间讲起了鸭池河酥
李的前世今生。

“可以说，这是一场改变鸭池河
酥李命运的战斗。”在整场对话中，
他不只一次如此慷慨激昂地说。或
许对于整个鸭池河村的村民而言，
没有什么产业能像酥李一样让他们
念 念 不 忘 。 毕 竟 ， 这 曾 经 是 他 们

“救命”的产业。
郭修国过去常与别人开玩笑，

称自己住在贵阳“市尾”。鸭池河村
处在贵阳与黔西交界的位置，与黔
西大关镇丘林村仅隔了一条河。虽
然被戏称为“市尾”，但在 20世纪七
八十年代，这里却从未有人离开村
庄外出打工。因为鸭池河有丰富的
煤矿资源，这是大部分村民的生活
来源，郭修国也不例外，一直靠在
外运贩煤炭为生。可是，到了 1994
年，当地开始实行煤炭行业关井压
产，许多小煤窑被关闭，曾经靠开
采、销售煤炭为生的鸭池河人也一
时间失去了生活来源。好在鸭池河
除了煤炭之外，还有另外一张“王
牌”——鸭池河酥李。无法在煤窑
工作的人们开始开垦农田，种上了
广受贵阳市民欢迎的果子。

鸭池河谷的海拔有 800多米，河
水与峡谷形成了温润的低热河谷气
候，为身处其中的鸭池河村营造了绝
佳的果蔬种植环境。这里的蔬菜相
较于其他地方成熟更快，酥李作为当
地的特色水果，自然也生长旺盛。

没有离开村子的人们想尽办法
保持自己的生活质量，而更多年轻
人则选择外出务工，常年在外的郭
修国也一直没有回乡的想法。直到
2014年，鸭池河村与另一个村合并
为一个大村，名字虽然没有变，但
人口却翻了两倍，问题自然也多了
起来。郭修国此时已小有成就，对
村里的事也颇为热心，新店镇的相
关领导便游说他回村竞选，参与到
村里的管理中。

郭修国没有过多犹豫，欣然回
到了鸭池河。很快，他便意识到，
村集体经济薄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郭修国沿着村里的泥巴路，走
过那座横架在鸭池河上的大桥，到
了对岸黔西的地界，独自沿着山路
向上攀爬，走上那个能够俯瞰整个
鸭池河村的高点。在环生的杂草和
枯树中间，郭修国遥望着生养自己
的村庄。这里处处皆是美景，处处
皆是商机，可没有一处是属于鸭池
河村这个大集体的。村集体薄弱，
村里的硬件设施就无法完善，当务

之急，必然是要找一个突破口。
一个人的能量是微薄的，这是

郭修国在外闯荡多年深信不疑的经
验。他打算将在外闯出一番名堂的
村民聚在一起，为村里建言献策，
甚至提供直接的帮扶。他刚当上村
干部的那一年，便趁着过年时，邀
请回乡的能人们一起吃饭。席间，
郭修国谈起对鸭池河村的忧虑，也
提到新引进的项目，在外见过世面
的生意人明白了他的苦心，也都毫
无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这样的聚会成了常态，每到逢
年过节、人们集体回乡时，郭修国
便以私人名义邀请大家聚会，吃饭
是次要的，抓住最新的讯息和观念
才是郭修国的目的。但是，2018年
的那次聚会有些不同，郭修国至今
想起来都觉得脸红。那时，市委组
织部等单位提供帮扶，给村里修了
一 栋 新 的 办 公 楼 ， 却 因 村 集 体 缺
钱，无法置办办公用品，郭修国只
好厚着脸皮向在外开办企业的老乡
们开了口。

那顿自己邀请的饭局，让郭修国
如坐针毡，当他说出请人帮忙捐赠桌
椅、电脑等办公设备时，脸红到了脖
子根。不过，与他有多年交道的村民
们并不觉得这是什么天大的事情，纷
纷欣然应允。那时，郭修国的内心除

了感激，更狠狠地对自己下了一个命
令：村干部不仅仅是为村民们开证
明、盖章的“工具人”，更重要的任
务是要将村集体搞起来。

机遇很快到来。2021年，清镇
市产投公司带来了冬豌豆的蔬菜种
植项目，市里也引荐了一种新的酥
李品种。

此时的郭修国，正在为鸭池河
酥李的减产问题发愁。气候变化让
传统的酥李生长出现了问题，温度
升高、湿度增加，让即将成熟的酥
李由于水分过于充足又经历暴晒之
后 纷 纷 裂 开 ， 成 了 卖 不 出 去 的 果
子。人们急需品种改良，而来自于
日本的“国色天香”到来了。

由贵州省清镇市城市建设投资
有限公司与贵州大界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组建的贵州智联农业科技
发展有限公司，从 2017 年成立以
来 ， 一 直 着 力 于 精 品 瓜 果 蔬 菜 种
植 ， 他 们 在 红 枫 湖 等 地 的 水 果 基
地，成功种植了不少品质和价格均
十分喜人的水果。而此次进入鸭池
河，他们带来了同样市价不菲的李
子，负责技术和销售，由鸭池河村
的村集体与他们展开合作。

郭修国将这次品种的更新换代
视作一场“战役”。他心里非常清
楚 ， 要 让 村 民 们 彻 底 放 弃 传 统 酥

李，转而花上两三年时间等待一个
新 品 种 的 成 果 ， 几 乎 是 不 可 能 的
事 ， 唯 有 让 村 集 体 先 来 尝 尝 这 个

“螃蟹”，才有足够的说服力。
由智联农业公司提供技术支撑

和果苗，郭修国拿出了 30亩土地展
开试验。他比之前种植冬豌豆时更
加忙碌，常常蹲在地里守着工人们
对付河边那片并不算特别宽广的土
地，有时连午饭也顾不上吃一口。
历 经 一 番 奋 战 ， 在 我 们 到 来 的 那
天，30亩试验田已经根据技术人员
的标准起垄完毕，等待着果苗入场。

短短的一个多小时，郭修国已
经挂断了好几个电话。见聊天已近
尾声，他似乎暗暗松了口气，迫不
及待地要奔向正在作业的“国色天
香”试验地。

沿着河边宽敞的公路行驶不到 5
分钟，那片建在岸边的试验地出现在
我们眼前。被翻松的泥土，一垄垄均
匀地铺开，间隔着同样的宽度，呈现
出新鲜的色泽。几位村民顶着中午
的阳光仍在劳作，见郭修国急匆匆地
赶来，便都停下了手里的活路，抬起
头来望向他。郭修国几步跨下土坎，
站在试验地边上，环顾一番，喃喃道：

“漂亮，真是漂亮。”他又和工人们聊
了起来，语速极快，眉飞色舞，全然忘
记了我们的存在。

清镇市鸭池河村：从传统酥李到“国色天香”果

顺着公路盘山而上，进入谷堡
镇地界后，山上的景象变得独特而
壮观。青山之上，一个个白色 T型水
泥架整齐排列，从山脚一直延伸到
半山腰，巧妙地连成一片看似无穷
无尽的几何图形。

这 是 修 文 县 猕 猴 桃 核 心 种 植
区，我们在一处基地见到了宏夏猕
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黄
林。

“要谈猕猴桃，还得问我父亲。
他是修文最早种植‘贵长’品种的
人，我只不过是在他干不动的时候
承接了他的事业而已。”在黄林的介
绍下，他的父亲黄国祥揭开了“贵
长”猕猴桃的往事。

20世纪 90年代初，黄国祥听说
离这里不远的上硐村搞了个联户农
场，种的猕猴桃能卖到 8 元钱一公
斤，这个价格让他差点惊掉下巴。
他和几位志同道合的村民商量，联
合起来租赁土地搞一个园艺场，就
种猕猴桃。他们四处考察，最终在
长顺县的一个地方找到人工培育的
一个品种，便果断引进了一批回村
种植。

为了带动村民种植，黄国祥和
几位合伙人在租赁的 100 多亩土地
上 开 展 起 了 实 验 。 到 了 第 二 年 开
春，黄国祥等人大着胆子向农业银
行 贷 款 ， 用 于 猕 猴 桃 的 种 植 和 管

护。农业银行的人来看过之后，在
县里的指导下批了 80 多万元的款
项，黄国祥等人总算可以大展拳脚。

2年挂果，3年丰产，黄国祥等
人在实验的多个品种中，最终挑选
出 当 初 从 长 顺 附 近 购 来 的 优 良 品
种。这一品种耐储藏、口感好、抗
病能力强，且产量稳定，黄国祥等
人联想到这一品种的来历，便将其
命名为“贵长”。

猕猴桃种植迅速扩展到 6000多
亩，但又因为销路单一导致滞销，
当地的猕猴桃种植盛况犹如昙花一
现 。 唯 独 黄 国 祥 没 有 放 弃 。 1998
年，园艺场散伙了，黄国祥分到一
股，有 100 多亩地，他精心伺候着
这些猕猴桃，静候时机到来。如此
反复到了 2008 年，黄国祥已 65 岁，
他不再担任村支书和村主任，却仍
旧放不下自己的 100多亩心血。

此时，已在外闯出一番名堂的
黄林回到老家。

黄林小时候性格顽劣，初中刚
毕业就闹着不再读书，早早地投奔
了在机关单位工作的舅舅。黄林在
舅舅的安排下找到一份工作，干了
没多久，便自己出来做生意，在社
会摸爬滚打 20 多年，总算小有成
就。2008年，贵州发生了一次罕见
的凝冻灾害，回到老家的黄林困在
山中，看着自己的父母，心里突然

升起一股酸楚。
过去，黄林的弟弟尚未外出工

作，还能帮着父母一起打理果园，
但如今，只剩老两口孤零零地守着
几十年的心血，终日劳作让本就年
迈的老人看起来更加苍老。“反正最
终都是要回老家的，不如现在就回
来。”此时的黄林刚到不惑之年，开
始能够理解父母操劳一生的苦心，
便下定决心不再外出。

栽树、修枝、打桩立 T型架，这
些粗活重活，过去黄林几乎没有干
过。咬牙坚持了半年，他逃也似的
又离开了老家。可逃避不是办法，
家总是要回的，再次见到父母时，
两张苍老的面孔和佝偻的身影让黄
林羞愧难当，他把心一横，最终还
是留在了老家。

2010年，黄林花了一万多元买
了一台“双排座”汽车，打算到贵
阳闯市场。他来到曾经居住过的新
天寨镇，这里住了一批三线建设时
从上海来的人，他们有消费能力，
也 愿 意 为 优 质 水 果 埋 单 ， 黄 林 相
信，一定能在那里卖个好价钱。果
然，猕猴桃在这里大受欢迎，不少
尝过黄林家果子的上海人还提出，
能否帮忙快递一些水果到上海亲戚
家。黄林当然不会错过这种拓宽销
路的机会，第一时间发了快递过去。

家里的猕猴桃越卖越好，这让

黄林来了兴趣。2011年，他成立了
宏夏猕猴桃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集结了村中几十户种植猕猴桃的农
户，计划在销售上下功夫，带动人
们 一 起 壮 大 这 项 产 业 。 到 了 2013
年，频繁往上海寄快递的黄林来了
新的灵感，他去了一趟上海，在那
里彻底拓宽了省外市场。

2014年，为了避开市场上的恶
性竞争，同时也紧跟时代的潮流，
黄 林 开 启 了 电 商 销 售 之 路 。 2015
年，他成立了果业公司和贵州维果
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6年，他
又去往新西兰考察，见识到了佳沛
果业的运营模式，将产品进行工厂
化的严格筛选后，按重量和品质进
行分级，并通过精美包装，进入水
果 连 锁 和 商 超 进 行 销 售 ， 这 样 一
来，“贵长”猕猴桃便不再是“大路
货”，而成了精品果。

不过，资本运营这条路对黄林
来说似乎有些崎岖。在果业公司成
立之时，黄林已是修文县猕猴桃种
植领域响当当的人物，盛名带来的
关注和各种合作，让只会实在做事
的 他 有 些 无 力 招 架 。 最 终 ， 2017
年，黄林决定退出公司，回到老家
安心经营合作社。

在当地，黄林做事实在是出了
名的。不仅对客户负责，对村里的
乡亲们他也同样热心。他帮资金困

难的生猪养殖户筹集过资金，也常
去看望村里的五保户，还带着单亲
父亲一起种植猕猴桃，令对方从根
本上改善了全家人的生活。他注册
了“贵尝”品牌，将其作为合作社
的 公 共 品 牌 ， 每 个 社 员 家 的 猕 猴
桃，只要符合标准都可以贴上这个
标 签 。 如 此 种 种 ， 不 一 而 足 。 当
然，这些善行为黄林积累了口碑，
也为他带来了新的机遇。

他与一位名叫雷刚的老客户合
作电商。2021年收果时，黄林找到
对方，提出销售方案。第一轮就销
售了 5000件猕猴桃。三五天后，雷
刚告诉黄林，果子反馈不错，可以
开始第二波销售了，“你准备好，想
想要发一万件还是两万件。”此时的
黄林已经将主动权都交给了雷刚，
喜滋滋地道：“你说了算！”

第二波销售 9500件，第三波销
售 2万件……在雷刚的电商销售下，
黄林连续多日总共卖出了 8万多单，
打快递单机器整日忙碌，几乎快要
冒烟。

黄林似乎显露出小小的得意，
略带神秘地对我说：“也不知道他哪
来这么大能耐，但他也不是什么人
都合作的。”坐在一旁的黄国祥似乎
将这句话听得很清晰，皱纹密布的
脸上浮出淡淡的笑容，好像还轻轻
地点了点头。

修文县平滩村：“贵长”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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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传统产业”与

“新兴模式”互换融合

黄林创立的“贵尝”品牌。

清镇市鸭池河村千亩高产果蔬示范基地。

熊庆祥 （左） 与熊庆果 （中）、佘传
金在查看草莓生长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