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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实体  开辟致富路
全省村组活动场所建成后，各地结合实际探索管理使用方法，充分发挥活动场

所阵地作用，成立产业合作社等实体，使其成为村民小组凝聚人心、共谋发展，帮
助群众实现致富梦想的“宝地”，为脱贫攻坚注入了强劲动力。

合作社在活动场所安家

崭新的小楼、洁净的广场、

青翠的树木、迎风招展的国旗、

醒目的党组织标识……这是罗平县

鲁布革乡八大河村民小组活动场所

的新貌。八大河村民小组是鲁布革

乡易地扶贫安置点，随着活动场所

的建成和投入使用，这里的群众有

地方议事、学习和娱乐，而且该村

民小组还让合作社在活动场所“安

家”，使不少贫困户实现在家门口

脱贫致富。

“以前我们的刺绣作坊只是八

大河街上的一间小铺面，产品比较

单一。现在，我们有了宽敞漂亮的

办公场地、产品展示大厅等，这在

以前想都不敢想。”罗平文秀布依

刺绣产业合作社负责人李文秀高兴

地说，在各级的帮助下，村民小组

新建的活动场所辟出了一块场地，

让刺绣作坊有了新家。

“村民小组活动场所建成后，

我们就一直考虑如何发挥其功能。

最后我们想到结合脱贫攻坚工作，

在活动场所成立刺绣合作社，让合

作社带领建档立卡贫困户增收致

富，最终实现脱贫摘帽。”八大河

村党总支书记熊贵德说。

李文秀16岁就开始学习布依

族刺绣，前些年由于交通、信息闭

塞，她的刺绣产品仅在当地乡街进

行销售，受场地限制，她的刺绣铺

展不开，一直处于“小打小闹”的

状态。2018年7月15日，罗平文秀布

依刺绣产业合作社在八大河易地搬

迁户安置基地正式挂牌成立，实现

了抱团取暖闯市场。

有了固定场所，刺绣作坊有了

更好的发展基础。李文秀和相邻的

妇女们抱着一起刺绣赚钱的想法，

不断开发新产品。目前，合作社刺

绣产品有布依族鞋垫、门帘、拖鞋

等30多个品种，形成妇幼、装饰、

床上用品等三大系列产品。

“在上级领导的关心下，2018

年6月，我在村里成立了自己的公

司。”在合作社产品展示大厅里，

李文秀指着琳琅满目的刺绣产品对

记者说，如今客户络绎不绝，公司

员工也忙碌起来。

合作社已招收了116名绣娘，

采取派发订单和计件收购的方式，

分发刺绣任务给绣娘在家或者在合

作社里绣，绣好后由合作社统一收

购和外销。“我从2018年7月开始刺

绣，当年就赚了近2万元。”建档立

卡贫困户李永琴高兴地说。

“布依刺绣历史悠久，家家都

有绣娘，户户都有织机。把它传承

下去，既能守住古老的手艺，又能

在家门口带动群众增收致富。”鲁

布革乡党委书记江恒说，“除了向

合作社提供场所外，乡里还帮他们

接通了宽带网络，以便合作社通过

电商平台销售刺绣产品。同时，乡

政府拿出5万元扶持资金，对合作

社绣娘进行培训，帮助她们出去参

展、比赛，努力打造布依刺绣知名

品牌。”

路子越走越宽，合作社订单更

多了。李文秀说，合作社不仅在村

里、县里都开了门店，在市里也有

了办事处。如今，刺绣作坊的产品

远销上海、广西、广东、内蒙古、

贵州等地，生意越做越红火。

小场所成为聚力发展之地

走进双江县沙河乡允俸村半山

区那京村民小组，村中道路整洁，

村道旁种植了不少花卉，家家户户

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村里参

天古榕树被精心维护起来，连小山

坡上的草都经过精心打理，俨然一

个小公园。因为环境优美，这里成

为小有名气的乡村旅游目的地。

2016年以前，那京村民小组还是一

个普普通通的小山村，两年间是如

何实现华丽转身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