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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的织金县熊家场镇白马村，掩

映在一片青山间，驱车沿着道路两边独

具特色的民居前行，不一会儿养蚕基地

便出现在记者的视野中。

近年来，白马村因桑蚕产业而闻名

当地。然而几年前，村民还以传统农作

物种植为主，如今利用党支部领办集体

合作社的契机，该村在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的新路上实现“逆袭”。

在村合作社的养蚕基地里，一间间

标准厂房矗立。养蚕温室里，密密麻麻

的白色的蚕在嫩绿的桑叶上蠕动，不时

发出“沙沙”的响声。在隔壁的一间厂

房内，则挂满了一张张织好的正在晾晒

的丝绵，等待加工成蚕丝被。

村主任张健告诉记者，白马村山

清水秀，冬无酷寒，夏季温凉，为发展

桑蚕产业提供了良好条件。该村采取

“公司+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模式，

成立了白马村供销合作社，合作社与公

司签订种养保销协议。目前，该村种植

桑树 3150 亩，为发展蚕桑产业打下了基

础。

“其实一开始，村‘两委’也尝试

过种辣椒、大蒜、生姜，但因各种原因

效果不理想，后面才决定试搞蚕桑产

业。” 张健说，白马村在上级部门和镇

党委政府的帮助下，先后两次组织村民

到广西考察蚕桑产业。2018 年，引进贵

州江凝蚕业有限公司到村种植桑树，经

过几年的发展，这才有了蚕桑基地今天

的规模。

据悉，贵州江凝蚕业有限公司为合

作社提供免费的技术指导，合作社在公

司的指导下按照“五统一分”（ 即统一

规划设计、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种植养

殖、统一消毒防疫、统一市场销售和下

一步发展家庭生态农场分散种植养殖）

的方式规范化经营，实现群众增收和村

级集体经济壮大的双赢。

在利益分配方面，白马村合作社与

农户签订协议，农户通过土地、资金及

劳动力入股的方式参与分红，年底从盈

利部分提取 5%作为村集体经济积累，

25%作为合作社下一步滚动发展资金，

剩下的 70%按社员入股比例分红。

“除了栽桑树外，村合作社还建了

占地 30 余亩的养蚕小区和蚕丝被加工

厂，打造了‘苓南白马’蚕丝被品牌，

市场价 398元一斤，产品供不应求。”张

健说，今年合作社生产蚕丝被 3750 余

斤，产值预计近 200 万元，纯收益达 80
万元。

如今，山上栽桑树，山下养桑蚕，

厂内加工忙是白马村发展桑蚕产业的真

实写照。经过这几年的努力，白马村荣

获“全市文明村”“省级巾帼示范村”

“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文明村

镇”等多项荣誉。

谈及未来打算，张健表示，今后村

合作社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打造旅游

区，带动延伸纺织业产业链并积极开发

桑叶制茶，全力推动从传统农业向生态

农业、高效农业转变。

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

实施工业倍增行动

全力推进工业大突破

本报讯 （马召凤 报道） 今年以

来，威宁自治县积极落实“工业强

省”的战略部署，抢抓发展机遇，开

启工业发展新里程，以现有资源为依

托，园区建设为重点，突出主导产

业，创新发展特色农产品深加工产

业，吸引了不少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纷

纷落户五里岗工业园区。

走进薯美佳食品有限公司，只见

自动化的生产线上，一个个马铃薯经

过清洗、去皮、切片、煎炸、调味等

步骤，美味的薯片就生产出来了。现

场工人们各司其职，忙着剔除次品，

打包装箱。

据悉，该公司每天可消耗马铃薯

15 至 20 吨 ， 年 产 值 预 计 可 达 3000

万。该公司今年 4月建成投产，短短 6
个多月的时间，已经将销售市场扩大

到六盘水及云南昭通、宣威等地。

公司负责人马海表示，威宁作为

“南方马铃薯之乡”，马铃薯一直是威

宁的特色农产品，深受市场青睐，但

是一直没有一家马铃薯加工企业。走

出一条马铃薯深加工产业链，提升马

铃薯产品附加值，促成了薯美佳公司

的诞生。如今，走进威宁的各个超

市，都可看到本地薯片“薯美佳”整

齐地摆放在货架上，马铃薯正在从田

间地头走进超市的零食货架。

在东方神谷有限责任公司内，4
个生产车间机器轰鸣，苦荞面条、苦

荞饭、苦荞茶、苦荞面粉等荞制品被

规范化生产出来。除此之外，另有一

些的苦荞被制作成枕头的枕芯和一些

小伴手礼，成为许多外地游客回家时

送给亲友的特殊礼物。

苦荞在威宁种植历史悠久，“威宁

哥哥下山来，苦荞粑粑滚出来。”一

句山歌歌词里反映的是过去群众生活

的窘迫。如今，随着威宁农产品深加

工产业的发展，苦荞不再是苦日子的

象征。原本只是用来做干粮的苦荞经

过工厂的流水线加工，变成了降“三

高”的苦荞茶、苦荞面条和苦荞疙瘩

饭。

为了让市场发展和种植荞麦衔

接，该公司还建有 5000 亩的苦荞麦种

植样板基地，涉及威宁金斗和么站两

个乡镇。公司免费为农户发放种子、

提供技术支持，农户负责种植，公司

以市场价回收。保证了农户种植有收

入，公司加工有材料，达到了生产和

加工的双赢。

今年，威宁县在农产品深加工上

继续发力，深化“阳光威宁”公共品

牌创建，在本土特色农产品身上做文

章，依托该县200万亩马铃薯、50万亩

苹果、12 万亩苦荞、45 万余亩中药材

和本土大黄梨等农特产品资源优势，

不断推进荞制品系列、苹果、火腿、

蔬菜、马铃薯、威宁梨膏等农特产品

深加工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多元化

发展。

威宁自治县

农产品深加工促产业升级

本报讯（方恩德 吴常海 报道）近

年来，赫章县将新型工业化作为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以

“ 链 式 思 维 ” 推 进 产 业 集 群 集 聚 发

展，全力打造煤电建、短流程铸造、

铅锌冶炼、农副产品深加工、绿色能

源电力等工业产业链，推进新型工业

化高质量发展。

截至目前，赫章共有规模以上工

业企业 44 家，今年 1 至 9 月规模工业

总产值增速 11.64%，工业投资增速

231.49%，排名毕节市第一。

该县依托煤炭资源优势，总投资

56亿元的 2×66万千瓦超超临界循环流

化床燃用高硫无烟煤发电示范项目快

速推进，已完成实物工程量投资 12.12
亿元，带动了煤矿、水泥厂、商混、

石材加工等相关产业迅速发展。依托

铁矿石资源优势，充分运用“短流程

铸造”工艺，吸引燃气灶、地弹簧、

挂锁等产业，形成从矿石开采、选

矿、焙烧、冶炼、铸造到精深加工的

全产业链条企业 40 余家，地弹簧、挂

锁等已实现本地整机 （成品） 生产。

2018 年赫章县中深部找矿取得重

大突破，发现超大型矿床——猪拱塘

铅锌矿，查明铅锌金属资源量 327.44
万金属吨，为贵州省十大千亿级工业

产业——基础材料工业产业振兴提供

了重要的资源保障。目前正在按照

“分散开采、就近洗选、集中冶炼、

拓展下游”的思路编制 《赫章县有色

金属循环经济产业园 （规划）》，相

关产业正常推进。

该县还大力发展核桃、可乐猪、

半夏、魔芋等农产品及中药材加工

业。现有 1 家核桃乳加工企业、13 家

核桃糖加工小微企业、10 家可乐猪加

工小微企业、1 家半夏深加工企业、2

家半夏烘干分拣企业、1 家蚕丝加工

企 业 、 1 家 骨 酒 （配 制 酒） 生 产 企

业，农副产品加工产值达 3.5亿元。

在建设绿色能源电力产业链方

面，该县依托丰富的光能资源和风力

资源，加快新能源开发利用，获批新

能源项目 22 个，总装机容量达 153.1
万千瓦，已建成 14 个，装机容量达

68.1 万千瓦，百万千瓦级能源示范基

地即将形成。1 至 10 月赫章县绿色能

源共发电 7.1亿度，同比增长 30%。

赫章县

“链式发展”助推新型工业化

本报讯 （管 彦 昆 唐 庆 兰 报

道） 自开展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以

来，大方县农业农村局始终紧扣部

门职能职责，从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大力

实施农村卫生厕所改造、高标准农

田 建 设 、 生 猪 养 殖 一 体 化 项 目 建

设、特色产业的发展项目，切实把

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成果转化为工

作动力和力量源泉。

一直以来，该局围绕实施村庄

基 础 设 施 改 善 工 程 ， 加 强 农 村 垃

圾、厕所治理，推进农业基础设施

改造升级，建设高标准农田，确保

粮 食 安 全 ， 巩 固 生 猪 生 产 恢 复 成

果，加快推进生猪养殖一体化项目

建设，力争生猪保供；重点发展食

用菌、天麻、皱椒、猕猴桃、肉牛

等产业，为广大群众送去了实用的

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

据了解，大方县农业农村局积

极督促四大民生项目推进工作，截

至目前，全县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

已 达 80% ； 高 标 准 农 田 建 设 已 达

13.99 万亩；全县生猪年出栏仔猪已

达 13 万头，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

果；重点发展食用菌突破 5万亩、稳

定发展天麻 3万亩，巩固发展烤烟产

业 5.41 万亩，全县 6 万亩猕猴桃基地

挂果率已达 10%以上。

“大方县农业农村局始终教育引

导全体党员干部以及干部职工要以

严的标准、实的作风扎实开展好、

落实好各项工作任务，有措施有保

障地抓好关乎群众的利益事，有实

绩有成效地落实好一批民生实事，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贡献力量。”该局党组书

记、局长沈涛说。

大方县农业农村局

履职尽责善作为
真抓实干勇担当

本报讯 （黄 娅 报道） 自干部

作风教育大整顿工作开展以来，织

金县化起镇紧紧围绕“转变作风、

促进落实、推动发展”主题主线，

以“分步走”措施扎实推进干部作

风教育大整顿工作。

深刻领悟开展干部作风教育大

整顿的重要意义。基层干部作为党

在 基 层 一 线 政 策 的 贯 彻 者 和 执 行

者，其作风的好坏关系着党在人民

群众心中的形象。化起镇切实增强

开展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的责任感

和紧迫感，在工作中进一步明确责

任、压实责任，在“防松懈、防变

通、防反弹”上狠下功夫，推动作

风建设不断深入。

开展自查自纠，明确责任推动

整改。化起镇围绕相关整顿重点方

面进行了全面对照检视，认真查摆

问题和不足，建立问题台账，明确

整改措施和时限，形成权责明确、

全面覆盖的问题整改机制。

纪律保障整顿工作持续深入开

展。用好督查、暗访、问责“三把

利剑”，建立统一高效地追责问责机

制，对“宽松软”“躲怕推”“虚飘

浮”“粗浅慢”“慵懒散”等行为严

加监督、大力整顿。化起镇干部作

风整顿办公室围绕干部作风自查自

纠中查摆出的作风问题持续督促整

改，针对懒散、敷衍的干部予以通

报，切实解决干部职工精神不振、

担当不够、能力不足等问题。

织金县化起镇

“分步走”深入推动作风建设

本报讯 （蒲德梅 报道） 自干部

作风教育大整顿启动以来，纳雍县

锅圈岩乡向“严”聚焦、向“快”

聚焦、向“实”聚焦，突出三个重

点，扎实推进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

聚焦“严”字抓整改。进一步

完善考勤、公务用车、学习教育等

规章制度，推进作风督查整改常态

化 ， 及 时 发 现 干 部 队 伍 的 身 边 问

题、隐藏问题，通过通报、约谈等

方式追责问责。同时，以作风建设

为引领，以效能建设为抓手，推出

“午间无休”业务经办模式，确保群

众办理业务“不跑空”，让业务办理

窗口服务效能再优化、再提升。

聚焦“快”字抓效率。注重以

快节奏、高效率推动工作落实，对

县委、县政府部署的工作任务，第

一时间安排部署、跟踪督促落实；

对 群 众 “ 急 难 愁 盼 ” 问 题 ， 做 到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快速回应

诉求，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

音。

聚 焦 “ 实 ” 字 抓 执 行 。 结 合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按照

“工作项目化、项目目标化、目标节

点化、节点责任化”的方式，对各

项目标任务逐一分解责任、挂图作

战、对表推进、执行落实。对影响

工作落实的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

及 时 分 析 问 题 根 源 ， 研 究 解 决 方

法，抓好整改落实。

纳雍县锅圈岩乡

“三聚焦”推进
干部作风教育大整顿

本报讯 （陈永前 报道） 近日，由

毕节市农业农村局牵头谋划申报的“拓

宽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两项国家级农村改革拓展试验课

题，已经全国农村改革试验区工作联席

会会议有关成员单位审定，批复我市实

施，我市新增课题占全省新增三项全国

农村改革拓展试验课题总数的 66.7%。

农村改革试验区是中央推进农村改

革试点试验的综合平台，承担着为农村

全局性改革探索路子、为面上改革提供

可学可鉴的制度成果、为“三农”理论

创新提供丰富营养、为深化农村改革提

供重要方法的使命，是农村改革的先行

军、排头兵。

下一步，毕节市将紧紧围绕“拓宽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和“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两个课题内容，及时开展方案制

定、试点选择、拓宽思路、积极探索、

大胆创新，力争在拓宽新型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路径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开新局，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的毕节改革经验。

我市新增两项国家级
农村改革拓展试验课题获批

栽桑养蚕织丝绵 新兴产业促增收
——织金县熊家场镇白马村发展桑蚕产业小记

□ 本报记者 李 飞 史开云 高大涛

贵州明江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于今年 8 月通过招商引

资入驻毕节高新区第一产业

园。自入驻以来，该公司一

直致力于数据线技术研发和

生 产 ， 通 过 与 深 圳 企 业 合

作，产值得到不断提升。目

前，该公司每月产品产量达

80 万 条 ， 月 产 值 达 300 万

元，解决了周边近 40 名群众

的就业问题。

图为工人在加工数据线。
（刘 琴 刘 念 摄）

图 说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