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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势“乌江之门” 勇于“一马当先”
——织金县马场镇着力打造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乡镇

□ 本报记者 张媛媛 史开云 陈 田

近年来，织金县马场镇围绕“四新”主目标，紧扣“四化”主抓手，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旅游产
业化，围绕全县产业发展布局，充分利用地理环境优势，科学规划产业结构，着力打造一个“产业强、生态美、百姓富”的新型农
业小镇，奋力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中“一马当先”。

近日，走进织金县马场镇大陌村羊肚菌种植基

地，一排排大棚整齐排列，随处可见务工群众忙碌

的身影，施肥、浇水、整理土地......
“大陌村海拔在 1400 米左右，雨水充沛，温度和

湿度都非常适合种植羊肚菌，按照现在的生长状况

来看，从出菇到采收大概需要 4个月的生产周期，亩

产量能达到 300 斤左右，每个大棚的产值可达 1.5 万

元。”贵州盐业集团织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米红军

告诉记者。

2021 年，马场镇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

势，引进贵州盐业集团织金有限责任公司入驻大

陌综合产业园，精准选择周期短、见效快、效益

高的羊肚菌作为秋冬种植的主导产业，采取“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发展羊肚菌种植。

“政府已经将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修建好了，

连用工也不用操心，我们公司只需要带着技术和种

子‘拎包入住’就行了。”米红军笑容满面地介绍，

该羊肚菌基地共有 706 个大棚，占地 450 亩，能辐射

带动周边村寨全年用工约 4.5 万人次，固定用工 200
余人，可实现就业增收 150万元。

“现在有空的时候就来基地上班，任务就是松松

土，将石块和垃圾挑拣出来，再将土地整平，一天

就有 100元，既轻松又能赚到钱，比以前的生活好多

了！”正在大棚内务工的群众卢长琼说。

像卢长琼一样在基地务工的群众，他们都是来自

周边村寨，因各种原因不能外出务工，基地给了他

们再就业的机会，让他们既能在家照顾老小，又能

务工挣钱。而农户除了在基地务工之外，还能通过

流转土地，参与分红等方式增收。

据了解，近年来，马场镇聚焦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引进勐海豪扬、奥博尔、继

兰花卉、贵盐集团等龙头企业，打造大陌综合产业

园。园区覆盖台子、大陌、文丰等村，总投资约 4.2
亿元，占地约 2000 亩，建成标准大棚 1055 栋、育苗

中心 2 个、智慧农业园区 1 个、养殖场 2 个、饲料加

工厂 1 个、冷库 1 个、垂钓园 1 个、蔬菜分拣中心 1
个。

园区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发展模

式，通过公司与合作社、农户建立利益联结机制，

切实壮大村集体经济和帮助农户增收，由党支部领

办的合作社负责组织农户就近务工，农户可依靠入

股分红、土地流转、就地务工等形式增收，龙头企

业负责技术指导以及产品销售对接。

在马场镇鸡场坝村的麻叶菜种植基地

里，村党支部书记张招宇正在查看麻叶菜

的长势。虽然天上飘着蒙蒙细雨，但张招

宇的脸上挂满了笑容，精心打理着一棵棵

麻叶菜。

“去年 9 月份种下去的麻叶菜，已经可

以陆续采摘销售了，现在就等着收钱咯！”

张招宇告诉记者，2021 年以来，鸡场坝村

通过流转土地种植 3000 亩麻叶菜，估计亩

产量能达 1500 公斤，按市场价每公斤 2 元

计算，每年每亩平均纯收入 1000 元，年产

值约 280万元。

“以前的日子哪有现在这么好哟！那时

候家家户户都是种苞谷、种洋芋，一年到

头面朝黄土背朝天，却赚不了几个钱。”张

招宇介绍，2017 年，鸡场坝村为推动产业

结构调整，助力农民增收致富，放弃了低

效的传统农业种植，转而寻求符合地方实

际情况的产业发展模式，村“两委”班子

依托地理优势和区位优势，开始谋划种植

烤烟。

“起初，大部分群众都有顾虑，担心种

出来卖不出去，也卖不了好价钱，于是我

就自己带头种植了 300 亩。”张招宇说，鸡

场坝村一边让村干部和党员带头种植，一

边积极宣传讲解种植烤烟的收益，这才逐

渐打消了群众的顾虑。

除此之外，鸡场坝村还采取作物轮作

模式发展产业，将土地利用率提升到最大

化——春季种植烤烟、秋季种植精品蔬

菜，冬春连作结合，实现农户土地无闲置。

截至目前，鸡场坝村共发展烤烟 1500
亩、蔬菜 3000 亩、皂角树下套种银杏 2000
亩，覆盖全村 993 户 3600 余人，多渠道增

加群众收入。

鸡场坝村的情况只是马场镇发展特色

产业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马场镇紧紧围绕农业现代化

的发展思路，立足于自身特色，发挥生态

优势，全力推进东部核心区乡村振兴示范

带、大陌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万亩皂角

套种药用银杏种植园、万亩玛瑙红樱桃种

植园建设，采取“龙头企业+合作社+农

户”的发展模式，进一步健全利益联结机

制，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马场镇在营上、龙井、中心、

关上 4 个村发展玛瑙红樱桃 1.6 万亩；鸡场

坝、马场、马家屯、台子、陈家寨、布

底等 10 个村 （社区） 发展皂角套种银杏

1.5 万亩，建成大陌现代农业综合产业园；

建成织金智慧农业生态谷，并积极争取各

级项目资金，抓好配套基础设施建设，推

动产业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农业规模更

大、效益更高的新路子，为实现乡村振兴

奠定坚实基础。

“千里乌江第一湾，鬼斧神工两扇

门”。这是很多游客来到马场镇凹河大峡

谷的第一印象，因两座巨大的岩石隔河对

峙，形似两扇貌似开合的大门，所以被当

地人称为“两扇门”或“乌江之门”。

走进凹河玛瑙红樱桃种植基地，一条

条五彩的采摘步道纵横交错，在绿水青山

的映衬下，一幅和谐秀美的乡村振兴画卷

徐徐展开。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2008 年开始，

马场镇依托凹河大峡谷独特的山水风光，

以中心村、营上村、龙井村为中心开始试

种玛瑙红樱桃，倾力打造“乌江之门·花

海凹河·樱桃之乡”农旅品牌，经过 10 余

年发展，马场镇的樱桃种植基地规模达

1.6万余亩。

随着樱桃产业的发展和樱桃品牌的不

断提升，一到旺季，周边前来观光和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游客最多的时候每天可

达 5000 余人次，一天可以卖 1500 至 2000
公斤樱桃。“但由于基础设施发展滞后，

交通承载力不足，前来观光和采摘的游客

大量集聚在樱桃园主干道上，造成交通拥

堵现象，制约园区发展。”马场镇党委书

记伍林龙说。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产业，马场镇

党委政府积极向上级申请粤黔东西部协作

帮扶资金项目，全力推动广州对口帮扶乡

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落地，以期解决园

区发展“瓶颈”，打造凹河万亩樱桃园精

品产业。

伍林龙介绍：“该项目主要是在凹河

樱桃园内规划建设樱桃采摘步道，计划将

游客从主干道引入樱桃园里，一方面缓解

交通拥堵现象，另一方面也让偏离主干道

的樱桃种植户能省时省力，有更多的收

入。”2021 年 9 月，以龙井村、营上村为

中心修建的东西部协作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项目涵盖 4 个农产品交易中心、一条

20 公里采摘步道和可容纳 500 辆车的停车

场以及相关基础配套设施，预计 2022 年 2
月底前完工。

“樱桃采摘步道建好后，等到樱桃成

熟时，游客可以沿着步道采摘樱桃，就不

用我们自己摘樱桃到大马路上去卖了，是

实实在在为老百姓做好事。”玛瑙红樱桃

种植户颜家美说。

据了解，颜家美家栽有 10 多亩樱桃

树，但由于离主干道较远，每年卖樱桃都

得靠人工采摘，再背到大马路上去卖，费

时又费力，眼看樱桃园修建的采摘步道通

到自家大门口，颜家美、邝仙两姐妹看到

了商机，两人一拍即合：“路都修到家

门口了，干脆一起开个农家乐，说

不定还能赚不少钱。”

说干就干！颜家美和邝仙开

始整合资金，一个出钱一个出

地，将自家房子装修成农家

乐。“我们现在抓紧施工，为

2022 年樱桃节做准备，准备

一 炮 打 响 咱 们 农 家 乐 的 名

气！”说起未来的生活，颜

家美和邝仙笑容满面。

“我们的想法不仅仅是靠

樱桃花期和樱桃成熟时吸引

游客，下一步还要在樱桃树下

种植药用花卉。这样做的好处

一是具有观赏性，二是有经济效

益，还可以依托乌江发展水上旅

游，建立露营基地，农家乐等。”伍

林龙说，接下来将会把凹河万亩樱桃园

努力发展成一个集农业、旅游、餐饮、住

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产业，有效促进樱桃

产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增加农产

品附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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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场坝村党支部书记张招宇查看麻叶菜长势

大陌综合产业园

大陌村羊肚菌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