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时节，黔西市锦

星镇洪湖村，金黄的稻谷

铺满田园，村民抢抓晴好

天气收割水稻，一幅丰收

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近年来，洪湖村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切

实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建

设力度，不断推进山塘水

库、灌溉沟渠等农业基础

设施建设，持续改善农业

生态环境，有效提高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

（史开心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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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陈 雪 苟 珊 报 道）

时下，正是秋茶采摘上市的大好时

节，在金沙县源村镇的贵州弘丹成

生 态 农 业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茶 叶 基 地

里，机器轰鸣，茶农正对秋茶进行

机采和批量加工，基地里一片繁忙

景象。

家住在木孔镇底水村的周光远，

自 2021 年 以 来 ， 一 直 在 基 地 务 工 ，

一年中有 3 个季度都在采茶。现在秋

茶已经开始采摘，他每天都要和邻

居们早早地来茶叶基地采茶，忙得

不亦乐乎。他说，茶产业的发展不

仅让他找到了工作，还让曾经的荒

山得到合理利用。

“这些年来，我看到了家乡翻天

覆地的变化，同时，乡村振兴也让

我们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我相

信，只要我们认认真真做事，日子

肯定会越来越好。”周光远说。

“生态红利”加速释放，茶产业

给老百姓带来了稳定收入。贵州弘

丹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茶叶基

地的建设，不仅极大地改善了当地

的生态环境，调整了产业结构，同

时为 50 多名村民提供长期务工岗位。

贵州弘丹成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负责人李东阳介绍：“目前基地有

规 模 化 茶 园 2000 余 亩 ， 近 段 时 间 ，

有三、四个机组在采收茶叶，每天

的产量在 1 万斤左右。”

该公司以茶叶为纽带，创新形成

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共同

促进生态和发展一体化，实现生态

和发展都要保的目标。

“我们发展茶叶种植，解决了周

边乡镇群众就业的问题，每年发放

工人工资近百万元。同时，改善了

周边的生态环境，假日的时候，会

有周边的人来休闲娱乐。”李东阳表

示。

茶产业是金沙县的主要支柱产业

之一，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占有

重要地位。截至目前，全县共有茶

园 34 万亩，茶产业产值达 10 亿元。

如今，金沙茶产业把生态优势转

化成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在从规

模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型的

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

金沙县

秋日茶香浓

茶事乌蒙

本报讯 （李 蕾 报 道） 日 前 ，

在大方县鼎新乡新场村青贮玉米地

里 ， 数 十 名 群 众 顶 着 烈 日 ， 割 株 、

搬运……处处是抢收青贮玉米的热

闹场景。道路上，大大小小的货车

载着青贮玉米驶进饲料收购点。

“陈二姐，磅单给你，这车青贮玉

米总共 6.6 吨。”从司机手中接过磅

单，新场村小田坝组村民陈敏喜笑颜

开。“我们一家清晨 7 点钟就开始到地

里干活。9 点多，村里干部来帮我搬

运，3 个小时就装满一车青贮玉米，

一小车玉米秆就能换回 33 张百元大

钞！”陈敏说。

“政府免费提供种子，公司保底收

购，销售渠道不成问题。”新场村村民

罗勇说。他是鼎新乡最早一批试种青

贮玉米的人，今年种了 21 亩青贮玉

米，收割这几天，他请了 12 个工人帮

忙收割。

罗勇算了一笔账：“种植青贮玉

米，亩产可达 3吨，每吨卖 500元，每

亩收入可达 1500 元。收割青贮玉米

后，还可在闲置土地上多种一季农作

物，又多产生一笔收入。”

自青贮玉米饲料收购点发布收购

通知后，鼎新乡及时组织召开青贮玉

米收购专题部署会议，确保完成青贮

玉米收割工作。

全体乡村干部与群众一起，分工

协作，相互配合。针对缺乏劳动力家

庭，该乡发动全体护林员、护洁员、

乡村治理督导员，集中突击，确保抢

收工作不掉链子。

今年，该乡计划售卖 2500 吨青贮

玉米，自 8 月份以来，已售卖 2023 吨

青贮玉米，全部售出能带来 125 余万

元收入。

青 贮 玉 米 收 割 完 后 ， 该 乡 将 以

“合作社+农户”的模式，积极组织农

户栽种大白菜、葱、蒜等，切实做到

产业发展早谋划、早实施。

大方县鼎新乡

青贮玉米助农增收

本报讯 （汪 沙 王 雪 报道） 近年

来，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红丰村依托辖

区资源优势，引进百里杜鹃天乐生态种养

殖专业合作社，大力发展菌种、中药材、

竹荪等产业。

近期，百里杜鹃天乐生态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示范种植的红托竹荪迎来丰收。在

遮阳网覆盖的地里，一丛丛、一朵朵头顶

“黑帽”，身着“雪白长裙”的竹荪破土而

出，长势喜人。工人在基地内忙着采摘、

分拣、搬运……

“红托竹荪采摘动作要轻，采了之后

要立即将秆和‘帽子’分开，清洗的时候

比较方便。”务工人员卢昌琼说，“处理竹

荪是有讲究的，这个秆冲洗一下就行了，

‘帽子’部分要用温水泡 1 至 2 个小时才好

清洗，洗后再烘干。”

竹荪营养丰富，香味浓郁，是珍贵的

素食材料。红丰村丰富的森林资源、独特

的气候、适中的海拔，为竹荪种植提供了

良好的生长环境，长出的竹荪个大味鲜，

颇受消费者青睐。

作为基地常客，贵州百里杜鹃花田瑞

禾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钱相宇，

一大早就来基地称取鲜品竹荪。“游客和

当地的餐馆，每天早上都会来我们公司采

买竹荪，平均每天售卖五六十斤。”钱相

宇说。

竹荪生长速度快，每天需要五、六个

人采两次，分别在中午和下午采收。该合

作社种植了 2 亩多竹荪，目前收获竹荪干

品 100 多公斤，每天都有游客到基地购买

鲜竹荪，鲜品每公斤 80 元，干品每公斤

760 元。竹荪主要以加工干品为主、售卖

鲜品为辅。

下一步，普底乡将继续推广竹荪种植

技术，强化群众种、采红托竹荪技术培

训，带动当地群众扩大种植面积，以竹荪

产业带动多种产业发展，激活农村经济，

形成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良性互动格局。 群众将竹荪干品装袋

百里杜鹃管理区普底乡

红托竹荪抢“鲜”上市

本报讯 （袁 丹 报 道） 近 日 ，

笔者走进威宁自治县黑土河镇黑土

河社区红菜苔种植基地，看到务工

群众正忙着采收红菜苔，采摘、搬

运、打包……现场一派忙碌。

今年以来，黑土河镇盘活土地资

源，大力发展特色产业。基地利用

“公司+基地+农户”模式，流转土地

500 余亩，种植莲花白、红菜苔等蔬

菜，覆盖黑土河社区 169户农户。

“我家流转了 8 亩土地种菜，在基

地务工，一天工资有一两百元。”社

区居民康明珍说，采收的红菜苔按 2
块钱 1 公斤计算，每天收入最多时有

200多元。

目前，黑土河社区种植红菜苔

500 余亩，从种到收只需 3 个多月时

间，亩产量 1500公斤至 2000公斤，主

要销往湖南、广东、四川等地。蔬菜

产业的发展，解决 1000 多户群众就业

问题，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黑土河社区的红菜苔种植只是黑

土河镇探索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基础、农

业是关键。我们将对全镇的蔬菜基地

进行跟踪，补齐短板，进一步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培育新型农业主体，增

加群众收入，助力乡村振兴。”黑土

河镇镇长陈阳说。

近年来，黑土河镇抓住乡村振兴

发展机遇，聚焦产业规划，因地制

宜，以市场为导向，大力推进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引导群众充分利用山地

发展蔬菜产业，提升产业化、规模化

程度，促进群众持续稳定增收，为乡

村振兴打下基础。

威宁自治县黑土河镇

红菜苔走俏市场

本报讯 （江 婵 王 进 杨加加

报道） 近段时间，纳雍县曙光镇 8000
亩朝天椒和二荆条辣椒红得似火，群

众抢抓时节采摘。

今年年初，曙光镇政府和贵州雍

藤天下食品公司签订辣椒收购协议，

由该公司保底回收辣椒。

今年行情好，朝天椒收购价每公

斤 6.4 元，二荆条收购价每公斤 4.8
元。

该镇猴儿关村农户尹广尧家今年

种植了 60亩辣椒。尹广尧为此细算了

一笔收入账：每亩毛利润有 6000 元左

右，除去肥料、人工费用 2000 元左

右，每亩纯收入可达 3000至 4000元。

在贵州雍藤天下食品公司辣椒收

购点，仓库里堆满了辣椒，交售了辣

椒的农户正开心地数着钞票。“现在

收了 150 吨左右，后期还有一个多月

到两个月的收购时间。”收购点负责

人祝慧妤说。

春播时，政府组织村“两委”宣

传动员，增强群众种植信心。同时，

政府免费为群众提供辣椒苗和技术，

再引进龙头企业保底收购，通过“公

司+合作社+农户”的模式，让群众吃

下“定心丸”。此外，还为农户办理

了农业保险，农户种植积极性高涨。

今年，散户种植 6000 亩，种植大户种

植了 2000亩。

在政府的引领下，辣椒产业已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渠道之一。

纳雍县曙光镇

8000亩辣椒喜获丰收

本报讯（刘 畅 报道） 近年来，毕

节高新区以新型工业化为主攻点，充分

整合现有资源，在产业布局、营商环

境、创新转型发展等方面实现大提升，

不断引进优强企业，有效激活当地工业

产业发展新势能。

毕节拥有得天独厚的刺梨种植资

源，产业附加值不言而喻。贵州欣扬农

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好刺梨产业发展

前景，于 2011年入驻毕节高新区，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已构建集种苗培育、规

范种植、产品研发、深精加工、市场销

售的全产业链体系。

该公司副总经理李俊龙说：“ 公司

在 2018年建成首套榨汁生产线，同年实

现果汁产品上市销售，销售额逐年增

长。”

建立之初，公司就把产品定位为中

高端产品，从刺梨的挑选、分拣、消

杀、发酵等过程，无不体现精益求精的

发展理念。

据悉，每年采收时节，工厂内将榨

取出 200 至 400 吨的刺梨原汁，去年产

值达到 3000万元，今年预计能达到 4000
万元，其附加产品远销欧美国家。

在阳光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

间自动化设备飞速运转，员工各司其

职，现场一派热闹景象。

阳光钢化玻璃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生

产、销售为一体的玻璃制造企业，业务

涉及家电玻璃、钢化玻璃及工程玻璃。

自入驻毕节高新区以来，该公司通过自

我革新升级，在技术、设备等方面不断

升级改造，产品销售遍布省内 。

“2015 年公司到工业园区建厂，刚

开始是承包工程，后来感觉门槛太低

了，所以转型做电暖炉玻璃。”该公司

董事长胡晓武说，自公司转型后，在产

品设计、技术更新方面都实现新突破。

助推中小企业加速成长为高新技术

企业，是当前毕节高新区工业园区的首

要任务。

毕节高新区工业园区招商部门根据

企业特性，引进上下游企业入驻园区，

在政策优惠上有所倾斜，招工时主动服

务，扎实推进“贵人服务·毕须办”服

务。

目前，毕节高新区共有 2.4 万余户

市场主体，工业园区内有近 300 家企

业，其中有 18 家高新技术企业。下一

步，毕节高新区还将在储能电子信息、

新能源新材料、现代服务业等方面加大

招商力度，引进更多优强企业，持续为

申创国家级高新区蓄力。

毕节高新区：

引进优强企业
激活发展动力

阳光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阳光钢化玻璃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大力发展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全力打造“一区三高地”奋力建设“五个新毕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