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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地、施肥、覆盖薄膜……连日

来，在金沙县禹谟镇的田野里，到处

是忙着高粱育苗的村民。

“我是家里主要的劳动力，过去为

了挣钱四处打工，难以顾家。去年，

我种了 10 多亩高粱，年收入大约 3 万

元。”禹谟镇新寨村村民吴崇楷每天

早出晚归，打理自家的高粱地。

和吴崇楷一样，该镇金坝村村民

曾文举也靠种高粱过上好日子。他家

15 亩地全部种高粱，年产量 4500 多公

斤，收入 4 万多元。

作为金沙县酒用红缨子高粱的主

要产区之一，禹谟镇有高粱产业基地

2.5 万亩。每年秋收时，金沙光明粮油

储备公司禹谟镇分公司有机高粱收储

点人来人往。

“每年收储高粱时，我们都会免费

为群众提供去壳、除糠机器，以略高

于市场价的价格收购。最近几年，镇

里收储高粱的量逐年增加。”光明粮油

储备公司禹谟镇分公司经理杨刚说。

不仅是禹谟镇，2022 年，金沙县

安 底 镇 种 植 高 粱 1.26 万 亩 ， 涉 及 民

主、温泉、桂花等 7 个村 （社区），种

植高粱的农户达 1000 户以上，每亩能

创增收 3000 元以上。“去年我种植高

粱 20 余亩，产量 1.2 万斤，收入六七

万元。”高粱产业让安底镇民主村村民

邓盛权家的日子越过越好。

“我们县土壤、气候都适宜高粱生

长，所以政府将有机高粱产业作为主

导 产 业 重 点 扶 持 。 2006 年 ， 县 政 府

与 贵 州 茅 台 酒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签 署 协

议 ， 成 为 茅 台 酒 有 机 原 料 基 地 ， 订

单种植让种植户没有后顾之忧。”金

沙 县 农 业 农 村 局 副 局 长 陶 发 琴 说 ，

农 户 获 得 高 粱 红 利 ， 愿 意 种 的 人 越

来越多，最近几年，高粱种植面积不

断扩大。

据介绍，金沙县委、县政府成立高

粱产业发展办公室，组建工作专班推动

高粱产业蓬勃发展。为确保高粱质量，

该县相关企业每年提前与高粱种植户签

订合同，及时下发高粱种植专用有机

肥，并邀请农技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2022 年 ， 金 沙 县 种 植 高 粱 18 万

亩，按亩产 250公斤计算，总产量达 4.5
万吨，产值超过 4.8 亿元。今年，金沙

县计划实施 6 个高粱仓储项目，进一步

缓解全县高粱种植收储空间不足问题。

目前，金沙县多数高粱种植基地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实现“旱能灌、

涝能排、水土留得住、农机能进出”

标准，大大提高了种植效率，降低了

劳 动 成 本 。“ 从 过 去 种 植 面 积 不 足

3000 亩到 18 万亩，金沙县的高粱产业

实现蝶变。”陶发琴表示，金沙县将

不断巩固高粱产业发展成果，持续助

农增收。

“小心脚下，别踩到这些‘宝贝’。”

4 月 4 日一早，纳雍县乐治镇石母猪村党支部书记曾梅和几名村干部

到林间采收羊肚菌。林间穿行时，曾梅一遍遍叮嘱大家别踩坏林地上的羊

肚菌。

羊肚菌于曾梅来说是“宝贝”，于石母猪村来说也是。

林下，遍地的羊肚菌向阳而生，为这片土地注入新的经济元素。

2020 年 4 月，省政府办公厅派驻石母猪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何伟召集村

委会干部，谋划石母猪村的特色产业。多番研讨后，大家一致瞄准羊肚菌

产业。

2020 年 5 月，何伟到省政府办公厅申请帮扶资金。同年 11 月，22 万帮

扶资金到位，羊肚菌种植提上村工作日程。

石母猪村第一次种羊肚菌，没有任何经验。于是，村委会对接贵州大

学相关研发团队，得到技术支持后，村委会组织群众先试种了 10 亩。

为节约成本，村委会没有聘请专职管护人员，而是自己管护。现在羊

肚菌成熟，曾梅边联系买家，边组织村干部采摘，每公斤 120 元，现采现

卖，不愁销。

采摘时，在林地附近干活的村民主动帮忙采摘。平时干农活时，也会

帮忙盯着羊肚菌种植基地的情况。

“产业发展离不开村民的支持，从种植到管护，村民参与性很高，有

的村民还无偿提供土地给村里试种。”曾梅说，有了经验、技术和村民的

支持，村委会准备扩大种植规模，带领村民发展羊肚菌产业，拓宽群众增

收渠道。

纳雍县石母猪村

林下生“金” 羊肚菌现采现卖不愁销
□ 张晓勇 周啟刚

■

■

金沙县

高粱“映红”群众幸福生活
□ 苟 珊

本报讯 （汪 沙 王 雪 万 静 报道）

近日，走进百里杜鹃管理区鹏程街道

联兴村中药材种植基地，连片的遮阴

网下，一株株杜鹃兰长势喜人。10 余

名村民正在熟练地进行杜鹃兰起苗、

抖土、分拣。

该基地负责人林明军是联兴村一

名普通农民，了解到杜鹃兰的经济价

值后，开始对野生杜鹃兰进行引种育

苗种植。经过多年摸索，林明军给种

出的杜鹃兰起名为“杜鹃一号”，并开

始规模化种植。

“我发展中药材种植有 7 年了，主

要种植杜鹃兰、竹节参 、白芨、重楼

等。杜鹃兰是兰科植物，需要一种伴

生 菌 才 会 出 苗 。 2019 年 育 苗 成 功 ，

2021 年开始大规模种植，目前发展了

100 亩左右。”说起杜鹃兰的经济价值，

林明军头头是道，“下面的块茎可以

卖，结的种子也值钱，种苗大的单价 20
元左右，小一些的10元。”

杜鹃兰，俗称毛慈菇，有较高的

药用价值。其育苗、种植、移栽、管

护等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力，自从基

地 建 起 来 后 ， 周 边 村 民 长 期 在 此 务

工。为提高大家积极性，林明军都是

当日结算务工工资。

“工资 100 块钱一天，基地老板服

务周到，每天都是车接车送。”务工村

民李春琴说。

基地老员工郭龙敏说：“栽种、起

苗、除草，管理什么都做。基地活挺

多，一年到头都有做的。”

“今年务工工资支出 70 万元左右，

收入 120 万元至 130 万元。下一步，我

打算扩大种植规模，带着群众一起发

展。”林明军说。

近年来，联兴村因地制宜发展中

药材种植，初步形成了以中药材育苗

为基础、种植为依托、农民增收为目

标的产业发展体系。

“杜鹃兰产业落户联兴村，为我们

村产业多元化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也为周边劳动力带来很多就业机会。”

联兴村驻村第一书记吴晋波说，合作

社今年也试种了几亩，今后将组织更

多群众到基地学习，带动产业发展、

促进群众增收。

百里杜鹃管理区联兴村

中药材种植成致富“金钥匙”

近日，在七星关区野角乡

沙拉槽村育苗大棚里，绿油油

的烤烟秧苗长势喜人，管理人

员正忙着开展烟苗管护工作。

今年，野角乡提前谋划部

署，强化技术指导服务，抓实

烤烟育苗工作，进一步提高烤

烟生产水平，助力农户增收。

（周照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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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羊肚菌

毕节高新区

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即将投产
本报讯（周海东 报道） 日前，毕

节高新区氢燃料电池生产项目厂房建

设装修已完成，产线设备正在测试，

全部生产线已具备生产能力。

据悉，该项目由贵州国创裕华氢

能科技有限公司投资建设，位于毕节

高新区第一产业园，是毕节唯一一家

氢燃料电堆、电池系统集成及催化

剂、质子膜、膜电极、双极板等核心

零部件的研发及生产企业。公司以解

决氢燃料电池产业核心技术需求，落

实自主可控战略为重要职责，对标国

内领先、国际一流标准，专注于氢燃

料电池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化。

项目于 2022 年 7 月开工建设，目

前厂房建设装修已经完成，产线设

备正在测试中，技术人员已完成二

套电堆的试产，全部产线已具备生

产能力。

本报讯 （赵庆能 付立军 赵 伟

报道） 今年以来，位于长通威宁新能

源产业园的贵州一道长通新能源有限

公 司 抢 抓 机 遇 快 速 发 展 ， 大 力 赶 生

产、忙项目、抢订单、拓市场，持续

释放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走进贵州一道长通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光伏组件生产车间，自动化机器

有 序 排 列 ， 机 械 手 和 传 送 带 运 转 不

停，把一片片加工后的太阳能电池片

准确无误地传送到下一道工序。不一

会儿，一块完整的 N 型光伏板组件便

呈现在眼前，打包后运往光伏发电建

设基地。

“我们大力发展 N 型组件。就 N 型

光伏组件来说，它的发电效率更高，

成本更低，使用年限更长。”该公司制

造经理李富成介绍。

一道长通新能源引入目前贵州最

先进的自动化高效光伏组件生产线，

主要用于生产 P 型及 N 型高效单晶双

面电池组件，今年 3 月正式全面投产以

来，一直保持 24 小时生产状态，产品

发往新疆、云南、广西等地，带动当

地 200 余人就业。

“3 月 23 日凌晨，我们生产的首批

‘贵州造’光伏组件发往新疆喀什，现在

已经在大西北落地生根，源源不断提供

清洁电力。”该公司副总经理张云舒说。

2022 年 3 月，威宁自治县大力实施

“市场换产业、资源换投资”战略行

动、把新能源作为推动新型工业化主

力军，引进贵州长通集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组建合资公司，共同打造集

风、光、储全产业链于一体的新能源

产业园。同时，以贵州长通集团为龙

头，引进中国优质的能源开发投资商

和配套零部件制造商，不断延伸强化

产业链条。

截至目前，产业园已引进浙江一

道新能源科技 （衢州） 有限公司、厦

门科华数据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国强

兴晟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3 家企业落户威

宁，建设光伏组件、储能、逆变器、

光伏支架产业基地。

“长通威宁新能源产业园在满产状

态下，今年可实现产值 115 亿元，提供

就业岗位约 600 个。长通将继续发挥威

宁新能源产业链‘链主’作用，继续

引进新能源企业入驻长通威宁新能源

产业园，打造威宁新能源产业联盟，

为入驻企业拓展市场，有效拉动当地

物流、光伏玻璃等上下游产业协同发

展 ， 实 现 跨 界 融 合 化 ， 助 力 产 业 强

县、乡村振兴，推动地方经济与新型

工业化。”张云舒说。

威宁自治县

持续释放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

大方县松鹤村

冷水鱼游出“热产业”
□ 王 瑶

长通威宁新能源产业园内生产车间长通威宁新能源产业园内生产车间

4 月伊始，5 万粒三文鱼鱼卵从西

班牙启程，一路漂洋过海，将于近日

抵达大方县大山乡，开始养“鳟”处

优的生活。

“养鱼有门道，好水是关键。”贵

州丽水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大方分公司

总经理赵子豪说，好水才能养出好品

质的鱼，选择在这里养鱼，正是看中

了这里的好山好水。

赵子豪介绍，三文鱼是鲑鳟鱼类

的商品名称统称，在中国科学院鲑鳟

鱼研究所相关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

该公司经过多次调研、考证、水质检

测等，最终选定大山乡松鹤村蚂蚁河

作为三文鱼养殖基地。

“三文鱼对环境要求很高，尤其喜

欢水质清澈、溶氧丰富的山川溪流。

这里水质清澈、无污染、水温常年在

15℃以下，非常适合三文鱼的生存。”

大 山 乡 三 文 鱼 基 地 管 理 人 员 郭 振 江

说，三文鱼只有在流水环境中才能生

存，为此，基地在山上挖了一条约 800
米的沟渠，从溶洞引水，保证用流水

养鱼。

同时，为保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

下发展养殖产业，该基地建设了两级

沉淀池。“我们每一池水都是流动的，

没有重复使用，流出去的水经过两次

沉淀后，经检测，水质和流入的水质

一致。”郭振江说。

青山酝好水，绿树伴“肥鱼”。基

地内，一个个鱼池像棋盘格一样整齐

有序排列，成群的鱼在流水池内欢快

地游动。

“再过几天，5 万粒三文鱼鱼卵就

要到了，孵化 7 天左右便可以出苗。目

前基地内约有 10 万尾三文鱼，都是去

年孵化培育的，预计到明年能出 60 万

斤左右的商品鱼。”郭振江介绍，该基

地集种苗孵化到成品鱼出售于一体，

养殖有鲑鳟、虹鳟、鲟鱼等，可承载

三倍体种苗 150 万尾、三文鱼 240 吨，

年产值可达 700 余万元。活鱼主要销往

云南、广西等地，冰鲜三文鱼主要销

往上海、广州、重庆等地。

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和绿色可持

续发展是冷水鱼养殖的生命线。经过

多 年 的 绿 色 发 展 ， 该 基 地 先 后 荣 获

“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贵州

省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场”“贵州省特色

水产产业技术体系冷水鱼健康养殖示范

基地”“贵州省十佳生态渔场”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