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下，七星关区林口镇灯塔村的

800余亩枇杷成熟，果农忙着采摘出售。

据悉，灯塔村主要种植的是“五星”

枇杷，得益于该村地理、气候、生态等

优势，灯塔枇杷色泽鲜亮、果肉细腻、

口感好。今年灯塔村的枇杷预计产量超 5

万公斤，不仅丰富了市民的“果篮子”，

也鼓了果农的“钱袋子”。该村将依托枇

杷和现有种植的 1200 余亩蜂糖李，打造

3000 亩水果采摘基地，大力发展采摘观

光旅游产业。

(马玲玉 李 杰 摄）

七星关区林口镇

枇杷成熟
果香四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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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随着气温逐渐攀升，

各类夏季时令水果也悄然上市。现在

哪些水果最畅销？价格如何？带着这

些疑问，记者进行了走访。

连日来，记者走访毕节城区多家

超市、水果店了解到，随着应季水果

供应量不断增加，市民选择也多了。

在毕节城区某大型超市生鲜区挑

选脆红李的市民李萍告诉记者，最

近，她每次来超市购物，都会买一些

水果，“天气一热，水果的品种也丰

富了，价格和往年相比差不多。”

只见该超市生鲜区内，西瓜、枇

杷、李子、荔枝、榴莲等水果摆放得

整整齐齐，西瓜每斤 2.98 元—5.98 元、

李子每斤 6.58 元—6.95 元……

据该超市工作人员吴江介绍，最

近几天，销量最好的是西瓜，李子、

荔枝、枇杷等水果也挺受欢迎。“今年

的西瓜产量大、价格低、味道甜，购

买的人比较多。”

在开行路一家水果店内，新鲜上

市的荔枝按照品种、大小分类摆放在

不同的筐内。该店店员刘畅介绍，目

前市场上在售的荔枝数量不少，品类

主要为妃子笑和白糖罂。“白糖罂相

比于妃子笑价格要贵些，受市场影

响，价格浮动也大，价格在每斤 5 元

至 10 元不等。尝鲜的市民很多，销量

不错。”

同时，记者观察到，目前市场上

在售的杨梅数量并不多，“这是因为杨

梅刚上市，加上储存时间短，商家不

会采购太多。想大快朵颐的市民可以

再等几天，本土杨梅、云南杨梅大量

上市时，价格会更亲民。”刘畅说。

“夏天就是要吃当季水果，下班买

点回家，一边看剧一边吃，太安逸

了！”家住开行路附近的市民李虹说，

夏天水果种类丰富，选择面广。

记者走访发现，最近频频冲上热

搜的榴莲，价格相比 5 月初上涨了不

少，每斤最高上涨了近 10 元。原因为

何？据博学路一家水果店店主王甜介

绍，因目前市场存货变少，货源紧

张，导致终端市场的售价上涨。“虽然

这几天价格涨了，但是相比于去年同

期，价格是下降的。”

近年来，随着交通的快速发展，

销往毕节的外地水果品类日益增多，

丰富了我市的水果市场，让市民有了

更多的选择和尝鲜的机会。

夏季水果陆续上市 市民开启尝鲜模式
□ 本报记者 李肖荣

超市店员在摆放水果

新鲜上市的荔枝

本报讯 （王永胜 周丽娜 报道）

自贵州赫章经济开发区设立以来，红

狮集团赫章水泥厂有限公司积极谋

划，用好资源优势，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

赫章水泥厂有限公司日产 4000 吨

新型干法水泥熟料生产线是赫章县招

商引资重点项目，被列入贵州省 2020
年重大工程项目，总投资约 15 亿元，

于 2021 年 11 月 2 日点火试运行。

今年，为抢抓赫章县设立省级经

济开发区这一机遇，进一步将企业做

大做强，该公司强化科技应用、设备

维护和技术培训等，以时不我待的紧

迫感推进各项工作。

该公司依托当地资源优势，结合

自身先进工艺装备，实施“立足水泥

主业、打造水泥‘生态圈’、做好资产

配置”战略，一心一意做水泥，不断

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公司全面实

施绿色工厂、花园式工厂建设，加快

推进装配式建筑生产线建设，持续完

善产业园配套设施，多措并举推进产

业链向可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迈

进，力争把项目打造成名副其实的智

能化、绿色环保的新型建材产业基地。

赫章水泥厂有限公司总经理童卫

锋介绍，公司发展过程中能克服困

难，首先在于企业内部强化基础管

理，不断创新达到节能降耗、通过降

低成本的方式来提升企业利润；同时

积极开拓外部市场，提升占有率。其

次是结合自身先进工艺装备，集中精

力抓好企业运营，时刻以优质、高

产、低耗的定额意识，加强员工技能

培训，提升员工技能。另外是充分利

用赫章设立省级经济开发区这一平

台，坚持“外联内展”发展理念，积

极寻找合作伙伴，实现强强联合、互

利共赢、共同发展，促进赫章产业结

构优化，助推赫章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该公司的可持续发展，为

当地群众的稳定就业提供了条件，可

直接解决 400 余人的就业，带动其他产

业发展解决 1000 余人的就业。

“我现在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可以

把自己所学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

该公司土建主管杜贵告诉笔者。

杜贵是赫章县平山镇双塘村人，

大学期间学的是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毕业后一直被就业问题所困扰。赫章

水泥厂有限公司日产 4000 吨新型干法

水泥熟料生产线异地技改项目落地赫

章后，他应聘进入该公司。得益于公

司的用人机制和培训机制，杜贵很快

被提拔为土建主管，“除工资外，公司

还给我们交了‘五险一金’，年底还有

奖金。我会倍加珍惜，尽心工作，为

公司的发展而努力。”

“下一步，我们要在抓安全、稳生

产、保质量的前提下，继续抓好各项工

作，争取让我们的产值在去年 3.5 亿元

的基础上提高到4.5亿元。”童卫锋说。

红狮集团赫章水泥厂有限公司

抢 抓 机 遇 做 大 做 强

今年以来，百里杜鹃管理区百纳

乡鸭院村因势利导，综合考量村里闲

置资源、富余劳动力等因素，引进公

司发展服装加工，带动群众家门口实

现就业。

近日，鸭院村服装加工厂内，几十

台缝纫机飞快转动，“哒哒哒”的声音

此起彼伏，村民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

下，正在学习装线、缝纫、剪线……据

介绍，这是服装厂开展的岗前培训，重

点对服装材料、缝制方法、机械使用等

进行培训。

鸭院村服装加工厂负责人华江说，

培训结束后就开始正式生产服装，工人熟

练之后每月能拿到3000到5000元的工资。

让村民掌握一技之长，在家门口

实现就业是鸭院村党支部精准发力拓

宽群众增收渠道的积极探索。经过前

期的综合考察，鸭院村“两委”商

议，共同研究谋划适合本村产业发展

项目，引进经营主体，将原鸭院村办

公室改建成服装加工厂，吸纳周边群

众入厂务工。

“我们的订单都是和省外的外贸公

司签订，我们负责加工，他们负责销

售，没什么后顾之忧。”华江说。

服装厂的落地，为鸭院村群众带

来了新的增收路径。村民邱明菊听说

家门口建起了服装加工厂，便和同村

的姐妹们相约来参加培训，准备学成

后就在这里上班。

“村里建服装厂很受欢迎，很多不

能外出就业的都来参加培训，多年前

我在外面的服装加工厂做过，时间长

了有点生疏，不过练起来也很快，估

计两三天就能学会。”邱明菊说。

乡 村 要 振 兴 ， 必 须 有 产 业 支

撑 。 为 进 一 步 发 展 壮 大 村 集 体 经

济 ， 拓 宽 就 业 渠 道 ， 提 高 群 众 收

入 ， 鸭 院 村 以 就 业 促 增 收 为 抓 手 ，

不断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帮

助当地群众就近就业，不断增强群

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我们利用原村委办公楼作为固定

资产投资入股，每年按协议约定获得

入股分红，发动周边群众参与服装加

工，大家都热情高涨，目前在积极学

习加工技术。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做

好后续服务工作，让服装厂产生更大

的效益，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助力乡

村振兴。”鸭院村党支部书记高平说。

服装厂建在家门口 幸福生活有奔头
□ 汪 沙 王 雪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威宁自治县哈喇河镇山多地少，

土地零散。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

依托生态资源助力乡村振兴，走出了

一条特色产业路——发展中药材种植

产业。

时 下 ， 哈 喇 河 镇 百 亩 中 药 材 种

植 基 地 里 ， 满 山 的 白 芨 花 正 在 盛

放，花香四溢。近 20 名村民正在基

地里除草。

年过五旬的海外村村民锁粉花一

边劳作一边笑着说：“我已经在基地里

做了 4 年多了，翻土、育苗、种植、

除草我基本都做过。我家离基地走路

只需要十来分钟，早上八点半到基

地，下午五点半收工，一天工资 80
元，还提供午餐，在家门口就能挣

钱，很开心。”

“村民们干活很积极，只要不下大

雨，大家都在基地忙活。”基地负责人

马远介绍，基地培育的种苗除了供自

己栽种外，还销往其他地方。基地还

种有铁皮石斛、金线莲、黄精等药

材，药材采收后运往云南宣威加工，

再销往安徽等地。

“中药材种植的程序很多，群众只

要勤快，不愁找不到活干。”海外村党

支部书记耿爱玲说。

据了解，哈喇河镇始终将产业振

兴 作 为 推 动 乡 村 振 兴 的 抓 手 ， 2018
年，引进贵州泉海中药材种植有限公

司，统筹整合土地、资金、人力、技

术等要素，种植中药材，打造优势产

业，把农户吸附在产业链上，带领群

众走出一条增收致富路。

威宁自治县哈喇河镇

中药材产业开出“致富”花
□ 马 应

本报讯 （黄 果 周 达 范 晖

报道） 近年来，黔西市重新镇紧盯自

身农业大镇优势，大力发展冬季小麦

种植，以深入推进机械化耕地、播

种、收割为目标，为农业机械化助力

产业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时下，重新镇桥边社区 500 亩小麦

迎来丰收，伴随着机械的轰鸣声，大

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往返穿梭于田

垄间，群众抓住当前天气晴好的有利

时机，抓紧收小麦，确保颗粒归仓。

“重新镇共种植 1 万亩冬季小麦，

有了机械的加持，5 天左右就能全部收

完。”重新镇人大主席徐彬说：“我们

将以小麦收割为契机，大力推进农业

机械化，为老百姓减轻劳动力成本，

助力农业增效。”

据悉，为提高小麦亩产量，重新

镇充分发挥小麦种植地连片优势，在

连片地域推广小麦密植技术，让小麦

亩产增至 700 斤；同时，坚持把推进农

业机械化作为提升现代农业发展水

平、服务保障粮食安全生产的重要抓

手，让农业机械化设备“马力全开”，

提升农业效益。

黔西市重新镇

小麦飘香迎丰收 农机助力收割忙

本报讯 （杨 娟 报道） 连日来，

在大方县果瓦乡的贵州正辉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茶叶加工厂内，工人们正

加班加点进行茶叶加工，空气中弥漫

着新茶的浓香。

果瓦乡种茶历史悠久。据记载，

600 年前，果瓦乡便开始种茶。《大定

县志》 曾记载：“茶叶之佳以海马宫为

最，果瓦次之。”目前，全乡范围挂牌

古茶树 61 株，生长完好的古茶树群

500 余亩。

近 年 来 ， 果 瓦 乡 围 绕 “ 以 茶 绿

乡、以茶稳乡、以茶兴乡、以茶富

乡、以茶强乡”的发展思路，充分利

用高达 7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加大

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培育龙头企业，

做 强 做 优 果 瓦 贡 茶 。 2018 年 至 2020
年，果瓦乡在茶园、大寨、鹅塘、新

林、汪星、上寨等村累计完成茶树种

植 6000 余亩，并不断延伸茶叶产业

链，于 2020 年新建了一个 1000 平方米

的茶叶加工厂，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产业发展带来的红利。

茶园一年一个样，受益最大的还是

当地群众。土地流转、基地务工、入股

分红的收入让茶农收入不断增加。果瓦

乡茶产业开发累计覆盖农户 1192 户

4376 人，为群众提供就业 2.3 万余人

次，为当地群众创收达230余万元。

据上寨村茶叶基地负责人介绍，

采茶群众大部分来自周边村庄，他们

每天收入在 100 元以上。此外，群众还

可通过管理茶园、在茶叶加工厂务工

等方式增加收入，茶产业已成为当地

群众稳定增收的重要支柱。

果瓦茶的制作方式除了当地茶农

采用古法制茶外，还引入公司进行规

模化生产。“新旧结合”的制茶技艺让

果瓦茶焕发出勃勃生机。

上寨村村民王先贵因用古法制茶

而远近闻名。他专门选择树龄在 300 多

年以上的古茶树叶，采用世代相传的

技艺炒茶，至今已近 40 年。传统古法

制茶技艺需经过采茶、摊凉、杀青、

揉捻、提香等数十道工序才能制作完

成。在炒茶普遍机械化的今天，王先

贵仍坚持古法制茶不动摇，在他看

来，古法制茶虽然效率不高，但每一

缕茶香都饱含着果瓦贡茶的独特清香。

位于茶园村的贵州正辉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的茶叶加工厂内，工人们正

忙碌着把加工好的茶叶打包。“我们在

果瓦乡发展茶叶主要是看中两点，就

是果瓦乡的生态气候优势和土壤优

势，而且这里周边都没有工业污染，

是发展高山有机茶的宝地。今年，我

们的茶叶逐步进入盛产期，将有效带

动茶农增收。”公司总经理朱正忠对未

来发展充满信心。

大方县果瓦乡

茶叶铺就致富路

群众在采茶群众在采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