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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林小瑕 报道）“现在跨省异

地就医可以直接报销，家里如果有在省外

务工的，可以回去多多宣传。”近日，织金

县牛场镇合医办工作人员、志愿者以赶场

天为契机，开展跨省异地就医报销直接结

算宣传活动。

现场，工作人员悬挂横幅，发放宣传

折页等，针对群众提出的报销政策、备案

需要提交哪些材料等问题，进行解疑答

惑，并详细讲解了“先备案、选定点、持

码卡就医”的异地就医管理服务流程。

织金县牛场镇

开展跨省异地就医报销
直接结算宣传活动

本报讯（张云航 报道） 时下，走进织金县三塘镇落处村苦瓜

种植基地，郁郁葱葱的藤蔓上垂挂满大大小小、色泽嫩白的苦瓜，

十分喜人。

“落处村四周山环岭绕，气候、温度条件很适宜苦瓜生长，灌

溉用山泉水，各种优质条件造就了苦瓜在市场上很受青睐。”提到

苦瓜种植，基地负责人李佑权一下子打开话匣子。

“苦瓜种植是一个低投入、高回报的产业。种植方法简单、管

理省工、采收期长、产量高，一亩地可采收 2500 公斤，市场销售价

格卖到了 8 元每公斤。我们现有苦瓜大棚 80 个，预计今年产量 30 万

斤，主要销往贵阳、湖南、广东等地。”

产业兴旺为当地村民带来实惠。

63 岁的村民李明秀从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赚钱。“我们每天都

在不同大棚采摘，早上 6 点多来采摘 3 个小时，下午做一些简单的

管护，都是手上活路，不太累，一天 100 多块钱。”

为了将土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该基地还在苦瓜架下种上了茄

子，目前，已达到架上架下双收益。

如今，该基地共有固定务工群众 10 余名，负责采摘、管护、打

包，产业兴旺的同时，还带动周边群众就业增收。

近年来，织金县三塘镇在产业发展中不断做活土地文章，通过

对土地托管、流转、承包、家庭农场等方式，大力发展食用菌、辣

椒、冷凉蔬菜、苦瓜等系列特色种植产业，通过保底分红、入股分

红、群众务工等形式，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织金县三塘镇

小苦瓜结出甜日子

本报讯（罗天彩 报道） 时下，走进织金县金凤街道黑木耳示

范种植基地，一排排菌棒整齐堆叠摆放，菌棒上缀满色泽黑亮的黑

木耳。务工群众正熟练地将木耳采摘下来放入筐中，搬运、搭棚、

晾晒，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金凤街道依托水资源丰富的优势，引进织金云龙农业

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黑木耳示范种植，并发动当地农户全程参与

种植。除了土地流转、入股分红的收入外，群众还能通过在木耳基

地务工获得收入。

食用菌种植是织金云龙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主打产业之

一，经过多方考察，该公司决定在金凤街道新寨村流转 120 亩土地

试种黑木耳。

“基地的木耳在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地十分畅销。”看到

现在长得“乌泱泱”的木耳，基地负责人赖世伦对今后黑木耳产业

的扩产增收信心十足，明年他准备扩大种植规模到 260 亩，预计用

工量将达 300 余人。

做给群众看，带着群众干。杨杰是新寨村离任的“老支书”，

10 多年的任职经历，使他对村寨的发展尤其牵挂。从村里的木耳基

地建设开始，他就带着当地群众一起边干边学。看到现在木耳的长

势和收益，杨杰信心大增，坚信木耳产业必将大有可为。

“我在管理的同时也在学技术，明年准备种 10 多亩。我种成功

了大家才会跟着做。”杨杰说，现在已有 12 户农户在基地里面边做

边学，都是在为明年发展木耳产业打基础。

在三塘镇林下千亩食用菌种

植基地，一个个白色大棚鳞次栉

比、格外耀眼。

大棚内，家庭农场主刘奇先

正忙着给平菇浇水，干劲十足。

长年在外打工的刘奇先在村合作

社的带领下，成了三塘镇干河村

的家庭农场主之一，他承包的 4
个大棚目前每天产值可达 1600 余

元。“自己管理好才能多产菇，每

个棚平均每天可采收 100 公斤平

菇，市场价可达 4 元每公斤。”刘

奇先说。

“我们不怕吃苦，怕的是没有

好项目和前期启动资金。”三塘镇

川洞村副主任李奎也是林下千亩

食 用 菌 种 植 基 地 家 庭 农 场 主 之

一，“我们有贴息贷款来种植平

菇，自己给自己干活，不仅收入

增加了，干起活也更有劲了。”李

奎高兴地说。

为了解决群众创业资金紧缺

难题，三塘镇党委政府采取家庭

经营主体的形式发展乡村产业，

同时推出乡村振兴产业“贷”，通

过“银行低息放贷、政府贴息补

助、农户自担风险”的方式，帮

助群众贴息发展产业，助力乡村

振兴。

“目前，共动员和帮助建立了

15 个家庭农场，带动 90 户农户发

展食用菌种植 60 万棒，让当地群

众实现了从‘打工人’到‘小老

板’的转变。”三塘镇党委书记邓

生华说，通过发展林下食用菌产

业，村集体和农户每年能获得流

转费 10 万余元。同时，通过与贵

州织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

议，以保底 4 元每公斤的价格收

购的方式，带动家庭农场实现年

毛收入 360 万元，林下千亩食用

菌示范基地能实现产值 2200 余万

元。

本报讯 （ 张云航 报道） 今年以

来，织金县立足自身实际，着力唱好招

商引资“重头戏”，打好招商引资“组合

拳”，把“质”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多

措并举确保真招商、招真商、真落地，

全力推进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

发挥资源优势招商。凸显全联定点

帮扶成效，打造帮扶示范，强化与全国

各地商 （协） 会对接联系，加大织金旅

游资源的宣传推广。以“两换”资源为

基础，紧盯煤磷电化一体化首位产业，

食用菌 （竹荪） 主导产业谋划“两图两

库两池”，打造“顾问式服务”招商模

式，开拓市场化招商，大力推行小分队

上门招商，实现“两换”招商常态化。

建立完善招商引资目标责任体系，深入

推进“大统战+大招商”行动，大抓招

商，大聚产业，大上项目，大促消费，

以产业大招商大突破助推织金高质量发

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

合理增长，形成“东部企业+织金资

源”“东部总部+织金基地”发展模式。

强化示范带动招商。推动“关键少

数”招商，力争全年引进优强企业 27 家

以上，用好用活招商引资项目“五个

一”机制，积极为企业纾困解难，提升

服务效能；创优法治环境、信用环境和

城市环境，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全力优化营商环境。认真落实优化营

商环境重点任务清单，深入开展营商环境

“大排查、大整治、大提升”专项行动，

对民营企业进行分级分类走访，收集问

题、建立台账，现场办公、边查边改，尤

其对政策落实和要素保障不到位、承诺不

兑现等典型问题，加大整治曝光力度；持

续打造“贵人服务·毕须办”政务服务品

牌，进一步提升企业获得感和满意度。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织金县

“三举措”推动招商引资
提质增效

盘活林地资源 释放生态红利
——织金县发展林下经济助农增收侧记

织金县金凤街道

小木耳撑起大产业

▲

工作人员为群众讲解政策

满目苍翠的群山绵延不绝、郁郁葱葱

的林海一望无际、各具特色的林下产业方

兴未艾……

守得一片绿，换得金山来。近年来，

织金县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独特的气候

优势，不断盘活林下资源，大力发展林下

种植产业，变生态资源为致富之源，让越

来越多群众享受到生态改善带来的红利。

一直以来，“织金皂角精”备受市场青睐，远

销日本、新加坡等地。

经过 30 余年的发展，“织金皂角精”获国家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认证，皂角被列为全省 12 大特

色产业。近年来，织金县大力发展皂角种植 52.07
万亩，形成了年总产值 200 亿元以上的优势特色

产业。

走进织金县猫场镇新寨村，远处苍翠的群山

重重叠叠，蜿蜒起伏，近处成片的皂角林郁郁葱

葱，皂荚满枝。皂角林下立体套种的高粱及魔芋

长势喜人，丰收在望。

“皂角树丰产期亩产刺 100 公斤以上，亩产值

5000 元以上，同时亩产皂荚 1100 公斤，可加工皂

角米 110 公斤，亩产值 8800 元以上。”织金县皂角

产业商会会长、贵州美滋堂食品销售有限公司负

责人谢伟说，虽然种皂角树经济效益可观，但是

前 3 年看不到效果，只有整合好现有皂角林地资

源，通过以短养长方式，才能有效促进农业增

效、带动群众增收。

为了将生态优势转换成经济优势，今年以

来，谢伟在猫场镇新寨村流转 200 亩皂角林地，

立体套种高粱、玉米和魔芋三种农作物，实现

“一地多收”。

据谢伟介绍，林下套种玉米亩产量可达 600
至 800 公斤，亩产值 2500 余元；高粱亩产量 400 至

500 公斤，亩产值 2300 余元；魔芋亩产量可在 3.5
至 4 吨，亩产值 2000 余元。

“为有效整合皂角林地资源，今年以来，猫场

镇结合自身实际，采取‘龙头企业+镇联合社+村

合作社+农户’生产经营模式，着力打造‘皂角+’

林下经济示范带，通过‘皂角+’林下套种南瓜、

辣椒、魔芋、高粱等经济作物，以种代管，有效

提升土地综合利用率，实现多元产业联动共赢。”

猫场镇党委书记焦凯说。

“织金竹荪”因其具有清香、

绿色和营养保健等特性，一直深

受海内外美食家好评，产品远销

沿海城市以及东南亚等国家。

如今，织金县被命名为“中

国竹荪之乡”，“织金竹荪”获国

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认证和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注册，该县已初步

形 成 了 竹 荪 菌 种 培 育 、 竹 荪 栽

培、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体

系。今年以来，该县共种植竹荪

0.56 万亩，其中林下竹荪 0.42 万

亩，现有竹荪企业 28 家。

在织金县熊家场镇陶家洞村

的成片林地里，一垄垄黑色的竹

荪棚在林地间蜿蜒起伏。村民们

在林下穿梭、采摘、搬运竹荪，

不时传出欢声笑语。

“过去用大棚种植竹荪，需要

大量木材，现在直接用菌棒来种

植。”该竹荪种植基地技术顾问雷

恩昌说，林下种植更加符合竹荪

的生长习性，在节约土地资源的

同时还降低了竹荪的生产成本。

同时，由于林下种植通风透气性

较好，降低了竹荪发病率，种出

来的竹荪经过检测，其所含的氨

基酸和矿物质比常规大棚种植的

竹荪高。

为了让生态红利不断释放，

惠及更多当地群众，陶家洞村立

足森林资源丰富的天然优势种植

林下竹荪，采取“公司+合作社+
农户”模式，为全面推动乡村振

兴开新局走出一条“绿色经济发

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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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春府

三塘林下食用菌基地一角

务工群众搬运竹荪

金凤街道黑木耳基地群众正在采摘木耳金凤街道黑木耳基地群众正在采摘木耳（（王春府王春府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