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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七星关区通过高位推

动、强化服务、提升政务服务便利度等

措施，以效率、法治、企业、契约为

贵，让企业省心、安心、舒心、放心，

进一步树立“有难必帮、有求必应、无

事不扰”的“贵人服务”品牌。

通过筑巢引凤，吸引 46 个优质企

业 入 驻 七 星 关 区 ， 到 位 资 金 31.17 亿

元，以产业大招商和优化营商环境新

突破，奋力推动毕节经济社会发展迈

上新台阶。

一

近日，走进位于毕节高新区的毕节

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各

生产线上，工人们正忙着填色、喷漆、

质检、组装……赶制客户预订的高端动

漫手办，一派繁忙景象。

“我已经在明月工作好几年了，我

对这份工作很满意。”家住碧海街道的

工人吴运梅一边对产品进行质量检查，

一边感慨地说，在家门口就能成为月薪

5000 元的“上班族”，感觉不错。

近年来，七星关区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大力“筑巢引凤”，推动全区工业

产业高质量发展，让越来越多像吴运梅

一样的普通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的

梦想。

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入驻高

新区两年多以来，在七星关区利好政策

和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驾护航下，已建成

36 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和 108 条先进的动

漫手办生产线，解决周边群众就业 1240
人 ， 2021 年 实 现 产 值 2300 余 万 元 ，

2022 年实现产值 1.1 亿元。产值不断攀

升，规模不断壮大，企业发展逐步迈入

“快车道”。

“2020 年，明月到毕节进行调研参

观，发现毕节有丰富的人力资源、良好

的服务和营商环境，我们非常满意。”

毕节明月工艺美术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冬

阳介绍，明月落户毕节后，在厂房的租

赁使用上享受了优惠政策。企业开办过

程中，消防、安监、卫生等相关部门工

作人员的“保姆式”服务，极大地方便

了公司其他事项的开展。

“我们对毕节这个地方充满信心，公

司预计今年底就能实现 2000 人的就业规

模，出口达到7000万元。”王冬阳说，明

月落户毕节之后，一直坚持“本地优

先、助力发展”的指导思想，通过加强

企业管理和员工生产技能的培训力度，

使企业用工和群众增收实现良性循环。

二

2017 年，七星关区投资 4000 万余

元，在贵州致福光谷产业园建成贵州省

光技术联合创新与服务中心，成立一流

的光度学检测室、色度学检测室、环境

可靠性实验室、电学检测实验室、光环

境评测以及材料实验室等九大检测研发

实验室。

“毕节重视人才，爱才、惜才、敬

才，充分保障人才待遇和提供创新创业

平台，支持科技项目研究、资源共享、

合作交流以及科技成果转化，才使得我

的教室健康照明、智慧路灯、光学养殖

等科技成果逐步实现转化应用。”贵州

省光技术联合创新与服务中心主任何启

鹏说。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贵州致福光谷孵

化器创新平台作用，孵化培育高新技术企

业集群，建立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以科技

创新驱动产业高质量发展，让更多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毕节试验区实现

高质量发展注入‘光明’动力。”谈及未

来的发展，何启鹏信心满满。

栽 下 梧 桐 树 引 得 凤 凰 来
——七星关区助推工业高质量发展小记

□ 张媛媛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本报讯 （鲁绍林 刘 宇 罗静漪

报道） 近年来，赫章县兴发乡党委政

府坚持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

目标，大力发展以莲花白、青菜、香

葱为主的高山冷凉蔬菜种植，让高山

冷凉蔬菜“热”起来，有效促进群众

增收。

入秋以来，位于中营村的赫章县

航霖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高山冷凉蔬

菜种植基地，已覆盖好地膜的蔬菜苗

长势喜人。

蔬菜种植基地充分利用土地、气

候优势，根据不同地域的市场需求，

错峰种植各类时令蔬菜，供应市场。

该 蔬 菜 种 植 基 地 负 责 人 朱 红 介

绍，上一季种的是洋芋，洋芋采收完

种莲花白，莲花白到 12 月初就可以采

收了。采收完继续种青菜，充分盘活

土地资源。

蔬菜种植作为短、平、快产业，

每道工序都需要大量务工人员，当地

群众在家门口就可以就业。“我在基地

务工，一天可以挣 100 元。”务工群众

王小芬说。

“ 我 们 在 中 营 村 种 了 600 多 亩 蔬

菜，务工人员都是周边群众，平时每

天有 20 名务工人员上班，工资都是一

月一结。”朱红说。

在种植户马伟琼的蔬菜种植基地

里，成片的莲花白已经卷心，即将采

收。“我在中营村种了近 200 亩莲花

白 ， 产 量 很 高，销售将持续到 11 月

份。”马伟琼说。

“中营村海拔较高，早晚温差大，

适合种植冷凉蔬菜。目前，我们村种

植了 900 余亩蔬菜，带动群众就业 100
人左右。”中营村驻村第一书记马兴

关说。

下一步，兴发乡将继续围绕产业

结 构 调 整 做 文 章 ， 以 能 人 带 动 为 抓

手，以市场为导向，引进优质品牌，

以“企业+农户”的模式，切实提升冷

凉蔬菜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带动全

乡蔬菜产业向规模化、标准化、产业

化方向发展。

赫章县兴发乡

让高山冷凉蔬菜“热”起来

本报讯 （江 婵 高 毅 张 婷

报道） 时下，正值西红柿丰收季。纳

雍县张家湾镇二道河村蔬菜大棚内一

片繁忙，村民正忙着采收西红柿。

“我们基地种植的是粉西红柿，这

些西红柿卖到重庆、成都、广州等地

的蔬菜批发市场，目前已经运出去 200
吨了，销路不错。”西红柿种植户陈

顺阳说。

今年，重庆人陈顺阳通过张家湾

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二道河村，以每

个大棚每年 1000 元的租金租用当地 468

个大棚种植西红柿。6 月进行西红柿苗

移栽，经过两个多月的生长，第一批

西红柿已于 8 月下旬成熟上市。

西红柿基地从种植开始，每天都

需 要 大 量 务 工 人 员 。 如 今 进 入 采 摘

期，每天需要 50 人左右参与采摘、分

拣、装箱。“我们是按小时付工资，每

人每天能挣 100 多元。”陈顺阳说。

据了解，二道河村西红柿采摘期

将持续到 10 月份，每个大棚一季能产

2500 余公斤西红柿。

纳雍县二道河村

西红柿成熟上市

群众采收西红柿群众采收西红柿

本报讯 日前，走进织金县绮陌街

道大沟社区辣椒种植基地，红绿相间

的辣椒挂满枝头，惹人喜爱。当地群

众正熟练地进行辣椒采摘、搬运、分

拣、装袋。

今年以来，大沟社区通过党组织引

领，采取“合作社+农户”的种植模

式，在沟边组、罗家寨组等地种植辣椒。

辣椒种植为村民增收致富铺就了一

条“红火”路。“发展辣椒产业能为当

地群众提供部分就业岗位，增加群众收

入。”大沟社区驻村干部李红友说。

“采摘辣椒虽然累，但看到一个个

红彤彤的辣椒，预示我们的生活红红

火火有盼头。”务工群众刘跃芬说。

据悉，大沟社区种植辣椒 250 余

亩，采收的辣椒主要销往织金、贵阳

等地。下一步，大沟社区将以党建为

引 领 ， 整 合 现 有 资 源 ， 根 据 市 场 需

求，大力发展本地特色产业，拓宽群

众增收渠道。

（织金县绮陌街道 供稿）

织金县大沟社区

发展辣椒产业助农增收

秋高气爽丰收望，高粱红遍农家

忙。

时下，正值高粱成熟，金沙县各高

粱种植基地种植大户趁着晴好天气抢收

高粱，到处一派繁忙的秋收景象。

9 月 2 日，在金沙县柳塘镇淹坝村一

组龙洞湾高粱种植基地，高粱种植大户

李忠元正组织工人采收高粱。

“今年风调雨顺，这样一亩地可以

收 800 斤左右的干高粱。这几年高粱一

年一个价，去年 5 块多，今年我的收购

订单价格是 6 块 6。”李忠元指着地里的

高粱说。

近年来，李忠元在“订单高粱”种

植中尝到了甜头，今年他流转 120 亩土

地专门种植有机高粱。

不断扩大的种植规模为附近的村民

就近务工提供便利。

“自己家的地少，我们在周边打零

工平常也就是百把块钱一天，收高粱的

时候 150 元一天。”村民黄仕英和涂再兰

每年在高粱种植和采收时节都来基地务

工。

去年，李忠元家仅高粱种植和采收

支付的工资就达 7 万多元。

为了趁天气晴好抢收高粱，李忠元

更是全家总动员，父亲李昌耀负责晾晒

脱粒的高粱，弟弟李忠华则开着拖拉机

在地里来回穿梭运送高粱。

“以前大家采收高粱以后秸秆就堆

在地里，要么就是背回家当柴烧。现在

农村都用电或者用液化气，哪个还一天

去烟熏火燎地做饭咯。”李忠元说。

为了“消化”这 100 多亩的高粱秸

秆和脱粒剩下的高粱穗，李忠元创办了

家庭农场，养殖西门塔尔牛。经过两年

繁育，如今存栏 70 余头。

为此，李忠元专门请来村民朱品高

负责养牛，月工资 4000 元，喂得好还有

奖励。

“高粱采收后，地里的秸秆和脱粒

的高粱穗全部粉碎做青储饲料，养殖场

的牛粪还田种植高粱。”李忠元开始尝

试循环种养。

前有李忠元的成功种植，后有文刚

常 20 亩、张前菊 10 亩、陈元 30 亩的跟

进……

在淹坝村，村民种植高粱蔚然成

风。

品质纯正的红缨子糯高粱，颗粒坚

实饱满、均匀，粒小皮厚，耐蒸煮，正

是酿酒的上乘原料，高粱产业的发展促

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

“优质的本地有机高粱是酱酒品质

稳定的第一道关口。”种植大户陈国才

种植了 30 多亩高粱，除了销往遵义仁

怀，也与本地的金沙酒业做生意。“哪

里的价格给得好，我就往哪里拉高粱。”

金沙县位于赤水河上游，其地缘优

势使得该县种植的有机红缨子糯高粱品

质出众、产量高，支链淀粉含量高达

90%以上。

酒业的“第一车间”在田野，在高

粱地里，这片旺盛的土地上生长优质原

料，成就了好酒，最终构成了完整的产

品生态链。

“近年来，金沙县有机高粱产业快

速发展，已形成‘酒企+龙头公司+合

作社+农户’产业生态和发展模式。目

前 ， 全 县 已 有 25 个 乡 （镇 、 街 道）

29.56 万亩基地获得有机地块认证，拥

有有机高粱专业合作社 116 个，覆盖 25
个乡 （镇 、街道)，158 个村 （社区），

涉及农户 4.5 万余户。”金沙县副县长万

纯飞说。

同样在 9 月 2 日，一场主题为“庆

丰收 促和美 ‘金沙红了’2023 年丰收

庆祝活动”在该县平坝镇举办，以新岁

红粱，感天地恩泽，祈基业昌隆。

通过祭粱仪式，表达对粮食的敬畏

和感恩，祈求来年风调雨顺，粮谷满

仓。

自 2021 年起，金沙酒业便开始举办

“金沙红高粱节”，这是金沙酒业独有的

品牌 IP 活动，也是一场品质与文化的行

业盛事。

今年，红高粱节已成功举办第三

届，主题延续“金沙红了”，寓意着金

沙红高粱的丰收以及金沙酱酒产业的繁

荣，是一场集原粮、文化、互动、趣味

于一体的庆典。

“作为酿酒的‘第一车间’，金沙酒

业重视高粱产业的发展，将推动高粱产

业的兴盛，打造高粱产业生态链，增强

产业动能，做大规模、做优品质，持续

为美好生活酿酒。”华润啤酒副总裁、

金沙酒业总经理范世凯讲述了金沙酒业

连续举办“金沙红高粱节”的初衷。

范世凯说：“随着高粱丰收节和酱

酒发展大会的举办，一定会提升农民群

众对有机高粱的种植意愿，势必推动金

沙特色农业和白酒产业互补共赢、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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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彭资竣 报道） 近日，在

七星关区龙场营镇元岩村的天麻种植

基地，天麻种植大户龙在付正查看天

麻长势，同时抢埋最后一批菌材。

“我种植了 500 亩天麻，今年收入

预计有 300 万元。”龙在付说，今年天

麻长势很好，也不愁销路，产业发展

前景广阔。

七星关区天麻产业高质量发展工

作专班联络人郭刚介绍，目前，七星

关区种植天麻的乡 （镇、街道） 有 30

个，总面积达 10.5 万亩。

“经过这些天实地查看下来，天麻

长势喜人，估计平均亩产 600 斤。”郭

刚介绍，得益于七星关区得天独厚的

自然优势，林下仿野生天麻种植出的

天麻品质与产量在市场上极具竞争力。

近 年 来 ， 七 星 关 区 不 断 强 化 资

金、人才、技术支撑，大力发展天麻

种植，持续深耕林下经济，助力乡村

振兴。

七星关区

林下仿野生天麻长势好

庆祝丰收庆祝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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