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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收过后，田野空旷，正是整地备

耕的好时节。

“我宣布，全市 2023 年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集中开工！”近日，在大方县

长石镇山坝村，随着主持人一声令下，

全市 2023 年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拉开帷

幕。当天，在大方、织金、纳雍、威宁

等地实施的 18 个项目同时开工。

行走在山坝村的田间地头，田野里

一派繁忙景象：平整地块、铺设路基、

整修沟渠……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

荼，工人们熟练地操作着挖掘机。不远

处，已经铺设粗砂的机耕道慢慢成形。

说起建设高标准农田，山坝村老支

书陈福俊举双手赞成，“现在施工的地

方有 200 多亩耕地，高标准农田建成

后，对农业增收有很大作用。”

大家靠着 321 国道，有山有水，还

不能过上好日子？为了争取项目支持，

陈福俊带着村干部进组入户做群众思想

工作。

2023 年，山坝村争取专项资金建设

高标准农田 1700 亩，其中建设示范田

300 亩。

“门口这块土地年底将建成梯田，

我们不光有了良田，还有美景。”陈福

俊和村“两委”班子为以后的日子进行

规划，靠着良田美景发展乡村旅游，村

民的日子一定会更红火。

光明组的郭明会家有 4 亩地，他和

老伴把成片的 2 亩多地收拾出来种粮

食。有了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支持，郭

明会家的地块将连接机耕道，马上就要

过上开门就闻稻花香的日子。

大方县长石镇因为盛产面条，远近

闻名。

在长石街上的面条批发生产作坊

里，前来加工面条的人进进出出，作坊

外的晾晒架上，加工好的面条散发浓郁

的麦香。

近年来，长石镇依托高标准农田建

设整合土地资源，扩大小麦种植面积，

通过面条加工，带动群众增收。

说起建设高标准农田，长石镇党委

书记杨荣祥打开了话匣子：“高标准农

田建设让土地有了增量空间，耕地平整

让原先的小田变成成片的‘大田’，沟

渠排灌及时，机械化深入推进，群众的

种粮积极性更高了。”

目前，长石镇种植小麦 1 万余亩，

仅长石街上的面条加工作坊就有 30 余

家。小麦种植、面条加工已成为长石一

道亮丽的风景，既延长了产业链，又鼓

起了群众腰包。

近年来，毕节市农业农村局编制了

《毕节市高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与乡村振兴、农业现代化发

展、耕地质量保护提升、土地集约化经

营、重点建设区域相结合，科学规划工

程布局和建设内容。

长效的管护机制不仅可以保障高标

准农田成果的可持续利用，也可以增强

管理层对农业生产的精细化控制，为丰

富农业发展需求提供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和技术支持。

“2022 年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 28.5
万亩，其中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3.19

万亩。今年建设任务是 21.5 万亩，共 34
个项目，预计年底全部建设完工。”毕

节市农业农村局有关负责人说，下一

步，将加强高标准农田建后管护，按照

权责明晰、运行有效的原则，指导各地

建立健全日常管护和专项维护相结合的

工程管护机制，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

基 。

建好良田 保障丰收
——毕节市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见闻

□ 本报记者 杨 念 通讯员 陈礼鹏

图说
新闻

10 月 25 日，位于毕节高新区的

贵州贵航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车间

内，工人在生产线上忙碌。

近年来，毕节市持续厚植企业

发展沃土，加快引进、培育一批优

强企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带动

群众就业增收。

（本报记者 李 飞 摄）

农技人员驾驶收割机采收水稻农技人员驾驶收割机采收水稻（（资料图资料图））

本报讯 （记者 李肖荣） 时下，正

是猕猴桃成熟上市的季节。在黔西市林

泉镇增坪村猕猴桃种植基地，一片郁郁

葱葱的猕猴桃树下，挂满圆润饱满的猕

猴桃，甚是惹人喜爱。

2015 年，林泉镇成立兴黔盛源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增坪村流转土地

400 多亩种植红心猕猴桃，今年是挂果

的第 6 年。基地主要种植品种为贵长猕

猴桃，还种有少量黄心猕猴桃及翠香猕

猴桃。

“种植过程中，我们按照绿色有机

农产品标准进行管理，不用除草剂及化

学品催熟，糖度达到 6%以上才会进行采

摘，以此来保证猕猴桃的品质。”该合

作社负责人黄勇表示，经过多年的栽培

优化后，基地产出的猕猴桃具有果肉细

嫩、口感香糯、酸甜适中等特点，远销

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得到消费者的

青睐。

“这里的猕猴桃酸甜可口，果味浓

郁，很好吃。”正在采摘的游客吴玉兰

对基地的猕猴桃赞不绝口，她表示，每

年猕猴桃成熟季节，都会来基地采摘一

些送给亲朋好友。

黄勇介绍，由于今年气候好，雨水

多，产量很不错，品质良好。“今年基

地每亩大概能产 1500 公斤猕猴桃，采摘

期可持续到 10 月底。”

近年来，林泉镇立足实际，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采取“公司+合作

社+农户”经营模式，在增坪、海子、

新水、松树等村规划发展猕猴桃产业，

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黔西市林泉镇

猕猴桃成熟上市

本报讯 （滕 露 报 道） 10 月 25
日，毕节市农机安全服务中心联合七星

关区农业农村局在朱昌镇开展农业机械

操作手培训。

在位于朱昌镇的毕节市阳光拖拉机

驾驶培训学校，24 名学员有序排队等待

着倒桩入库、挂接农具、模拟道路考

试。考试严格按照 《拖拉机和联合收割

机驾驶证考试内容与合格标准》 规定进

行。最终 24 名学员全部通过考试，熟练

掌握正确驾驶技能和操作规程。

随后，工作人员以通俗易懂的语言

向大家讲解了农机安全隐患、农机安全

技能等内容。同时，通过张贴农业机械

安全事故警示曝光栏、发放 《毕节市农

业机械安全生产宣传指南》 等方式进一

步增强学员的安全生产防范意识和责任

感。

通过此次考试，提高了农机驾驶操

作人员的安全意识和技能水平，为有效

降低农机安全隐患，预防农机安全事故

发生，提高农机作业质量和效率打下了

坚实基础。

据悉，今年以来，全市完成拖拉机

驾驶员培训 16 期，考试发证 632 人，全

市累计在册拖拉机驾驶人 3.1 万余人，

开展安全监管检查 698 次。

下一步，市农机安全服务中心将持

续抓好全市农机驾驶员考试发证和拖拉

机注册登记、年检工作，抓好送检下乡

便民服务。同时，加大农机安全生产监

管、宣传力度，持续护航农业机械高质

量安全发展。

毕节市农机安全服务中心

开展农业机械操作手培训

本报讯 （记者 胡艳群 ） 近日，织

金县大平乡邀请贵州省农业科学院果树

研究所农技专家及织金县林业局专家开

展蜂糖李管护技术培训。

培训采取理论和实际操作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农技专家就蜂糖李栽种、施

肥、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等理论知识

作了系统讲解。

在实际操作培训环节，农技专家就

蜂糖李的管护、修枝整形等作了现场演

示，组织参训的干部群众分组进行实际

操作，大家相互请教、相互指导，共同

完成蜂糖李的修枝整形，农技专家现场

点评，及时纠正存在问题。

参训学员认真聆听观察，场面气氛

活跃，真正让参训的果农及养护人员学

到实用的真本领。通过组织培训，进一

步转变了群众的种植观念，提升了群众

田间管理和病虫害防治水平，为下一步

种植好、管护好蜂糖李产业提供技术保

障。

“下一步，大平乡将坚持市场化思

维，做好蜂糖李管护工作，在‘精特优’

上下功夫，努力形成市场驱动、政府引

导、群众参与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做大

‘大平李好’品牌。”大平乡党委书记赵怡

说。

织金县大平乡

开展蜂糖李管护技术培训

本报讯 （毛 宁 罗 纱 报道） 时

下，威宁自治县黑土河镇黑土河社区蔬

菜种植基地里，一棵棵白菜个大饱满、

长势喜人，务工群众正忙着采摘、分

拣、装筐、装车……

今年，黑土河社区立足农业产业结

构现状，引进威宁县涵紫养殖有限责任

公司和威宁纳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流

转土地 800 亩，种植生长期短、产量

高、效益好的白菜、萝卜等蔬菜。

白菜从种植到采收只需 3 个多月，

基地持续做好日常管理和病虫害防治等

工作，提升白菜品质，打通销售渠道。

目前，150 亩白菜长势良好，已经陆续

进入盛产期，亩产量 4000 公斤，收购商

直接到地里收购，不愁销路。

威宁县涵紫养殖有限责任公司基地

负责人赵常胜说：“今年白菜的市场价

格比较稳定，目前一吨的批发价 800 元

左右，基地种植的大白菜主要销往贵

阳、广西、广东等地，销路不错。”

基地的蔬菜从种植到采收为当地群

众就业增收提供了机会，带动当地务工

人次 1000 余人次，同时流转当地农户土

地栽种，进一步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下一步，黑土河社区将充分利用地

理优势，扩大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提升

蔬菜品质，加强技术指导，打造一条无

公害蔬菜规模化、品牌化发展之路，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威宁自治县黑土河镇

白菜丰收 产销两旺

纳雍县新房乡河边村村民张碧创办

了纳雍汇益牛业有限责任公司，独自走

村串寨买了 180 多头黄牛，将牛养得膘

肥体壮。

年过半百的张碧一向敢闯、敢拼。

她曾织过毛衣，开过货车，跑过中巴

车，做过生意，开过餐馆……

今年 4 月，在贵阳打拼多年的张碧

回到河边村，花了 50 多万元买下村里闲

置的养牛场，再到猪场乡打磨石牛马交

易市场及周边村寨选购黄牛育肥销售。

经过半年努力，张碧的养牛规模日渐壮

大，存栏量接近 200 头。

河边村在外务工的村民刘祥带着家

人在养牛场务工，负责牛场大小事务，

一家三口一年能挣 16 万元。工作不苦，

工资不低，刘祥很满意：“比在外面打

工还划算。”

要喂出好牛，牛源是关键。每购买

一头牛，无论是品种，还是个头，张碧

都严格把关：“我买的牛主要以本地黄

牛为主，精挑细选的每一头牛育肥后，

牛肉都能得到大家认可。”

养牛走上致富路
□ 杨 英 翟华兰

本报讯（记者 文 海） 近日，由毕

节市农业农村局指导，南方报业传媒集

团、南方农村报社主办，牛羊宝典、南

方牛羊产业体系联盟、毕节市肉牛产业

协会承办的 2023 年第六届南方牛羊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在毕节举行。

此次论坛以“破局思变·提质增效·
产销融合”为主题，会期两天，参会的

有关专家学者、企业和协会代表从动物

菌病免疫防控、肉牛精准育肥技术、肉

牛产业联农带农富农、我国南北方牛羊

产业现状、推进贵州(毕节)肉牛产业高

质量发展等多个方面，对肉牛产业发展

的新形势与新机遇进行了深入对比分

析，并就南方饲草资源本地化的实践模

式开展探讨。

高峰论坛期间，还举办了“2023 毕

节市牛肉美食文化节”，通过现场品

鉴、产品推介方式大力宣传贵州黄牛、

毕节牛肉品牌，进一步拓宽营销渠道，

为南方牛羊产业高质量发展赋能，推动

南方肉牛羊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贵州省大力发展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将黄牛产业作为助力乡

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朝阳产业和战

略选择，大力推动贵州黄牛高质量发

展。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推动

下，全省肉牛产业发展取得了明显成

效，产业布局不断优化、产业链条不断

完善、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品牌建设不

断加强、产品市场不断拓展，呈现出良

好的发展势头。

毕节市是贵州省牛羊产业发展的核

心区域。近年来，在国家和省的关心支

持下、在国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和

绒毛用羊产业技术体系的倾力帮助下，

毕节市牛羊产业取得较快发展，肉牛存

出栏总量居全省第一，肉羊存出栏总量

居全省第二，建成了西南最大安格斯肉

牛养殖基地，贵乾半细毛羊入选国家畜

禽新品种名录。

据了解，此次牛羊产业发展高峰论

坛的举办，进一步宣传推介了毕节牛羊

产业，也为毕节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搭建

起了平台。

（江子钰 参与采写）

2023年第六届南方牛羊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在毕节举行

务工群众将白菜装车务工群众将白菜装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