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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江子钰 毛远慧 报道）

近日，在金沙县安底镇五龙村菊花种

植基地，雪白的菊花竞相怒放。

据悉，在保证温度、肥度的情况

下，该基地菊花全年有 10 个月处于采

摘期，可实现分批种植、分批出货。

种植、浇水、除草、施肥、抹芽、采

摘、扎捆等环节，为基地周边群众提

供就业岗位。

“大拇指用力掐，手腕往下折，菊

花就能轻松折断。”说起菊花的采摘经

验，在基地务工的五龙村村民张友凤

很有一套，“花头饱满、颜色纯净，枝

条粗壮、叶片好的就属于高品质菊

花。”

“基地现主要种植优香、精调、白

扇等品种的白菊，均以鲜切花向外出

售。”基地负责人谢飞虎介绍，与受节

日影响比较大的观赏性花卉不同，菊

花鲜切花需求量较大，主要销往重

庆、成都、香港等地，今年已销售

200 万支菊花。

拥有 7 年菊花种植经验的谢飞虎

是土生土长的安底人。2021 年，回到

家乡的谢飞虎利用闲置大棚发展菊花

产业，目前种植菊花 113 个大棚，种

植面积 120 余亩。

“现在每支菊花市价平均为 8 角，

一束能卖 8 元左右。”尽管鲜花市场

价格波动较大，但优良的菊花品质

为基地带来了稳定的客源和可观的

销售前景，这是公司发展“订单自

提式”菊花产业的原动力。“近段时

间采摘的菊花准备运往重庆，客户

订单要求 60 万支 A 级品质的菊花。”

谢飞虎说。

近年来，五龙村充分挖掘优势资

源，大力培育菊花种植等特色产业，

打造农村经济新亮点，全力拓宽群众

增收致富路，有力助推乡村振兴。

金沙县安底镇五龙村

菊花绽放助振兴

本报讯 （金 莎 黄源汇 报道）

当前，正值秋冬种关键时节，金沙县

岩孔街道的粮油生产基地里，农户们

正抢抓农时，犁地垄田、栽苗施肥，

呈现一派繁忙景象。

为充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岩孔

街道坚定不移地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大力推广“粮油轮

作”种植模式，引导农户种植油菜，

通过科学的制定规划，有效补齐“种

植空窗期”，着力打造精品油菜种植基

地，巧让“冬闲田”变“增收田”，助

农业增产、促农民增收。

目前，金沙县已累计完成土地翻

犁 10.2 万亩，完成育苗可移栽面积

19.3 万亩，完成种植 3.35 万亩。

金沙县

有序推进秋冬种

农户在犁地

金沙县沙土镇天堂村

果冻橙上市
本报讯 （陈 昱 报 道） 金 秋 十

月，金沙县沙土镇天堂村“丰”景如

画，金沙恒丰果蔬专业合作社发展种

植的 200 亩果冻橙已经成熟，挂满枝

头，迎来“甜蜜丰收”时刻。

放眼望去，橙树被金灿灿的橙子

压弯了枝头，这里出产的橙子名为果

冻橙，是引进的橘橙类杂交品种——

爱媛果冻橙。据合作社负责人朱霞强

介绍，成熟的果冻橙甜度在 14 度以

上，而一般的橘子甜度只有 8 度左右。

“今年风调雨顺，产量不错，预计

能收 30 多万斤果冻橙，目前已经陆续

上市，准备在 11 月初开园。”朱霞强

说。

目前，沙土镇在青山、官田、天

堂、中心等村 （社区） 发展椪柑、果

冻橙、丑柑等柑橘类种植数万亩，为

群众种好“致富果”。

本报讯 （黄源汇 王 娟 报道）

金秋十月，走进金沙县柳塘镇桃元社

区况才明家里，映入眼帘的是干净整

洁的庭院，绿树成荫，花枝摇曳。房

前屋后，各式各样的瓜果蔬菜长势正

盛，呈现出一幅乡村“丰”景图。况

才明正在院子边的酿酒棚里忙活。

“从去年开始我就在家里酿酒，今

年利用房前房后的空地，将酒糟变废

为宝，搞林下养殖，养了 1000 多只

鸡，也种了些蔬菜。”况才明说，为了

照顾父母和孩子，他不能外出务工，

几经思考后，决定利用自家院子，发

展酿酒和种植养殖，增加收入。

今年，况才明酿有 2500 公斤酒，

酒糟剩了不少，看着屋前自己流转的

一片茶树地，他与茶叶基地负责人商

议后，搞起了林下养殖。况才明免费

替基地管理这片茶树，让茶树地成为

养鸡的场所，而养鸡产生的粪便作有

机肥来沃土。这种方式绿色又环保，

减轻了双方的成本，实现双赢。

“现在每年有十来万元收入，既把

钱挣了，也把家顾了，比打工划算。”

况才明说，他还将扩大养殖和酿酒规

模，充分利用自家院子，发展家庭经

济。

今年以来，桃元社区积极鼓励群

众发展庭院经济，成为群众致富的新

路径，为促进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金沙县柳塘镇桃元社区

发展庭院经济 拓宽致富路径

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右右））上门宣传上门宣传““码上办码上办””线上服务平台线上服务平台

近年来，金沙县柳塘镇以党建为引

领，聚焦“数字乡村”建设，利用微信

功能创建“码上办”线上服务平台，于

今年 5月试运行，实行“群众点单、后

台派单、部门接单、群众评单”闭环管

理模式，切实为群众提供优质、便捷、

高效的政务服务，真正实现让数据“多

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一码承接群众需求

5 月 16 日，柳塘镇“码上办”服

务平台接到该镇联盟村罗女士扫码反

映，自己身份证照片和银行个人信息

不吻合，因本人在外省务工，请派出

所帮忙将银行个人信息中的照片更新

为目前身份证上的照片。

接到反映后，柳塘派出所工作人

员立即为罗女士核实信息，按照需求

为其更新银行身份信息，全过程用时

12 分钟。

“码上办”服务平台以二维码为前

端服务窗口，将全镇 5096 户住户的房

屋重新编码，并制作、安装赋上二维

码的新门牌。同时，通过工作人员、

村 （社区） 网格员上门宣传、邀请本

地网红帮助录制宣传小视频等方式，

引导辖区群众扫码添加“码上办”服

务平台。截至目前，全镇扫码添加人

数142人。

柳 塘 镇 党 政 办 公 室 主 任 陈 聪 介

绍，群众可以通过扫描“码上办”服

务平台二维码进入微信群，即可进行

报警求助、政策咨询、便民服务业务

办理等，随时随地反映诉求，实现身

边问题随手拍、随时报、“码”上点

单。在收到群众诉求后，后台工作人

员快速响应、受理。同时以工单形式

派发给专人承办，“一对一”对接服务

对象。

“属警务事项的，由派出所安排业

务人员予以办理，属政务服务事项

的，由镇综治中心按照‘谁主管、谁

负责’的原则，交办给业务主管部门

和属地村 （社区） 办理。”陈聪说。

一码化解急难愁盼

说 起 之 前 使 用 “ 码 上 办 ” 的 经

历，该镇前胜村村民陈世容记忆犹新。

今年 7 月 12 日，陈世容接到陌生

电话，对方说可以用电话积分兑换礼

品，“对方需要我的信息，我提供了地

址。”挂断电话后陈世容想联系对方，

却发现对方电话打不通。

“当时心里有点疑惑，转头看到墙

上的二维码，我马上扫码咨询。”

接到反映后，柳塘派出所民警立

即联系陈世容，并赶往其所在地处理。

民警为陈世容下载安装了“国家

反诈中心 APP”，同时向他详细宣讲各

类常见的诈骗伎俩，告知其若再遇到

类似情况不要轻信，可以先到相关部

门进行核实，发现异常情况及时报警。

“打完电话没多久，民警就到我家

来了，还好没被骗。‘码上办’真是为

我们提供了不少帮助。”陈世容说。

“对群众的诉求，我们科学规定办

理时限，做到接诉即办。同时实行 24
小时值班制，全天候为群众服务，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该镇综治中心

工作员王芝坊介绍，镇综治中心全程

跟踪监督各部门接单响应时间、落实

进度、办理效果，并根据群众满意度

进行反馈。

“码上办”线上服务平台极大方便

了群众的日常生活，让群众足不出户

就能办理事务，做到了民情直通、民

意直达、民事直办，构建了该镇共建

共治共享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截至目前，该镇“码上办”业务

平台累计接到群众反映事项 220 件，

办结率 99.5%。

金沙县柳塘镇：

“码上办”贴身 “马上办”贴心
□ 苏 苇

深秋时节，在金沙县安底镇温泉村的吊瓜种植

基地，接连成片的吊瓜藤铺满丝网，一片青翠。藤

蔓之下，圆润饱满的吊瓜，惹人喜爱——有的泛着

青意，有的半青半黄，还有的呈现出丰收的金色。

务工人员杜春涛弓着身子，提着水桶，在藤下

来回穿梭，很快就满载而归。摘好吊瓜，杜春涛又

拿起钉耙，将洗瓜点前晾晒的瓜籽均匀铺开。

“一年的辛苦，就靠吊瓜籽了，晾晒工作可马虎

不得。”杜春涛说。

吊瓜属于“葫芦科”，根茎可入药，与常见的西

瓜、南瓜不同，主要食用的是瓜籽。吊瓜籽不仅口

感佳，还含有丰富的脂肪、蛋白质、多种氨基酸和

微量元素，药用价值丰富。一个成熟吊瓜的瓜籽，

能占到果实净重的三分之一以上。

杜春涛是江西人，他来安底快 3 年了。小小的

吊瓜籽，饱含着杜春涛一年来丰收的期盼。

2021 年，在遵义种植吊瓜 10 多年的熊志强，有

了扩大种植规模的想法，来到金沙县安底镇考察

后，不禁喜上眉梢。

安底镇临近仁望高速，山势平缓，土质疏松，

海拔在 800 至 1000 米之间，气候温暖湿润，适宜吊

瓜生长。同时在安底镇的温泉村，恰好有因为调节

产业结构所闲置的 800 亩水泥柱，是种植吊瓜的现

成设施。

同年，熊志强就在政府的支持下，于温泉村成

立了贵州强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盘活闲置资源，

引入吊瓜作物，填补了金沙县在吊瓜种植上的空

白。

“吊瓜的经济效益高，种一年管六年，第二年进

入丰产期，只用维护成本。”熊志强已经和“三只

松鼠”“洽洽瓜子”等品牌达成合作，对吊瓜在金

沙县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吊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采收期可带动当地

数百人就业。为了促进吊瓜良好生长，贵州强发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通过开展各种培训，将种植吊瓜的

方法和病虫害防治的技术传授给了村民。

“如果村民后期要自行栽种吊瓜，我们也会提供

种苗。”熊志强说。

在安底镇试点成功后，熊志强又相继和岩孔街

道、沙土镇、禹谟镇等乡镇 （街道） 达成合作。

沙土镇的中心社区于去年种植了 600 余亩吊

瓜，为提高土地利用率，还在吊瓜藤下套种了红

豆——“一份耕耘，两份收获”。

目前，贵州强发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金沙县发

展吊瓜种植 6000 余亩，接下来，该公司还准备围绕

“三产一体化”（种植、加工、销售） 做文章，延长

产业链，带动村民增收，为乡村振兴蓄势赋能。

金沙县:

引进“金果果” 拓宽增收路
□ 毛远慧 江子钰

温泉村吊瓜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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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春涛在晾晒吊瓜籽杜春涛在晾晒吊瓜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