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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近年来，黄平县依托自身资源禀赋，聚焦“生态美环境优、生活美百
姓富”，紧扣“七项重点”谋规划、守住“两条底线”促发展，以生态理念塑
造特色田园乡村产业，在发展县域经济和产业振兴、推进乡村建设、提
升乡风文明、推进改革试验、人才队伍建设上作示范，全力打造乡村振
兴示范引领样板。在黄平县新州镇、重安镇 2 个州级示范试点投入东
西部协作资金 1266.5 万元及财政衔接资金 1058.35 万元，实施“特色田园
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点”建设项目 35 个，围绕示范点核心区 14 个

组，改善民房 133 户、庭院美化 130 户、改厨改厕 71 户、农产品转运场建
设 1200 平方米及配套设施建设、产业路建设 900 米、村庄公共区域整
治、分散式串户步道 3000 米、田园整治（含配套设施）、分散式污水管道
及配套设施建设、护栏建设 800 米。

下一步，黄平县将继续坚持以特色产业振兴为根本、生态振兴为导
向，稳步推进乡村振兴建设行动，农村美、农民富、产业兴的美好愿景正
一步步变成现实。

本报讯（通讯员 杨晓荣）仲夏时
节，走进锦屏县龙池多彩田园精品水
果区硕源农业园区，只见累累硕果挂
满枝头，蜂糖李迎来采摘期。园区
里，村民们正忙着采摘、搬运，而在园
区的冷库里，还有村民正忙着分拣、
包装蜂糖李，一派繁忙景象。

贵州硕源大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罗庆全告诉笔者，今年 1200 余
亩的蜂糖李开始进入盛产期，订单也
随之而来，蜂糖李个大、肉厚、汁多、
味甜，按市场零售价 100 元每公斤计
算，今年的收入将相当可观。

“2015 年 8 月，我到锦屏县龙池万
亩果场种植了 1200 亩蜂糖李，带动周
边老百姓就近就业。同时，还给老百姓
发了树苗，让大家一起种植蜂糖李。这
几天正是蜂糖李的采摘季节，全国各大
市场都有人前来收购。”罗庆全说道。

为推进锦屏县精品水果产业发
展，做好产业发展技术服务工作，解决
蜂糖李种植过程中存在的技术问题，
锦屏县农业农村局组织专家服务团
队，深入园区对蜂糖李的栽培、科学管
护、后期管理等进行现场指导。专家
揭榜、技术挂帅，为蜂糖李的丰收提供
了科学技术保障。目前，果子的丰收
带动了产业的发展，不仅让公司的投
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也拉动了当地
群众就近就业，帮助群众实现增收。

“我们组织州、县、乡三级经济团的技术服务专家来龙
池万亩果场进行蜂糖李测产，根据测产结果来看，预计每
株蜂糖李的产量将在25公斤以上。我们的蜂糖李亩株数
是28株，预计亩产量在700公斤以上。抛开其中的裂果、
烂果，亩产量预计将在500公斤以上，预计亩产值也就是
商品果的产值将在3万元以上，通过州、县、乡三级经济团
的技术服务，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
益。”锦屏县农业农村局果蔬站高级农艺师罗素兰说。

近年来，锦屏县以科技服务精品水果产业，通过扩
大水果产业规模，提高产品质量、果实品质，加强规划
管理，积极打造龙池多彩田园精品水果示范园区，做大
做强做优做精特色水果产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助
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的基础。

州、县、乡三级经济团的技术服务专家到龙池万亩
果场进行蜂糖李测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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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陈敏 刘坤）“你们看，把西瓜切
开，瓜瓤颜色鲜艳，我们这的西瓜不仅皮薄汁多，吃起
来也是香甜爽口，大家可以在直播间直接下单购买。”

眼下，岑巩县天星乡各西瓜种植基地瓜香四溢。往
年这个时节，田间地头已是一片繁忙，瓜农、客商忙着
摘瓜、选瓜、运瓜。而今年却是另一番“丰景”，瓜农和
客商摇身一变成了带货主播，他们把直播间搬到了西瓜
地，第一时间与“吃瓜群众”在线互动，随机切瓜、吃瓜，
让他们看得放心、买得安心。

“以前西瓜还没成熟，我们就开始发愁，怕销售难，
现在客商直接在西瓜地开起了直播，西瓜销售量噌噌往
上升，我也可以参与到直播里，为自家种的西瓜代言
咧！”天星乡力元村瓜农杨洪泽高兴地说，最多的时候
一天可以卖 2000 至 2500 公斤西瓜，真的是太棒了！

据了解，今年是杨洪泽种植西瓜的第三个年头，依
托当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加上从外地

“引进来”的新技术，他所种植的 28 亩西瓜甜度高、水分
足，备受客商和“吃瓜群众”青睐。今年预计西瓜产量
6.5 万公斤，产值在 20 万元左右。

“这个西瓜皮薄、肉厚、籽少、汁多，甜度可以达到
13 至 14 度，品质相当不错，通过线上预订+线下取货的
方式，一天一车，400 多公斤西瓜当天就能卖完，卖得相
当快。”客商何树进说，这样的销售模式，不仅促进西瓜
销售，还能让市民朋友吃到新鲜、香甜的西瓜。

近年来，天星乡多措并举，积极引导农户发展西瓜、
吊瓜等特色产业，通过“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以

“录制小视频+直播带货”的销售方式，把农特产品推上
微信、抖音等平台，拓宽
线上线下营销渠道，进
一步推动全乡农业、产
业兴旺，农民持续增收，
加快乡村振兴步伐。

岑巩县天星乡：

最鲜的“直播带货”

瓜农杨洪泽瓜农杨洪泽（（左左））和客商正在西瓜基地直播卖西瓜和客商正在西瓜基地直播卖西瓜

依托资源禀赋依托资源禀赋依托资源禀赋 塑造美丽田园塑造美丽田园塑造美丽田园
○ 通讯员 陈孝新 摄影报道

水城村水头寨一角 水城村高山冷凉蔬菜示范基地

青山、民居、菜地、稻田、柏油路勾勒出和美乡村图

盛夏时节，走进麻江县坝芒布依族乡，
独特的亚高原气候使这里清风习习、气候宜
人，坝芒乡是省级森林公园、州级自然保护
区。坝芒乡坝区面积 8000 多亩，是全省确定
的两个高山冷凉蔬菜基地之一，是麻江县商
品蔬菜的主要输出地。

坝芒乡水城村自 2021 年 6 月被确定为
州级“特色田园乡村·乡村振兴集成示范试
点”以来，坝芒乡以“五化五创”为抓手，扎实
推进示范点建设。一是企业化经营，创产业
兴旺“集聚点”。实施产业兴旺三年计划，大
力发展以架材蔬菜为主的黄瓜、青棒豆、豇

豆 2500 亩，发展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茄科蔬
菜 725 亩，发展生姜、折耳根等 640 亩。二是
民主化管理，创乡风文明“融合寨”。以寨管
委为抓手，推动基层党组织工作触角向下延
伸，制定《水头大寨寨规民约》《水头大寨“寨
管委”联席会议制度》，评选“孝老爱亲、产业

发展致富带头人、良好家风”等先进典型 8
户，凝聚文明力量，促进乡风文明。三是社
区化服务，创治理有效“服务点”。强化“一
中心一张网十联户”社会治理机制，创新“1+
1+N”管理服务模式，织密基层治理服务网，
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四是特色化发展，创
生态宜居“模范寨”。明确“三江水头·田园
畲寨”为示范点建设内涵，充分挖掘水城村
水头寨历史文化，恢复古井、流水、古树、古
桥等元素，勾勒出一幅人、文、景高度融合的
宜居村寨画卷。五是系统化育才，创生活富
裕“示范点”。

产业旺、乡村美，坝芒是个好地方。

麻江县坝芒乡：

产 业 旺 乡 村 美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曹杨军 冉勇 摄影报道

在黄平县新州镇花卉基地，当地村民正在采摘非洲菊 黄平县重安镇清水江村农户庭院一角

黄平县新州镇学坝村生态葡萄采摘园

对刚采摘下来的瓠瓜分拣装箱 （备注：1亩=0.0667公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