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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是天麻种植和采收时节，
雷山县郎德镇南猛村林下天麻种植基
地一派繁忙。这一边，一双双熟练的
手轻轻刨开树干和腐叶，一个个均匀
硕大、色泽俱佳的天麻露出来；那一
头，男人们挥舞着锄头，挖沟、放种、覆
土、盖叶，又种下了一年的希望……郎
德镇把党建工作与产业振兴深度融
合，引领村民增收致富。

目前，雷山县天麻种植面积 2 万余
亩（1 亩=0.0667 公顷），今年可开挖天
麻面积 1.3 万亩，预计天麻鲜品产量达
1568 吨，年综合产值约 1.5 亿元。

在天柱县，全县种植油茶面积达
39 万亩，其中投产面积 25 万亩，茶籽
产量达 1.28 万吨，油茶全产业链产值
突破 3.5 亿元。全县油茶产业覆盖 4.6
万户，稳定 2.5 万人季节性就业，人均
增收 4800 元。

雷山天麻和天柱油茶产业仅是黔
东南州林业特色产业发展的缩影。近
年来，黔东南州探索“国储林+”和“特
色林业+”等模式，在 3269 万亩林地和
高达 68%森林覆盖率中，持续思考如
何释放“生态能量”，撬动“绿色增量”。

“我们水尾村种有 2000 亩草珊瑚，

今 年 可 收 面 积 800 亩 左 右 ，按 每 亩
1000 元计算，经济效益是不错的……”
在榕江县水尾乡水尾村，党支部书记
潘秀锋，一边组织党员干部群众在草
珊瑚基地忙着管护除草，一边喜悦地
跟记者分享着林业特色产业给群众生
活带来的改变。

除了发展林下草珊瑚产业，榕江
县多地结合实际，大力发展林下养鸡、
林下板蓝根种植等林下经济。今年，
仁里水族乡通过以“公司＋村集体公
司＋种植大户+农户”，龙头公司负责
保底回收销售的模式，发展林下板蓝
根种植 1000 亩。同时经过自制蓝靛浸
染侗布，再通过“线上+线下”销往省
内外，真正为群众找到了一条增收致
富的新路子。

在施秉县杨柳塘镇板屯村的林下
种植示范基地里，人们正将一朵朵肉
质匀厚、色泽鲜亮的灵芝采摘、装筐，
这是今年采摘的第一批灵芝。

“这个基地的灵芝好得很，我从 9
月份就来这里采收，每天有 100 多块钱
的收入，到这里做工能赚钱，还可以学
技术，以后我们种出来了，支书他们帮
忙销售……”杨柳塘镇高塘村村民吴

南云一边采摘灵芝一边开心地说，“自
己打算在基地学会种植技术后，也用
自家林地来发展灵芝种植，村合作社
提供菌棒、技术指导和回收销售，自己
负责种好灵芝，不愁没销路。”

据了解，黔东南州除了盘活国有
林地资源，还立足实际，聚焦林药、林
菌、林鸡、林蜂“四大产业”，突出“一县
一业”，以“百千万工程”为抓手，“四大
产业”利用森林面积达 144.6 万亩，累
计总产值达 32.2 亿元。全州累计引进
和培育林下经济州级以上龙头企业 62
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 30 家），加工
产值超过 2000 万元以上的有 22 家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
来，黔东南做强林业经济，全州林业
总 产 值 从 2012 年 的 95 亿 元 增 长 到
2021 年的 495 亿元，全州林下经济累
计覆盖农户 38.35 万户。预计到 2025
年 ，黔 东 南 州 围 绕“ 两 茶 一 药 ”（油
茶、茶叶、林下中药材）调整林种结
构 500 万亩，力争用十年的时间打造
千亿级林业产业，持续开启绿水青山
富民模式。

与此同时，我州的天然林资源保
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石漠化综合治

理等重点生态工程也得到了顺利实
施，全州累计完成造林面积 527.63 万
亩，完成义务植树 5895.7 万株。全州
林地面积、森林面积、活立木蓄积量、
森林覆盖率四项指标均为全省第一。

凯里、丹寨、麻江、黄平、施秉、镇
远 6 个石漠化综合治理县完成植被保
护和建设工程人工造林 14.96 万亩、封
山育林 76.22 万亩，石漠化恶化势头得
到有效遏制。城郊绿化和公路绿化步
伐加快，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创建了国
家森林乡村 41 个、省级森林城市 6 个、
森林乡镇 49 个、森林村寨 185 个、森林
人家 1317 户。经过多年坚持不懈的努
力，生态环境得到了持续改善，全州已
基本实现灭荒，“两江”上游生态屏障
进一步巩固。

如今的黔东南，山里，绿色健康的
茶叶等生态农产品走出来；山外，一波
波的游客被农村生态旅游吸引，林下
经济逐步“升温”……

青山不老，绿水长流。黔东南州
始终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充分发挥森
林资源优势，持续推动生态的“高颜
值”转化为发展的“高质量”，不断激发
绿色发展新动能，为乡村振兴助力。

释放“生态能量” 撬动“绿色增量”
—— 黔东南州林业产业发展成就综述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余天英

近年来，全州广大企业家在市场经济的滚滚大潮中披
荆斩棘，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勇毅前行，成为黔东
南“四化”建设的“生力军”。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后，我州
各地企业家纷纷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力推动
全州民营经济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11 月 18 日，全州优秀民营企业和优秀民营企业家表
彰大会在凯里召开。州委书记罗强在会上强调，发展民营
企业，是时代呼唤、是大势所趋。希望全州各地企业家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把企业发展同黔东南的高质
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结合在一起，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带领企业实现质量更好、效益更高、竞争力更强、影响力更
大的发展。在推动黔东南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对此，我州民营企业家纷纷表示，将继续认真学习宣
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拉高标杆、奋发有为，努力做好各项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
局、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作出积极贡献。

“下一步我们要将二十大的精神转化到实际工作中，
围绕黔东南州大凯里建设，将百孚万户寨康养公司乡村振
兴与康养结合，推进乡村振兴创新实验区和教文旅康养融
合创新，加快百孚万户寨康养公司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推进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大凯
里特色产业群，促进一产二产三产融合，为生态美、产业兴
的乡村建设贡献力量。”百孚万户寨康养有限公司董事长
吴剑平说。

贵州乡居客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是一家专
注于发展民族文化旅游的公司。近年来，该公司不断整合
红色文化、民族文化和康养旅游资源，积极融入粤港澳大
湾区桥头堡建设，发掘黔东南特色文化资源，推动文化转
化为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乡居客农文旅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朱
东平表示，借助黎从榕交通的区位优势、良好的自然生态
和丰富的民族文化，将康养红色文化旅游作为公司发展的
主要方向。同时建立红色文化干部培育中心，和当地党校
联合办学，拉动旅游产业的发展，进一步整合红色文化与
康养旅游资源，未来我们有信心，也有决心做大做强，通
过农文旅的结合，进一步推动我州康养旅游的健康发展。

连日来，凯里瑞安建材有限公司不断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以会议精神践行产业发展。长期以来，该公司致力于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大力实施节能减排技改项目，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等工作，取得
了良好的实效。

“台泥集团不断发展替代原、燃料技术，通过生物质燃料、工业固废替代水
泥生产所需化石原燃材料，既能解决环保问题，又能降低生产成本，是水泥行
业实现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更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的积极行动。”凯里瑞安建材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靳林胜说。

壮
大
民
营
经
济

助
力
高
质
量
发
展

—
—

我
州
民
营
经
济
在
新
时
代
新
征
程
上
扬
帆
远
航

○
黔
东
南
州
融
媒
体
中
心
记
者
朱
庚
奇
李
宏
强
魏
丽
萍

本报讯（通讯员 刘开棵）近 年
来，我州在开展乡村振兴审计项目中，
积极创新审计方法，探索研究地理信
息系统、SQL 数据库等工具在审计监
督中的运用，将大数据分析技术作为
审计查找问题的“火眼金睛”，助力乡
村振兴战略实施。

精准拍打啃食产业资金“蝇蚁”。
根据被审计县重点发展林下经济特色
产业的特点，审计探索运用 ArcGIS 技
术将林下经济产业项目矢量图斑与农
业农村、自然资源部门提供的县域土

地利用总体规划、林地利用变更等数
据进行比对分析，通过图形转换、叠
加、拆分、提取等方法快速锁定疑点。
并实地对疑点进行踏勘核查，做好现
场取证、影像记录和数据核实，挖出村
级合作社虚报产业项目套取产业发展
资金等问题线索，并移交纪检监察部
门处理，保障产业资金安全，促进产业
项目健康发展。

快速打通惠民政策落地“梗阻”。
近年来，我州通过运用 SQL 数据比对
分析方法，对民政、卫生、教育、林业、

水务、乡村振兴等部门城乡低保、残疾
人补助、医保、助学金、公益性岗位补
贴、特惠贷贴息等惠民政策落实情况
进行全面“体检”，共发现民政临时性
救助、低保兜底、孤儿救助、残疾人补
助、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以及小额信贷
贴息等政策落实不精准的问题 15 项，
涉及资金 230.36 万元。通过审计督促
整改，截至目前，已收回违规发放资金
7.52 万元，兑现应受惠的 6761 名群众
民生资金 222.84 万元，促进各项惠民
政策打通堵点，落地见效。

高效铲除高标准农田“杂草”。按
照“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的战略要求，
我州将提升粮食产能、保障粮食安全
作为重点关注内容，运用 ArcGIS、Au-
toCAD、南方 CASS 等技术软件对农业
农村、自然资源和规划等多部门提供
的业务数据进行整理、拆分、求交、同
类删除等操作，找出疑点图斑，并利用
奥维地图定位、无人机拍摄等手段进
行现场核查，发现使用不符合要求的
耕地冲抵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面积等
问题。通过审计监督，剔除农田中的

“杂草”，助推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提
质增效。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高标
准农田建设面积 1.93 万亩，并录入《全
国农田建设综合监管监测平台》管理，
有效保障了国家粮食安全。

我州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助力乡村振兴审计练就“火眼金睛”

11 月 23 日，在位于黄平县旧州镇
川心村的野生蔬菜基地里，我们再次
见到黔东南六源鲜绿色餐饮管理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程太芝，她匆匆忙
忙从县城赶来。我们的采访话题便
围绕着面前的一杯茶展开。

“这养心菜茶是我们最新研发的
产品。”如果不是程太芝提醒，很难注
意到面前的茶有何不同——同样是
深绿的茶色，茶汤明亮，唯一的问题
是口感更加清淡。“和茶相比它少了
茶多酚，但每 100 克养心菜中含有钙
500 毫克，是牛奶的 5 倍。不仅安眠，
还有营养。”程太芝继续介绍，在乡
村，很多野菜都是药食同源，她因此
萌生了将野菜做成保健产品的想法。

“受疫情影响，我们部分海外销
售业务有所下降，但是这也给我们带
来一个新的机遇，那就是往康养方向
发力。”程太芝表示，六源鲜公司生产
的野菜代餐包、野菜面条、野菜酸菜
等产品，已经销往港澳、北京、上海等
城市的中高档酒店，餐饮为载体，康
养为核心的产业目标正在慢慢实现。

而作为一名党员，程太芝认为这
些都得益于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程太芝本人是黄平县重安镇马
场村村民，以前在省外务工，2015 年
返乡创业，曾在黄平县城开了一家颇
具规模的餐饮店，为打出特色，想到了
种植山野菜。“2018年成立合作社时只
有30 亩地，短短三年时间发展到2200
亩，21 个野菜品种，好在我遇到了助
推野菜产业发展的好政策！”回忆创业
历程，程太芝感慨万千。

正是在政策的扶持下，省农业农
村厅、省扶贫办、省科技厅、省财政厅
以及部分高校、州有关局（办）等都来
帮忙，依托省农科院园艺所的技术力
量，程太芝的种植基地配套设施逐步
完善，亩产值不断提升，直接带动周
边农户 1.5 万人次就业增收，成为乡
村振兴的生力军。

结束在基地办公室的采访，程太
芝带着我们往地头走去。

旧州大坝上，成片成片的蔬菜大
棚整齐地排列着，和棚外有些萧瑟的
秋景不同，大棚内是绿油油的各类野
菜。此时采摘时间已经过去，几个村
民正忙着田间管理。

“你们在干嘛？”
“这些菜有点老该割掉了，留着

根系半个月就长出新的来了，我们野
菜讲究的就是一个新鲜。”面对记者
的问题，57 岁的村民杨再碧大声回
答，作为一名在基地工作 3 年的“老
员工”，她学到的种植知识让她似乎
很有信心，而更重要的底气来自于她
的收入。

杨再碧家就住在基地旁边，曾经
跟着老公在外做一些工地活。“现在
在家门口打工，离得近，赚钱多，还
能看护孙子。”杨再碧向记者介绍，
平日里他们在基地务工按 10 元钱一
小 时 计 算 ，最 多 的 一 个 月 她 拿 了
3000 元钱。

“无工不富，无商不活，无农不
稳。”程太芝引用了前段时间在华南
农业大学和浙江大学学习的体会，

“我这棵黄平山野菜都能去到高等
学府学习，迎来人生事业的春天，是
党委政府重视培养的结果，作为龙
头企业，更应该在乡村振兴中积极
做贡献，带动更多人致富。”程太芝
表示，“如今，党的二十大提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
发展，给我们带来极大的希望和信
心。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规
模，创新产品，延长产业链，提升产
品附加值，全力打造黄平野菜之乡
这块品牌。”

在采访过程中，不断有人前来参
观考察学习，程太芝忙得几乎没有完
整地吃完一餐饭。而距基地不远处
的易地扶贫搬迁移民社区内，六源鲜
绿色餐饮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的加工
厂正在如火如荼建设中，这条预计 12
月投产的生产线，将把程太芝的乡村
野菜康养振兴梦逐一实现，来年，黄
平野菜种植产业也将迎来新的春天。

黄平六源鲜：

山野菜也有“春天”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佳丽

本报讯（通讯员 杨瑞 李昌焯 沈
启照）近年来，岑巩县坚持把高标准
农田建设作为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
要抓手，抢抓农业政策机遇，加快推进
全县高标准农田建设，在发展现代化
农业道路上不断努力和创新，助推农
业更高质量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当前，正值秋冬季农田水利基础
设施建设的黄金期，在岑巩县天马镇
苗落村泡木山片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区里，3 台挖掘机轰鸣，施工人员有
序地开展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正火
热推进。

“我们这个项目是今年 10 月 2 日

开工的，建设项目有排洪渠、灌溉渠、
田间机耕道硬化、土地平整、小块变大
块增加土地面积，计划 12 月底全面竣
工，为明年的春耕生产做好准备。”天
马镇苗落村泡木山片区高标准农田建
设项目负责人邓波介绍。

据了解，天马镇苗落村泡木山片
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共计 260 亩，投资
284 万元，惠及 44 户 168 人。天马镇按
照“确保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
用权”的原则，进行田地整合，着力破
除小田埂，形成规模化种植。逐步构
建起“田成方、渠相连、路相通”高标准
农田建设格局，为推动农业现代化高
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没有整治之前，我们这里的田都
是小块的，耕种不方便，水灌溉也不方
便。项目建好以后，完善了我们的排
洪渠，田由小块变大块既增加了面积，
还适宜于机械化来耕作。”天马镇苗落
村党总支委员姚元洲说，将高标准农
田建设作为带动农民增收、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重要抓手，强化利益联结，引
进主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以项目建
设促增收、带发展。

目前，天马镇有耕地 45642.9亩，粮
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土豆为主。2022
年共种植水稻 16100 亩、玉米 5016 亩、
土豆 11812 亩，其余土地主要种植烤
烟、中药材及进行杂交水稻制种等，其

中烤烟、中药材、杂交水稻制种 10719
亩，为辖区主要经济作物。高标准农田
建设让产业发展的路更宽广，特别是在
引进、培育经营主体上，有了更大的优
势，为推动农业经营方式、生产方式、资
源利用方式转变奠定了坚实基础。

“吃饭靠粮，种粮靠地，建好高标
准农田，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不
但激励了老百姓种粮积极性，还可以
大大提高农作物耕种收机械化率。”岑
巩县农业项目服务中心主任陈见生
说，有了老百姓的大力支持，高标准农
田建设如火如荼，全县累计建有高标
准农田 14.16 万亩，在建 5.06 万亩。

粮食生产根本在耕地、命脉在水利，
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岑巩县
的农业生产机械化水平将得到有效提
高，进一步促进土地集约化、规模化、示
范化经营。同时，通过水肥一体化以及
更多先进的农业科技技术的推广应用，
将进一步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岑巩县：

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近年来，锦屏县立足优势资

源，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绿色茶叶经济，着力念好“山”

字经，做活“茶”文章，全力发展

生态有机茶，走出一条生态优

先、产业兴旺、绿色富民的高质

量发展新路子，持续巩固拓展好

脱贫攻坚成果，有效助力乡村振

兴发展。

图为近日锦屏县三江镇卦治

村茶苗培育基地里，人们忙着剪

茶枝、扦插茶苗，现场一派繁忙。

（通讯员 杨晓海 摄）

茶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 在深刻领会新时代10年伟大变革中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之法治篇

用家常话讲明白大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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