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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吴玉富 陆小玲）时下，

在锦屏县隆里乡境内，一种名叫八月瓜的奇特

水果开始成熟上市，吸引不少游客前来品尝、

游玩，果农也迎来了丰收季节。

在锦屏县隆里古城奇特水果采摘园，一

颗颗饱满裂开的八月瓜挂满果树藤枝，在绿

叶的掩映下，散发的果香清香四溢。从周边

慕名而来的游客也是接踵而至，三两成群地

采摘、游玩，打卡拍照，乐趣十足。

来自启蒙地茶的游客杨和兰对采摘园

赞不绝口：“采摘水果不仅让我找到了儿时

的乐趣，还能和姐妹一同欣赏到这里漂亮的

风景，品尝到香甜可口的果子。”

据悉，八月瓜学名为三叶木通，中药名

称“预知子”，原是生长在深山密林的山野果

子，具有健脾消食、消炎利尿、活血通脉、美

容养颜等功效，是老少皆宜、药食同源型的

保健果，深受市场消费者青睐。

果农张成法一直对农业有着浓厚兴趣，

为了在大众化的水果市场中脱颖而出，近年

来，张成法不断探索种植以八月瓜、布福娜

等一批特色水果种植。张成法向笔者介绍，

目前，种植基地涉及锦屏、黎平等地，效益十

分不错。

“国庆节到现在每天平均 100 多人来采

摘，虽然今年是挂果的第二年，但产量依然在

增加。预计产量两万斤，经济产值达到三四

十万元。”张成法看着络绎不绝的游客出入采

摘园，也对明年采摘园的扩展开始盘算。

采摘园门口摆满装果子的礼盒，张成法

除了给游客称重，还与工人抢抓眼下的晴好

天气，在果园里精选符合制作八月瓜种子的

果子，为来年的基地扩展和苗圃育苗做足准

备工作。

锦屏县：

奇特水果引客来 田间采摘乐趣多

本报讯（通讯员 陆琇 杨显泽）近日，走
进锦屏县新化乡北门蔬菜种植示范基地的
蔬菜大棚里，一株株辣椒、西红柿等蔬菜长
势喜人，十几名工人来回穿梭进行新一轮的
管护，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基地面积有 150 亩，其中大棚蔬菜有 20
亩，主要用来种植反季节的辣椒、西红柿
等。目前工人们正在用吊绳吊辣椒的侧枝，
辣椒已经开始逐步上市，西红柿预计到月底
也要开始上市了。现在的辣椒主要是销售
到周边几个县城，包括锦屏、黎平、天柱等。”
贵州黔东南锦屏县阳阳农业有限公司负责
人谢小亮说。

错季种植，四季不断。新化乡属典型的
亚热带季风湿润气候，温度适宜，地势平坦，
水源和光照充足，为错峰上市的蔬菜产业发
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是锦屏县蔬菜主
产区之一，一年不间断地轮作，发展辣椒、黄
瓜、豇豆等反季蔬菜种植，有效促进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据了解，新化乡北门蔬菜种植示范基地
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实现

“小农业”向规模化农业转变。规模化农业
的形成，不仅能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推动现
代农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也能让当地村民实
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自从有了这个基地后，我们就到这里
来干活了。这里天天都有活干，也不用外出
务工了，效益好的时候，月薪也有 4000 到
5000 元，我觉得很好。”新化所村村民吴宗群
乐滋滋地说。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振兴靠特色。近
年来，锦屏县新化乡不断优化种植产业结
构，在发展农业现代化上“做足文章”，不断
提高蔬菜生产经营的专业化、规模化、标准
化水平，把反季蔬菜作为群众增收致富“新
路径”，带领群众稳步增收致富，走出一条绿
色经济高质量发展之路。

（备注：1亩=0.0667公顷）

新化乡：

错 峰 种 植 蔬 菜“ 巧”增 收

本报讯（通讯员 杨仁生 杨晓海）金秋
十月，锦屏县新化乡新化司村密寨的罗汉果
种植基地迎来了大丰收，处处洋溢着喜悦的
氛围。

罗汉果种植作为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
从种植到采摘，需要经过栽种、管护、人工授
粉、采摘等多个环节。这个特点使得基地需
要大量的劳动力，也让当地村民实现了家门
口就业。

“我从农历二月就开始在基地里干活，
全程参与了每个劳动环节，日薪也有 100 元，
在家乡干活比在外面务工好得多。”本地村
民吴树花高兴地说，“最近天气好，我们都是
7 点半就开始在坡上采摘了。”

罗汉果，素有“东方神果”之称，是一种
清热润肺、利咽开音、滑肠通便的中药材，具
有很高的经济价值。果中含有大量的膳食
纤维及糖苷，具有降低血糖的作用，也是糖
尿病患者食疗的理想食物。今年以来，新化
乡高文中药材种植合作社通过引进优良品
种、推广科学种植技术和加强田间管理等方
式，罗汉果的产量和品质得到了显著提高。

“今年我们的果子比去年提前了 20 天上
市，也卖了个好价钱，是去年同期的 2 倍
多。”锦屏县新化乡高文中药材种植合作社
负责人郑广福说道，“现在我们一亩的产值
可以达到 4800 元，预计今年利润有 160 多万
元，比去年要好得多。”

据了解，罗汉果特色种植产业已经成为
锦屏县乡村振兴的“幸福果”。罗汉果产业
已在新化乡、铜鼓镇、钟灵乡和平秋镇等地
得到了快速发展。2024 年，全县累计种植面
积 1200 多亩，预计产量在 890 万个左右，按
当前市场行情计算，产值约为 530 万元。

锦屏县：

罗汉果丰收 奏响乡村振兴甜美乐章

本报讯（通讯员 石叶宏）“群众在哪里，党的好声
音就要延伸到哪里，理论宣讲就要跟进到哪里”。连日
来，锦屏县平略镇创新宣讲形式，拓宽宣讲阵地，延伸
宣讲触角，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展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宣讲，以实际行动推动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
风进村入户、落地开花。

“阿姨，今天我们来给你们讲与咱老百姓生活息息
相关的事情，今年在北京召开了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全会上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跟我们老百姓有关，今天我们
就来讲讲吧！”为让村民更好地聆听党的“声音”，各村
宣讲员通过进村入户、院坝会、群众代表会等形式，与
群众面对面，边宣讲、边交流、边唠嗑，将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的重要精神、政策红利和民生关怀娓娓道来，让
老百姓坐得住、愿意听、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推动
宣讲走深走实走心。

“这样的宣讲方式真是太好了，我们老人家不认识
字，宣讲人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我们宣讲，讲的还都是身
边的事，一说大家立马就能听懂，这种宣讲真不错。”平敖
村村民姜先润说道。在面对面的宣讲中，宣讲员聚焦群
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就业、医疗、住房、教育、养
老等急难愁盼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讲解和答疑，将传统的

“书面语”转化为居民喜闻乐见的“家常话”，使宣讲更接
地气、更入人心，并受到了群众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平略镇共开展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宣讲 10 余场，覆盖群众 800 余人。平略镇还将
不断丰富学习形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
进一步深入宣传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让党的最新
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平略镇：

基层“微宣讲”让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声”入人心

本报讯（通讯员 王宏模 杨树花）近日，在锦屏县河
口乡九佑村魔芋袋式高产高效栽培示范基地里，贵州省
级科技特派员团队的技术员和村民们挥舞着锄头从一
袋袋的编织袋里刨出一颗颗结实饱满的魔芋，呈现一派
喜悦繁忙的丰收图景。

自今年 3 月份以来，锦屏县引入黔东南州农科院从
事魔芋高产高效栽培、精品果蔬种植、旱地作物研究、
水稻栽培等领域的老师，组成贵州省级科技特派员团
队，紧密围绕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基层，充分发挥科技
在农业发展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科技服务、新品种新技
术推广、技术培训等方式，积极促进该县农业产业提质
增效，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魔芋种植这个产业在市场上的销路是很好的，今
年州农科院的王飞博士团队来到我们河口乡帮扶，才开
始慢慢地用这种新的袋式栽培方式种植，跟以前的种植
模式截然不同，目前测产的效果还算理想，平均每袋产
出的魔芋大概有一斤多，好的接近两斤，如果现在产量
可观，下一步要大面积地推广引导农户用这种方法来种
植，让农户有更多的受益。”锦屏县河发种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洪以兵高兴地说道。

魔芋种植产业是锦屏县河口乡的特色产业之一。
近年来，该乡采取“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
式，利用林下土地、田间旱地等种植魔芋 800 余亩。今
年 3 月份，在贵州省级科技特派员团队的帮扶下，采用
袋式高产高效栽培的新技术，玉米套种魔芋的复合模
式，创新发展魔芋产业。

“袋式栽培魔芋的优势主要在于抵抗病害、防治
杂草、施肥精准、采收方便。你看今天我们很快就采
收了很多，而且收的魔芋都没有挖烂的现象，高投入
高产出。以后我们将推广‘1 托 4 模式’，就是在一个
袋子里面种一个二代种，在四周种一个一代种，第二
年既有商品魔芋，又有二代种，这样就减去了培育魔
芋的成本，我们争取不断地完善，探索一条黔东南魔
芋发展的新路子。”黔东南州农科院高级农艺师王飞
介绍。

今年以来，黔东南州农科院省级科技特派员团队，
在锦屏县共建设示范基地 3 个，覆盖了中药材、精品水
果、魔芋等种植领域，示范基地的建设不仅提升了农业
科技水平，同时也带动了周边农业产业的发展。

锦屏县：

科技特派员“乡下跑”
特色产业提质“往上走”

本报讯（通讯员 王瑞燕 刘光英）金秋十月，黔东南
州锦屏县各地水利工程项目利用秋季施工黄金期，赶工
期、抓进度，持续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

在锦屏县钟灵乡寨稿村河段，挖掘机、工程车轰鸣，
工人们正忙着转运石块、疏浚河道、修筑河堤。这里正
在建设的是钟灵河锦屏县钟灵乡至八客村段治理工程，
该项目总投资 4802 万元，综合治理长度达 15 公里。

“我们每天有 100 多名工人在施工，投入挖掘机、工
程车 30 余台，工期大概在 10 月底完成，石笼堤完成了近
三分之二，浆砌石河堤接近收尾工程了。”钟灵防洪堤
建设项目现场负责人吴永东说，目前他们正在抢抓工
期，保障项目按期完工。

防洪堤，作为抵御洪水侵袭的重要防线，一直以来
都是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基础设施。近年来，为了
有效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水灾害的威胁，锦屏县不断加大
防洪堤项目建设的投入和力度，进一步提升河道的行洪
能力，增强河岸的抗冲刷能力，确保治理河段周边农田
和附近村寨免受洪水侵袭。

“以前一到雨季就怕洪水，担心冲毁房屋和农田。
现在政府帮我们把防洪堤修起来，为我们加了一道ʻ防
护盾牌’，就再也不怕洪水了。”钟灵乡寨稿村村民杨启
彬正在自家田里忙活，准备用冬闲田养稻花鱼。

据悉，今年以来，锦屏县共获得水利领域增发国债项
目建设资金 2.6396 亿元，涉及中小河流、灌区建设、山洪
沟治理、城市排水防涝能力提升工程四类共7个项目。

锦屏县：

抢抓工期修筑河堤

本报讯（通讯员 杨
秀梅 陆小玲）10 月 11 日，

“书香锦屏 飞山论典”第
三 期—— 品 中 华 优 秀 传
统文化文明实践活动暨
借鉴阳明文化精华加强
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专
场如期在县文化活动中
心举行。

优 美 的 舞 姿 伴 随 着
悦 耳 的 音 乐 ，缓 缓 拉 开

“飞山论典”的序幕。活
动现场，品鉴嘉宾对国内
首部系统梳理明朝大儒
王阳明传奇人生和心学
思想的纪录片——《王阳
明》进行了专场解读，深
度阐述如何在新时代接
续 发 扬 阳 明 心 学“ 心 即
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等核心理念，并发掘其当
代价值，从而实现阳明心
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活动中穿插的《苗村
侗寨》《村美民富产业兴》

《山水贵客》《农产走秀》等
特色节目精彩纷呈。苗
族、侗族的服饰叮当作响，
表演者们的歌声余音绕
梁，不仅在向观众展示着
民族文化特色，更是彰显
着我们的文化自信。特产
推荐片《我的家乡我代言》
中，各个乡镇的代言人都
在向观众介绍着他们的特
产，从外观到味道，从做法
到功效，无一不吸引人。

此次活动在“最炫民
族风”伴舞合唱《十一等你
来》中走向尾声，歌唱嘉宾
走下舞台，在观众席中载

歌载舞，不仅将观众的热情再次抬高，更是
让观众对此次活动感到意犹未尽。“借鉴阳
明文化精华加强党建引领促乡村振兴”的思
想将深入干部职工与相关人员的心中，切实
做到引导广大观众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
汲取精神力量，不断提升自我。加强思想建
设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锦屏县农特产品的
知名度，提高了乡村振兴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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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李勇 龙见植）在这个

充满希望与收获的时节，锦屏县大同乡兴合

章山村迎来了稻谷收割后的第二批秋收场

景。连日来，位于大同乡兴合章山村秀洞坡

下的蜜蜂养殖基地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百

余个蜂箱，在阳光照耀下，成群的蜜蜂交织

飞舞，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收蜂蜜，丰收的乐

章在大山深处奏响。

当下，正值五倍子花蜜采收时节，一大

早，欧开盛就与村民们一道，穿着防护衣、头

戴防蜇面网帽，穿梭在蜂箱之间，一边娴熟

地从蜂箱里拿出一格蜂巢框把蜜蜂抖开，一

边用刀割去半边蜂蜡，放到桶里，剩下的另

一半，他们又放回了蜂箱。据他们介绍，蜂

蜜是大自然的馈赠，所以每次采蜜都留一半

是为了在花蜜较少的季节留给蜜蜂吃，否则

很多蜜蜂会饿死或者跑掉，这不仅是养蜂人

多年琢磨出的技巧，更是他们遵从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的体现。

不一会儿，条块状蜂蜜就装满一桶又

一桶，而停在路边的车辆早已准备就绪，将

割下来的蜂蜡及时运回村里加工。只见村

民们把运回来的蜂蜡一桶又一桶倒进压榨

机里，盖上盖子，用力旋转手柄，蜂蜜就顺

势流出，经过纱布过滤后，就可以直接装瓶

销售了。

“我们成立了以党建为引领的养蜂协

会，目前已经发展到 500 余箱，带动本寨和周

边 60 多户参与养殖。一年要采 3 季，这几天

正在采的是五倍子蜜，这一次采下来大约有

400 公斤，一年能采 1000 公斤左右，争取让效

益逐年增加。”大同乡兴合章山村党支部书

记欧开盛介绍道。

大同乡兴合章山村从最初的小规模蜜

蜂养殖起步，到如今发展成全村参与，拥有

500 箱蜜蜂的规模，村集体在蜜蜂养殖的道

路上走出了一条特色增收致富路。

近年来，锦屏县将养蜂产业作为林业

经 济 发 展 的 重 点 产 业 ，紧 紧 围 绕 森 林 资

源、果园资源和油菜等产业资源，依托境

内 五 倍 子 、油 菜 花 等 丰 富 蜜 源 ，因 地 制

宜 ，合 理 布 局 ，新 建 、提 升 了 一 批 以 敦 寨

镇打造全县集中蜂良种繁育与养殖、蜜源

植物培育、蜜产品开发和销售等为一体的

蜂旅产业融合发展核心区，以基础较好的

大 同 乡 、铜 鼓 镇 、启 蒙 镇 、河 口 乡 等 培 育

建设一批标准化、规模化、产业化养蜂产

业乡镇。

蜜蜂养殖产业，不仅为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经济收入，还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的活

力，更多的人品尝到了这份来自乡村的甜

蜜，为实现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力量。

锦屏县发展蜜蜂养殖业走出特色致富路

图为游客正在采摘水果图为游客正在采摘水果

图为罗汉果种植基地图为罗汉果种植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