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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乡村振兴好故事 传递乡村振兴好声音

本报讯（通讯员 邰胜志）乡村振

兴，产业先行。今年以来，台江县排羊

乡紧紧围绕“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

村发展”目标，结合各行政村实际情

况，大力发展食用菌、中药材、茶叶种

植及蜂蜜养殖等特色产业。

制定措施，积极推动。乡党委政

府组织乡村两级领导干部和相关部门

负责人，召开“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专

题会议，分析各行政村发展特色产业

的优劣势情况。结合实际，选定排羊

村落实食用菌及茶叶种植；富强村落

实粽粑叶及优质稻种植；岩江村落实

茶叶种植；九摆村落实茶叶及中药材

（天麻）种植；南林村落实中药材（冰球

子）种植及蜂蜜养殖。乡政府成立“一

村一品”特色产业领导小组，结合实

际，科学布局规划，协调落实地块，引

导动员村民投身于特色产业种植。

领导重视，干部参与。乡联系村

领导多次下村指导和邀请县农业农村

局专家到现场指导工作，明确科学种

植思路，把特色产业种养殖作为全村

主导产业扶持发展，有针对性地为经

营企业及合作社提供资金、技术、用地

等方面的支持，协调有关部门落实资

金支持，并提倡驻村干部参与村民一

起种养殖，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着

力营造特色产业种养殖的良好氛围。

加强监督，定期调度。在 5 个行政

村各明确驻村“第一书记”为联络员，

负责督促本村特色产业种养殖情况；

每周定期召开一次全乡特色产业种养

殖调度会，通报特色产业种养殖推进

情况，对种养殖进度快及效果好的村

落实适当的物资奖励；对种养殖进度

慢及效果差的村实行在全乡范围内进

行书面通报批评，并落实限时整改，实

现“鼓励先进、鞭策后进”目标。

目前，排羊乡排羊村落实食用菌

种植 60 万棒及茶叶种植 1900 亩；富强

村落实粽粑叶种植 100 亩及优质稻种

植 120 亩；岩江村落实茶叶种植 320

亩；九摆村落实茶叶种植 2620 亩及中

药材（天麻）种植 50 亩；南林村落实中

药材（冰球子）种植 1880 亩及蜂蜜养殖

300 余箱。下一步，排羊乡将继续扩大

土地流转面积投入特色产业种养殖，

形成产业优势，实现以产业振兴推动

乡村振兴目标。

台江县排羊乡：

发展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剑河县坚持党建引领，主动聚焦“一县一业、一镇一特、一村一品”
的产业发展思路，采取“党支部+基地+农户”的模式，助推特色农业和乡村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该县南明镇南明大坝成片油菜花竞相绽放，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打卡拍照。

（通讯员 李昌华 王运超 摄）

农旅融合助振兴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深入推进，丰
富乡村文化生活、促进乡村旅游发展
成为提升乡村综合实力的重要举措。
3 月 22 日，施秉县甘溪乡热闹非凡，一
场以“浪漫桃花・活力乡村”为主题
的农民趣味运动会在甘溪乡望城村马
鞍坪油桃基地盛大举行，吸引了众多
村民和游客参与，为春日的乡村增添
了别样活力，也为乡村发展注入了新
动力。

活动当日，甘溪乡的桃花基地成
为欢乐的海洋。人们穿梭在漫山遍野
的桃花间，尽情享受着春日暖阳与烂
漫花海，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记录
下这美好的瞬间。同时，一场别开生
面的短视频创作大赛也同步开展，参
与者用镜头捕捉桃花美景、趣味活动
以及乡村生活的点滴，分享甘溪乡的

独特魅力。
开幕式上，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

点燃了现场气氛。活力四射的舞蹈、
悠扬动听的歌曲、饱含深情的诗朗诵，
赢得阵阵掌声。而独具特色的土味农
耕文化走秀，更是将传统农耕元素与
现代时尚巧妙融合，展示了乡村文化
的深厚底蕴，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运动会的各项比赛项目更是趣味
十足。桃园欢乐拔河赛中，各参赛队
伍齐心协力，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
伏，展现出团结协作的精神风貌；桃园
跑步赛里，选手们在美丽的桃花赛道
上奋力奔跑，享受着运动与自然融合
的乐趣；邻里和谐家庭婆媳和亲子接
力赛，充满温馨与欢乐，增进了家庭成
员间的感情；桃园抓鸡活动更是将现
场气氛推向高潮，欢笑声在基地上空

回响。
“我参加了婆媳节目、姐妹节目还

有拔河比赛，拔河比赛还奖励了一只
鸭子，虽然我们拔输了，但还是很开
心，毕竟重在参与嘛。”甘溪乡村民杨
佳芬笑着说。

甘溪乡盐井村的村民吴敏说：“在
那么美的环境下拔河，心情都是愉悦
的。这些乡里乡亲举办的活动，让人
眼前一亮，乡亲们都非常团结，参加了
拔河比赛，这也是我第一次来代表盐
井村比赛，非常荣幸。”

开展农民趣味运动会，不仅能为
广大村民和游客提供一个亲近自然、
享受乡村生活的平台，还能丰富乡村
文化生活，传承传统文化，增强乡村凝
聚力。同时，进一步吸引更多游客关
注甘溪乡，推动甘溪乡乡村旅游的发

展，让这片美丽的桃花之乡焕发出新
的生机与活力，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
施奠定了坚实基础。

农民趣味运动会的主题就是农趣
会，以农为主体，以农耕为话题，将农
文化展现在舞台上，让老百姓都参与
进来。“最近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我
们举办这一场春天的运动会，在于集
民心聚民力，点燃乡村的激情活力。”
甘溪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欧霖琳说道。

甘溪乡拥有良好的农业产业和文
旅产业基础，境内有高碑湖、下氵舞 阳、
花漾河畔等景区，是“全省乡村旅游重
点乡”。全乡精品水果种植达到 6500
余亩，其中油桃 800 余亩，2024 年，全
乡油桃销售量达 90 余万公斤，收益
500 余万元。

（备注：1亩=0.0667公顷）

施秉县：

“浪漫桃花・活力乡村”农运会趣味多
○ 通讯员 刘敏 吴康 黄义双 李忠蓉 张楠琪

本报讯（通讯员 杨云 姚元勋）3
月 22 日，在全国首批认证种子上市启
动仪式上，贵州兆丰种业有限公司选
育的广 8 优 198、广 8 优香丝苗两个

杂稻制种品种，成功通过全国首批认
证 ，标 志 着 这 两 个 品 种 正 式 迈 入 市
场。这不仅是对贵州兆丰种业科研实
力的高度认可，也是岑巩县杂交水稻

制种产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岑巩县作为贵州省唯一的国家级

水稻制种大县，此次两个品种通过全
国首批认证，将进一步提升其在全国
种业市场的影响力，助力当地杂交水
稻制种产业高质量发展。这里属亚热
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光
照充足，为杂稻生长提供了理想的气
候条件。境内土壤肥沃，富含多种矿
物质，能充分满足杂稻在不同生长阶
段的营养需求，产出的种子饱满、活力
强。长期以来，当地积累了丰富且成
熟的杂稻制种经验，培养出一批像贵
州兆丰种业有限公司这样专业技术过
硬的制种企业和农户，凭借精湛技艺，
严格把控制种的每一个环节，保障了
种子的高品质。同时，政府大力扶持，
不断完善产业基础设施，构建起高效
的产业服务体系，吸引众多种业企业
扎根发展。

据悉，种子认证作为国际公认的
质量评定制度，是保障种子品质的重
要手段，被誉为好种子的“信用证”、

种子企业的“体检证”、国际贸易的
“通行证”。自国家推行农作物种子
认 证 制 度 以 来 ，兆 丰 种 业 依 托 岑 巩
县的产业优势，积极响应，凭借先进
的 生 产 技 术 与 严 格 的 质 量 把 控 ，成
功让广 8 优 198、广 8 优香丝苗脱颖
而出。

广 8 优 198 具有高产、抗逆性强
等特点，广 8 优香丝苗则以其优良的
米质和独特的香气备受关注。近年
来，兆丰种业致力于推动智能化、工
厂化和机械化的生产方式，为制种水
稻的优质高产提供了坚实支撑，推动
岑巩县制种水稻产业迈向更高科技
化水平。

兆丰种业相关负责人姚元勋表
示，公司将以此次认证为契机，加快
打造“育繁推一体化”现代种业企
业，扎根贵州、立足西南，逐步将业务
拓 展 至 北 方 春 播 区 和 黄 淮 海 夏 播
区。同时，积极布局海外试点，推动
优质品种走向世界，为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贡献力量。

岑巩县：

两杂稻制种品种通过全国首批认证
本报讯（通讯员 陆琇）春 回 大

地，沉寂了一个冬日的茶园，渐渐抽芽

吐绿，迎来了春茶采摘的黄金期。连

日来，在锦屏县平秋镇石引村要甲山

茶场，首批春茶已陆续进入采摘期，当

地茶农们正抢抓有利天气，采摘今年

的第一抹“绿”。

清晨，茶园被薄雾笼罩，漫山遍野

的茶树形成片片“梯田”，一排排错落

有致的茶树抽芽吐绿、生机盎然。茶

农们背着茶篓，穿梭在茶垄间，指尖娴

熟地采摘着“明前茶”。芽尖被茶农们

轻轻摘下，个个手指灵动如飞，在翠绿

的茶树间轻巧游走，不一会儿，茶篓里

渐渐装满了春天的馈赠。

“目前，整个茶场面积已接近 700

亩，其中投产面积达 200 亩。我们是

从浙江引进来的龙井茶，这种茶叶色

泽翠绿，香气浓郁，甘醇爽口，喝起来

更加鲜醇爽口。”石引村要甲山茶场负

责人吴化谭说，“采茶高峰期时，一天

能有 80 多位工人在茶园忙碌。”

平秋镇地处锦屏县西北部，平均

海拔 800 多米，这里空气清新、云雾缭

绕，恰好处于种植高品质茶叶的黄金

海拔区间，具备发展高山云雾茶叶产

业的天然优势。经过多年的悉心培育

与发展，吴化谭对今年的茶产业发展

另有一番规划。

“今年，我们新扩建了一个 900 平

方米的厂房，同时新增了两条炒茶自动

化生产线。如今，每天能够加工 3000

斤干茶。后续，我们还计划将夏茶、秋

茶的采摘利用起来，进一步挖掘茶叶的

经济效益。”吴化谭满怀信心地说道。

茶场外，采茶工人们为赚取“采茶

钱”忙得不亦乐乎；茶场内的生产车间

里，自动化炒茶机器也在有条不紊地

运转着，浓郁醇厚的茶香弥漫在车间

的每一处角落。

“这些茶青刚从茶山采摘下来时，

水分含量高，摸起来质地偏硬。但经

过摊青工序后，茶叶变得柔软，像棉花

一样，此时就可以进行炒制了。现在，

我们以 200 多度的高温对茶叶进行炒

制。”石引村要甲山茶场技术指导员杨

小江一边仔细查看茶叶的炒制情况，

一边耐心讲解道。

杨小江介绍，自己从事茶叶相关工

作已有多年。自从去年来到这里后，被

当地优良的茶叶品质深深吸引，便毅然

决定留下来，助力提升茶叶品质。

“高海拔地区产出的龙井茶，品质

相对更优。这里的茶园管理也十分到

位，目前我主要负责茶叶的加工、销售

工作，并为茶园管理提供技术指导。”

杨小江说道。

近年来，平秋镇充分发挥当地丰

富的土地资源与宜人的气候优势，将

茶产业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

增收的重要引擎，大力发展茶产业，积

极调整产业结构。通过采用“企业+基

地+农户”的合作模式，有序流转闲置

的荒坡地，精心规划种植茶树。与此

同时，广泛吸纳周边村庄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增收。据了解，平秋镇目前

茶叶种植总面积已达 2167 亩，覆盖石

引、桥问、高坝 3 个村。

锦屏县平秋镇：

新绿漫茶山 春茶采摘酣

农技人员在水稻种植基地插秧

航拍水稻种植基地

游客在桃花园踏青 拔河比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