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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立飞）近
年来，湄潭县新南镇坚持党建引
领，立足资源优势，对照产业发展

“八要素”，规模化发展蛋鸡养殖，
着力优化产业发展，在促农增收上
实现新突破。

在新南镇羊叉坳村，树林里的
几栋养殖厂房养殖着 2万羽蛋鸡。
这是新南镇于 2013年引进的湄潭
新源养殖场，该养殖场负责人季泽
江从事蛋鸡养殖已有十余年。

走进养殖场，一排排、一层层
鸡笼整齐有序，一只只蛋鸡正争
相啄食。杨技方和工友分工合
作，娴熟地分拣鸡蛋、装箱。

“我在养殖场上班，每月工资
3000元。”杨技方对现在的工作很
满意。

该养殖场根据养殖规模用工
需求，主动吸纳当地群众就近务工
增收，让百姓参与到养殖中来，一
边务工一边学技术，现已带动全镇
31户农户发展蛋鸡养殖。

“第一年养殖有 8000羽蛋鸡，
现有 20000羽，带动本村 20来户村

民参与。村民在我这里买青年鸡
回去养殖，我提供养殖技术，然后
集中从村民那里采购鸡蛋，统一对
外销售。”季泽江介绍说，目前养殖
场有褐壳蛋鸡、绿壳蛋鸡、粉壳蛋
鸡三个品种的蛋鸡，年产蛋 580余
万枚，年产值290万元左右。

“从外地务工回来，我就到季
泽江的养殖场学习技术，然后开始
尝试自行养殖。目前养了 6000多
羽，除去开支，每年收入10多万元，
比在外打工强多了。”返乡创业的
羊叉坳村民熊国霖如是说。

新南镇以羊叉坳蛋鸡养殖为
契机，做大养殖产业，群众的腰包
渐渐鼓了起来。据了解，新南镇共
有蛋鸡养殖企业29家，养殖总规模
25万羽。

“新南镇将坚持‘党建+产业
’发展模式，以羊叉坳蛋鸡养殖
为基础，拟新建一个规模达 5 万
羽的自动化蛋鸡养殖场。同时，
整合社会资本，持续扩大蛋鸡养
殖产业，力争形成 50万羽的养殖
规模。”新南镇组织委员刘宇说。

新南镇

养殖蛋鸡 促农增收

新蒲新区三渡镇深入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近日，三渡镇双
河村组织 20 余名党员志愿
者抢抓晴好天气，帮助群
众抢收稻谷，确保颗粒归
仓。

（记者 张婷 摄）

本报讯 进入水稻收割时节
以来，湄潭县将水稻机收减损作
为当前农机化工作的重中之重，
以水稻机收、产地烘干为重点，千
方百计降低水稻收获环节损耗，
全方位提升水稻机收质量，努力
实现水稻颗粒归仓，为全年粮食
稳产增产贡献机械化力量。

为加强机收服务供需对接，
湄潭县抢前抓早做好机具检修、
易损件更换等准备工作，协调农
机销售企业和维修网点及时供货
备件，优化售后服务。截至目前，
全县共投入 240余台收割机具。
同时，湄潭县农机部门还通过线
上线下等方式，及时发布农机作

业市场供需、气象交通等服务信
息，大力推广“订单作业”，科学调
配机械，确保成熟一片、收获一
片。

此外，湄潭县提早摸清烘
干机械保有和农机社会化服务
能力分布情况，启动 12条粮食
烘干线，保障已收粮食安全入

仓，减少霉变等产后损失；并且
大力推行“机收、运输、烘干、销
售”粮食不落地“一条龙”服务，
以优质服务让农民省力、省时、
省心，努力实现粮食安全生产、
农民丰产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刘 悦）

湄潭

水稻机收减损 确保颗粒归仓

“有机茶园从不使用除草剂，
都是人工除草，这里闻到的都是
大自然的味道。”凤冈县娄山春茶
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罗明刚说这
话时，从茶园的腐叶下抓起一捧
把黑泥，让客商朋友先来闻闻土
地的芬芳。

近几年，罗明刚的身份一直
在变，从茶农到技术员再到导
游，他手上销售的产品也一直在
变，不仅卖茶，还“卖”生态、“卖”
风景。

凤冈是遵义的东大门，全县
1883平方公里的土地分布在北纬
27°至北纬 30°之间。森林覆盖率
达68%，茶区植被覆盖率高达90%
以上，加之大面积的水、土壤、空
气没有受污染，温度、光照适宜，
为茶树生长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地
理环境，也让凤冈茶叶中同时含
有锌和硒元素。“北纬 30°出好茶，

而凤冈正接近这一黄金纬度产茶
带，出好茶也就成为必然。”罗明
刚说。

“来，喝茶！”茶盘前，罗明刚
将茶备好，全手工炒制的有机毛
峰，在开水的冲泡下慢慢舒展出
曼妙的叶形，淡黄色的茶汤在口
腔中千回百转，渐渐回甘。如此
惬意的一幕，在凤冈县 50万亩的
茶林间随处可享。

“凤冈有机锌硒茶看了养心，
喝了养身。”凤冈县农业农村局相
关负责人说，为了加强茶旅融合，
凤冈县不仅打造了各有特色的

“茶旅点”，还打造形成田坝生态
有机茶生产示范园区、太极生态
养生园和玛瑙山茶旅景区三大茶
旅“景区线”，集茶叶采摘、茶叶加
工、茶艺表演和旅游购茶为一体
的特色茶庄旅游、生态观光游和
休闲体验游蓬勃兴起。

“茶饭”不分家，凤冈有机茶
保持高质量水平的同时，有机稻、
有机面条、有机牛肉等食品的市
场竞争力也在不断增强。

“6斤装的有机稻米售价 448
元，400亩有机稻预估产值在 300
万元左右。”站在何坝镇的有机稻
田旁，神农米业总经理谭仕波盘
算着收入。

谭仕波直言，比起产量高的
普通稻谷，有机稻谷的投入高，产
量低，但是品质却是上等，深受消
费者的青睐。

“凤冈以‘中国好粮油’项目
建设为契机和‘稻+N’产业发展
模式，通过建立‘中国好粮油’优
质稻示范基地，大力发展优质水
稻种植，企业生产的大米自然卖
得更俏。”谭仕波说，凤冈出台的
一系列举措，不仅推动农村产业
革命，也让企业、市场、农民实现

共赢。
凤冈始终秉承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全域有机、全产业链有
机战略，实施国家有机食品生
产基地建设示范县（试点）创建
工作，有力推动了全县有机产
业规模化、标准化、市场化发
展 ，让 绿 水 青 山 变 成 金 山 银
山。截至今年 5月，凤冈县有机
产品基地规模达 10.65 万亩，有
机加工企业 13 家，有机养殖企
业 2家，有机认证产品 92个，产
品涵盖茶叶、稻谷、大米、高粱、
花卉、坚果、果蔬、水产品和畜
禽产品等，足以烹饪出令人垂
涎的“有机宴”。

如今，游有机茶园、喝有机锌
硒茶、吃“有机宴”，到凤冈来一次
有机康养之旅已成为生态旅游新
时尚。

（据《贵州日报》）

凤冈

卖茶卖“生态” 种稻种“有机”

仁怀市喜头镇卫星村，千亩茶园翠色欲滴，茶农穿梭在茶垄间，忙
碌着采摘秋茶第一轮茶青。

饶喜茶园是卫星村的一大特色产业，按照“支部+合作社+公司+农
户”的组织方式，发展1200余亩茶园。优质的土壤、良好的自然环境和
茶农的精心管护，茶树茁壮生长，预计每年可采茶6000斤，带动每户茶
农年增收近1.5万元左右，切实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肖月星 摄）

本报讯 “没想到家乡现在到
处是产业、没想到家门口就可以
就业、没想到打工还可以这么自
由……”在外打工多年，回到务
川自治县石朝乡杉板村辣椒基地
务工的吴茂秀惊喜地说。

眼下正是收获季节，采摘辣椒
人工费6毛钱一斤，多做多得，对吴
茂秀这种需要接送孩子放学上学
的人来说最合适不过了。“以前外
出打工，照顾不了家庭。现在回来
送孩子上学，正好赶上摘辣椒，每
天把小孩子送去上学之后就来摘，
挣点零用钱。”正在采摘辣椒的吴
茂秀说。

像吴茂秀这样的务工人员就
是近几年悄然兴起的农事“钟点
工”，他们大多是来自本村或附近
的村民，熟谙农事，随叫随到，按计
件或计时计算报酬，结薪灵活。

与吴茂秀一样，村民申学鲜也
在家门口找到了工作，结束了背井

离乡的打工生活，回到家乡当上了
农事“钟点工”。

今年，石朝乡发展的香榧挂果
50000斤，采摘需要大量劳动力，
申学鲜等村民每天都来香榧基地
务工。

“这是刚采摘来的，将香榧果摘
下来剥了壳，2元一斤，一天可以挣
200元左右。我家种了 100多棵香
榧，再管护几年也可以挂果了。”正
在剥香榧果的申学鲜说。

近年来，石朝乡党委积极鼓
励和支持“农闲经济”的发展，把
劳务输转作为促进群众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随着农
村土地流转，产业不断增多，农事
用工需求量不断加大，农事“钟
点工”应运而生，有效解决了种
植大户农忙时节用工难题，同时
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
机会，拓宽了致富渠道，促进群众
增收。 （孟红霞）

石朝乡

农事“钟点工” 农忙时节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