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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小叶子”做成富民大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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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初夏时节，新蒲新区虾子镇南
坪村红旗组椒农王永芬家的 10亩
地里，移栽不久的辣椒已经长出了
新叶。王永芬去年栽种了4亩遵义
朝天椒辣椒，收入 13000多元。今
年，她利用农业部门统一提供的
200盘“朝天椒6号”辣椒苗，扩大了
种植规模，并按照标准化种植技术
进行种植，对今年辣椒的收成，王永
芬信心满满。

辣椒是南坪村的主要产业，这
几年，农业部门和村里结合本地辣
椒长期种植经验，大力宣传推广标
准化种植技术。按照土地翻犁、掏
箱起垄、施足底肥等技术标准种植
辣椒。标准化种植带来的是辣椒质
和量的提升，南坪村的辣椒成为市
场的抢手货，去年，该村种植辣椒产
值近 1000万元，今年又种植辣椒
2000余亩，其中种植“朝天椒 6号”
品种的农户接近2/3，这一品种已成
为村里的主打品种。

南坪村辣椒种植的变化，是我
市辣椒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
年来，我市从育种、种植、加工、市
场、流通等全产业链大力发展“遵
义朝天椒”产业，通过实施地理标
志产品产业化促进项目，完善地标
制度，推动企业用标，严格执行标
准，强化人才建设，宣传推介品牌，
全面提升“遵义朝天椒”地标品牌
影响力。

辣椒产业的持续发展离不开
好的辣椒苗，遵义供销控股（集团）
辣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虾子辣椒
智慧产业园，作为新蒲新区辣椒换
种工程的主力军，严格按照《辣椒
育苗技术规程》实施育苗工作。自
2019年以来，虾子辣椒智慧产业园
累计完成集约化育苗 8.5万亩，累
计实施完成辣椒换种工作良种供
应 130余万亩。今年换种工程 12
个推广品种中，以遵辣 9号、朝天
椒 8号、朝天椒 6号等遵义朝天椒

系列品种为主。
好品种种出好辣椒，好辣椒出

好产品。贵州省贵三红食品有限
公司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
头企业，是一家集辣椒基地建设、
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和销售为一体
的现代辣椒食品加工企业。贵三
红食品有限公司在全省发展辣椒
种植基地 30万亩，主要种植遵义
朝天椒系列品种，通过有机认证基
地 1000亩，是国内较大规模的有
机辣椒种植基地。好原料成为公
司不断研发新产品的不竭动力，在
技术标准方面，获得各类专利技术
100余项。公司现有“贵三红”“辣
三娘”2个品牌 6大系列 100多个辣
椒产品，今年一季度实现销售收入
4200万元。

近年来，我市围绕健全产业
链，全面夯实产业基础的目标，积
极开展以“遵义朝天椒”系列品种
为主导的换种工程，采取“统一品

种、统一育苗、统一供苗、统一移
栽、统一管理”等措施，逐步解决遵
义辣椒市场品种杂乱多等问题，提
升“遵义朝天椒”的市场占有率。
目前，“遵义朝天椒”全市种植规模
达 150 万亩，全市辣椒生产企业
123家，其中初加工 54家、深加工
66家、精加工 3家，实现年加工产
量 40万吨，产值 45亿元。同时，我
市大力推进国家级辣椒市场建设，
完善遵义辣椒市场网络体系，通过
持续开展现货交易、电子商务、信
息发布、质量检测、仓储物流、会展
商务等软硬件设施的升级打造，以
中国辣椒城为中心，围绕辣椒重点
产地乡镇和种植核心区，高标准配
套完善市场 30个，遵义辣椒市场
网络逐步形成，全市辣椒市场年干
辣椒交易量达 40余万吨，交易额
80余亿元。

（记者 杨刚 一丁）

标准化种植擦亮地标产品“金招牌”
——我市着力提升“遵义朝天椒”地标品牌影响力

本报讯 去年以来，贵州苟江
（和平）经开区严格落实驻村派出
单位后盾作用，紧紧围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这一主题，强化党建引领，多措
并举做实对播州区芶江镇红山村
的驻村帮扶工作，助力乡村振兴。

工作中，贵州苟江（和平）经开
区充分发挥驻村干部宣讲员作用，
与群众面对面、心贴心沟通交流，
让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乡村、深入
群众，并结合村（社）实际，对安全
生产、生态环保、森林防火、禁毒和

民生保障普惠性政策等工作进行
广泛宣传，引导群众遵纪守法、脚
踏实地，为建设美好家园不懈奋
斗。

抓好集体经济促发展。贵州
苟江（和平）经开区始终将发展壮
大集体经济作为带领群众致富的
重要举措，党工委班子成员深入驻
村干部所在村（社）开展调研，帮助
驻村干部拓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的思路和渠道，统筹力量、整合资
源推动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先后
指导红山村优化柞蚕产业布局和

中药材种植以及鸭溪镇长征社区
征易文具店申报“政采云”平台。
2022年，红山村及长征社区分别实
现集体经济收入 19 万元和 11 万
元。

助力稳岗就业增收入。依托
经开区产业优势，搭建“园区+社
区”工作模式，开展劳动力就业信
息摸排，统计企业用工需求，定期
推送企业招聘信息，积极为脱贫群
众提供便捷化就业服务，实现本地
劳动力在本地稳定就业，提升了人
民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经开区

累计推送招聘信息 270余条，解决
就业 120余人，人均年收入增长 3
万元以上。

建立长效机制强保障。聚焦
防返贫、新发致贫，经开区联合镇
党委、爱心企业建立了巩固脱贫攻
坚帮扶资金池，用于因突发事故和
突发变故出现巨额开支导致家庭
困难的专项救助，筹集到资金共 8
万元，后续还将逐步加强筹集力
度，扩大资金池规模，为实现稳定
脱贫、避免返贫提供稳定有力的托
底保障。 （王天海）

贵州苟江（和平）经开区

多举措做实驻村帮扶工作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位于红花岗区金
鼎山镇后庄村的永洋生态农旅产业园，只见游
客们带着孩子或在碧波池塘垂钓鱼虾，或在家
庭农场锄土种菜，或在拾乐园内抓鸡拾蛋，或在
手工作坊绘制草帽……尽情享受着悠闲惬意的
美好时光。

“这里环境清幽，空气清新，闲暇时来这里
玩一下，心情会愉悦很多。”趁着晴好天气，来自
遵义城区的林莉带着孩子前来游玩、体验农耕
生活。

近年来，后庄村依托资源优势，积极谋划乡
村旅游发展思路，于去年10月积极引进第三方
公司，成立专业合作社，打造生态农旅产业园，
利用农村空间和农业景观等资源，以农村田园
景观、农业生产活动和自然资源为拓展，大力发
展集农业观光、农作体验、休闲采摘、亲子休闲、
餐饮住宿等为一体的农文旅融合产业。

“整个产业园项目占地面积416亩，我们在
园内设置了农作物种植区、山体游乐区、垂钓
区、农耕文化区、水果采摘区等，并在田间设置
灯光带，打造田园夜景，有效提升乡村田园景观
的夜间观赏性，让游客在这里放松休闲、尽览乡
村好风光的同时，也可以进行深度的农事体验，
领略乡村风情。”永洋生态农旅产业园负责人汤
正承向笔者介绍，产业园自今年4月开业以来，
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休闲。“五一”期间，共
接待游客 2000余人，实现收入 40000余元。接
下来，他们还将结合乡土文化资源，积极打造露
天营地、小动物互动区，推出摸鱼捉虾、打泥巴
仗、滑水滑梯等项目。

永洋生态农旅产业园的成功打造是金鼎山
镇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与缩影。金
鼎山镇依托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富的农业资源
优势，按照“一村一特、一村一品”的发展思路，
大力发展蓝莓、葡萄、李子、桃子等特色产业，并
强化乡村旅游和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积极推
进乡村采摘游和赏花游，引导扶持村民开设农
家乐，聚力打造以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和农事体
验于一体的特色休闲观光农业，带动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目前，金鼎山镇每年
累计吸引游客30万余人前来休闲旅游。

“随着乡村旅游的持续升温，看乡村美景、
品乡村美食、赏乡村民俗、住乡村民宿，已然成
了最受游客青睐的旅游方式之一。”金鼎山镇相
关负责人说，接下来，他们将以独特景色、田园风光、特色农业旅游资源
为依托，深入挖掘生态、文化、历史、农耕等优势资源，找准农文旅融合切
入点，进一步拓展乡村旅游空间及内涵，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绘就农文
旅融合发展的美好图景。 （刘合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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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仁怀市高大坪镇银水坝区的千
亩油菜进入收割期，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
象。为确保颗粒归仓，当地组织党员和“强
组兴村”工作队帮助村民及时收割油菜籽。

近年来，高大坪镇采取“企业+合作社+
农户”的组织方式，大力发展油菜种植。今
年，银水坝区种植油菜面积573亩，辐射周
边种植油菜1500余亩，预计油菜籽总产量
可达60万斤，总产值300余万元。

（王莉群 余甚君 摄影报道）

党员助农收油菜籽

本报讯 初夏，行走在习水
县程寨镇石门村，只见民居错落
有致，官渡河、楠木溪穿村而过，
优美的环境让人心生向往。据了
解，为保护好水资源，程寨镇严格
落实河长制，设立镇村两级河长
20余名，持续推进河道、支流水系
综合治理。

“官渡河流经程寨有 10多公
里，过去河水水质较差。河长制实
施后，镇里多方争取资金和项目，
通过种植绿化树、修建农村污水集
中式和分散式处理池等措施有效
解决水污染问题。如今的官渡河
清澈见底，水生物明显增多。”程寨
镇人大主席沈义佳介绍，依托河流
环境改善，石门村成为国家AAA级
景区。

“随着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基
础设施越来越完善，到我们村观
光度假的游客也越来越多。”家住
官渡河旁的村民张永会瞅准时
机，将老屋翻修开起了农家乐。

通过一系列水环境整治，程
寨镇不仅治出了美丽村庄，也激
活了乡村经济。据了解，今年五
一假期，石门村共接待游客 1.5万
人次，经营总收入达70多万元。

程寨镇地处四面环山的河
谷地带，森林覆盖率高达 70%

以上，该镇依托丰富的森林资
源，积极探索发展林下经济，既
保护了绿水青山，又让群众富了
起来。

从事农业技术服务20多年的
袁浩是程寨镇农技服务中心的
负责人。前些年，他率先承包
50 多亩山林种植中药材，并有
效带动周边群众发展中药材种
植。“目前全镇共种植各种中药材
700多亩，去年实现增收 30多万
元。”袁浩说。

除了林下种植中药材，林下
养殖是程寨镇用活林下资源的另
一条路子。在程寨镇红旗村山林
间，今年 59岁的红旗村村民袁富
昌正忙着采收蜂蜜。“我从事蜜蜂
养殖已经有 10多年了，近几年蜜
质非常好，一年光靠养蜂就能挣
10 多万元。”袁富昌说，生态好
了，非常适合发展养蜂产业。

“目前，程寨镇林下种植养殖
产业共带动 200余户农户参与，
年经济收入在 280万元左右。接
下来，我们将大力发展林下经济，
不断提高土地使用效率，扩大经
济效益，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
展、农民增收’的多赢目标。”沈义
佳表示。

（张川 谢永恒）

程寨镇

水常清 产业兴 百姓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