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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五月，凤冈县茶叶加工生
产热火朝天。在位于凤冈县何坝街道
的贵州凤冈县黔雨枝生态茶业有限公
司（以下称生态茶叶公司）加工车间，各
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

“这是公司去年投入 480万元升级
改造的生产线，萎雕、杀青、摊凉、揉捻、
解块、烘炒、塑形、烘干等8个环节，全部
是智能化的，特别是揉捻环节，有 12台
揉捻机，只要轻轻按下电源开关，这 12
台揉捻机就同时启动，每天可以加工
2500公斤干茶。”生态茶叶公司总经理
任斌说。

任斌介绍，这套揉捻机还可以根据
不同季节的茶叶设定揉捻时间、速度和
压力大小，茶叶破损度很小，质量上更
有保障。

车间的另外一边，一台茶叶色选机
正在对加工好的绿茶进行筛选。“这是
公司今年春季投入 180万元添加的设
备，经过色选后的茶叶外形统一、颜色
统一、香味统一，真正地做到了色香味

俱全，茶叶的品质大幅提升。”生态茶业
公司车间技术员卢天京说。

生态茶业公司是一家集茶叶种植、
加工、销售、出口贸易于一体的规模企
业。近两年来，该公司先后投入 700多
万元用于生产线升级改造和标准化车
间建设，生产能力提升了 40％，每年的
生产成本降低近30万元。

茶叶产业是凤冈县富民强县的主
导产业，全县有生态茶园 50万亩，有茶
叶企业近300家。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保
护产品、入选首批中欧互认的 100个地
理标志协定保护名录的凤冈锌硒茶，是
凤冈茶产业得天独厚的资源。

近年来，凤冈县以党建为引领，坚
持茶叶首位产业不动摇。为了保证茶
叶品质，该县督促各茶企加大对茶叶生
产基地管理力度，积极争取“专精特新”
项目和东西部协作资金，大力支持茶企
实施“千企改造”工程和“专精特新”企
业培育，帮助企业逐步实现标准化、自
动化、清洁化生产。

“要想茶叶卖得好，品质品牌少不
了。”凤冈县经济贸易局局长何才江说，
凤冈县把标准化、清洁化、智能化和低
碳绿色化贯穿茶叶产业发展全过程，凤
冈茶叶正在“异军突起”，以差异化、品
牌化赢得市场认可。

今年 1至 4月，凤冈县富祯茶业有
限公司新升级的直条毛峰占到订单总
量的60%以上。

作为凤冈县富祯茶业有限公司的
掌舵人，周朝友这几年从产品研发着
手，不断对茶叶生产设备进行升级改
造。去年 5月，他引进了一条全自动
微波杀青生产线。“微波杀青工艺是
利用茶青本身的水分，形成一个蒸汽
环境，再加上微波的高频震动，能让茶
叶的芽头和叶子的水分抽离得更加均
匀。”周朝友说，用这套设备生产出的毛
峰茶，茶条细直得可以穿针，很受消费
者欢迎。

“为了保证茶叶清洁化加工，我们
对生产环境要求几乎达到苛刻的程

度。”贵州凤冈县仙人岭锌硒有机茶
业有限公司一厂车间主任孙流祥介
绍，工人进车间首先不能化妆，不能喷
香水，要换工作服、换鞋戴鞋套、戴帽
子、戴口罩，茶叶按新工艺、新技术标
准化生产，做到茶青加工全程不落地。

“近年来，我们从种茶管茶转向卖
茶，从粗放加工向标准化加工转变，从
塑造品牌再到运营品牌，茶产业持续转
型升级。”凤冈县种植业发展中心主任
吴亮说，目前凤冈县开发的凤冈锌硒茶
之凤头羽毛峰新产品，市场的辨识度很
高，让消费者留下深刻印象，凤冈县将
重点打造这款茶叶拳头产品，进一步提
高凤冈县高端茶的市场占有率。

据了解，目前，凤冈县在省内外开
设“凤冈锌硒茶”专卖店 270家、产品销
售专柜 3274个，拥有茶叶类线上店铺
77家。今年 1至 4月，凤冈锌硒茶在省
内的销售额达 7.8亿元，在省外的销售
额达5.3亿元。

（饶云）

凤冈县

标准化生产助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记者 吕欣）为
响应“珠遵协作”号召，支持我
市乡村振兴、医疗卫生事业和
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近日，珠海
市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通过遵义市慈善总会，向
遵义市卫生健康局捐赠了价值
5029150元的医疗物资，用于
我市 23家医疗机构改善医疗
设施条件，提升基层卫生服务
能力。

据了解，珠海市健帆生物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
血液净化领域的龙头企业，此
次向我市捐赠的物资包括
DX-10 血液净化机、JF-800A
血液灌流机两种优秀国产医疗
设备及其配套耗材。2023年
12月31日前，遵义市卫生健康
局将陆续把捐赠物资发放到道
真、务川等县人民医院以及习
水县温水镇、湄潭县永兴镇
等基层卫生院。物资发放到
位后，珠海市健帆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派专人
对物资使用保护养护等情况
进行培训，以保证捐赠物资
正常使用。

遵义市慈善总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将根据捐赠者意愿，本
着“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协助遵义市卫生健康局将捐赠
物资发放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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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在位于遵义高新区的遵义市华颖
监测技术有限公司，该公司项目部经理汤自华在大数
据监控中心，正通过基于北斗的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
GNSS智能监测云平台，查看实时监控数据。

“GNSS智能监测云平台是我们公司依托北斗高精
度卫星定位系统自主研发的，可对结构物进行24小时
不间断实时安全监测，监测数据也会通过大数据分析
自动生成数据报表，如若结构物发生位移或沉降时，
GNSS就能有效识别，一旦监测值达到提前预设的预警
值，系统就会自动发出报警信息给服务方，从而达到
及时预警、及时排查险情的目的。”汤自华说，他们还
会结合大数据分析平台，及时对发出预警信息的数据
进行分析，并提供建议方案给服务方供其整改，以保
证安全。

在遵义市华颖监测技术有限公司实验室里，工作
人员江国伋在启动GNSS接收机系统后，随即将已编
好的边坡监测系统软件写入接收机，接上串口和天
线，检测系统软件是否正确、卫星信号的强弱程度，进
而不断调试，保证接收机产品的安全合格。

“检测合格的接收机及其它监测设备，我们会将
其部署于老旧危房、山体边坡、水库大坝、桥梁隧道等
结构物终端，实时采集结构物的位移、沉降、倾斜、应
力应变等各项监测数据，经过 4G（5G）和NB无线传输
通道，将监测数据传输到云端的结构物智能安全监测
大数据平台，进行 24小时不间断监测。”江国伋说，不
同的结构物，采用的监测设备不同，但都可以通过物
联网与大数据应用技术，对不同结构物的相关安全数
据进行实时采集、分析及处理，从而提高结构物的安
全预警能力和防患防治水平。

遵义市华颖监测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年 8
月。自成立以来，该公司建立了智能安全监测大数据
应用研发中心，并和清华大学北斗应用实验室、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武汉大学等进行合作，对各领域的智
能安全监测技术、传感硬件、大数据平台系统等进行
研发，通过运用物联网与大数据应用技术，对老旧危
房、山体边坡、矿山尾库、水库大坝、桥梁隧道等进行
自动化智能监测。

截至目前，该公司已经在全国10多个省监测应用
项目 120余个，建立数据采集监测点 5000多个，获得
发明专利和新型专利等 30余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
企业认定，是贵州省大数据“百企引领”示范企业。

“我们将在结构物智能安全监测领域进行持续深
入研发，不断拓展监测应用领域，把研发、应用、技术
服务等各方面的工作做好、做扎实，让安全监测心中
有‘数’，让自动化智能监测更有成效。”遵义市华颖监
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许午用说。

（刘合春）

遵义市华颖监测技术有限公司

智能安全监测心中有“数”

近年来，赤水市依托丰富的竹资源，发展各类
竹加工企业近300家，把“小竹子”做成大产业。
图为近日，在位于赤水市的贵州省红赤水集团有
限公司智能化、数字化竹笋生产车间，工作人员在
生产各种笋类食品。

（记者 胡丹 摄）

赤水市

“小竹子”成大产业

“知书达礼、与人为善、身正为
范”，是国家税务总局湄潭县税务局
副局长戚静和家人在生活中遵循的
家训。在邻里看来，戚静及其家人待
人真诚、互敬互爱，是令人羡慕的积
善之家、团结之家。

戚静和爱人李浪是生活中的好
伴侣，事业上的好战友。戚静着力在
湄潭县税务局打造基层党建品牌，该
局获评贵州省税务系统“黔税先锋”

党建示范点、被遵义市委评为“先进
基层党组织”。戚静也被湄潭县委评
为“优秀党务工作者”。

家人之间的书信往来是戚静家
庭的情感佐证。这些书信充满亲人
间的关爱：有对孩子学习的肯定和鼓
励，有对孩子工作遇到瓶颈时，告诉
孩子该如何提升自己，适应社会发
展；有的是孩子遇到困惑时，向长辈
的虚心求教。

良好的家风也是戚静的父母戚
正昌和吴缉兰的言传身教，他们孜
孜不倦地读书，一本本读书笔记是
他们夫妻相互鼓励扶持的见证。
2000年，已经退休两年的戚正昌踏
上了考场，只有小学五年级文化水
平的他获得了“注册税务师”资格。
他带领老同志成立了“夕阳红税宣
队”，让老税干更好地融入社区，丰
富了老人们的晚年生活，增进了邻

里关系友善和睦。
戚静家庭坚守涵养道德、睦邻

友好的处事之本，用爱铸就了温馨
和谐之家。近年来，戚静的家庭先
后获评遵义市“文明家庭”、贵州省

“最美书香润德家庭”和贵州省“五
好家庭”、第十三届全国“五好家庭”
等称号。

（遵义市精神文明办）

书香润德好家风
——记全国“五好家庭”戚静家庭

45年来，他坚守对父亲的承诺，
成为爱鸟护鸟的典型，在当地传为佳
话。

今年76岁的胡光明，家住凤冈县
琊川镇朝阳村石梁河畔。小时候，他
经常跟随长辈投喂生活在家门口的
白鹭。

胡光明记得，父亲一直都对白鹭
很挂念，曾经要求儿子和儿媳无论什
么时候都不得破坏屋后的树木，把白

鹭保护好。胡光明与妻子也写下保
证书，承诺不赶走白鹭，不砍伐损坏
森林。

回忆父亲临终前的嘱咐：“这些
鸟和我们一起生活了 40年，就像我
们家族一样不断壮大，你一定要把
爱鸟护鸟的美德一代一代地传下
去……”几十年来，胡光明一直谨
记父亲教诲，他每年在老屋院后栽
种树木，每天都要去林子里巡逻，他

为白鹭栖息的林子里架设安全防护
网，防止幼鹭、鹭蛋落地；他长期对
周边村民进行宣传引导，特别是教
育小孩子要爱护大自然……村里人
称他“鹭管家”。

自爷爷那一辈算起，胡光明一家
保护白鹭已坚持80余年，成为当地人
们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护鸟使者”。
受到胡家的影响，如今，爱鸟护鸟也
成为当地群众的自觉行为，没有人追

赶或者捕杀鸟类。
现在，胡光明把保护生态环境的

家训嘱托给子女和孙子，希望他们传
递好爱鸟护鸟的“接力棒”。他的儿
孙们也继续参与护鸟爱鸟活动，续写
爱鸟护鸟情怀。

今年第一季度“贵州好人榜”公
布时，胡光明光荣上榜。

（记者 石影）

爱鸟护鸟不停歇
——记贵州好人胡光明

本报讯 近日，在习水县程寨镇红旗村花椒种植
基地，一颗颗青绿色的小果挂满枝头，微风袭过，阵阵
花椒果香扑鼻而来。

“我们种植的九叶青花椒，花椒的香度、麻度和各
方面的品质都比其他品种好。”红旗村花椒种植大户文
建康今年种植了72亩花椒，预计今年6月10日开始采
摘。

近年来，程寨镇积极调优农业产业结构，以增加农
民种植效益为目标，统筹东西部协作资源，采取“村党
支部+集体经济+公司+基地+农户”的组织方式，推动
该镇9018亩花椒种植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
化方向发展。同时，该镇从培养职业经理人和专业管
护队伍、利用好东西部协作资金和财政衔接资金、积极
对接销售市场上下足功夫，全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2019年以来，程寨镇对陆续种植花椒产业9018亩
进行生态修复。2022年，全镇花椒初挂果面积1600余
亩，生鲜花椒产量 85.11吨，加工干花椒 16.05吨，产值
128.39万元，流转土地为群众创收35万元。

（罗利飞 罗金）

程寨镇

发展花椒产业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