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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正值花椒采收季节，桐梓县羊磴镇2000 多亩花椒相继成
熟，花椒果实挂满枝头，村民忙着采摘。图为该镇双龙村村民正在采
收花椒。 （记者 陆邱珊 摄）

近年来，赤水市大力开展“妇女能顶半边天 巾帼田间展农技”
活动，组织党员妇女能人到田间地头进行技术帮扶，提高种植效
益。图为该市丙安镇党员妇女能人明小星（右一）指导果农开展猕
猴桃修枝。 （记者 陆邱珊 摄）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新蒲新区喇
叭镇乐声村的丰香蜂糖李子园，只见
树上挂满了李子幼果，村民赵久明正
在园内进行修枝疏果。

2018年，在外务工的赵久明返乡
创业，开始种植蜂糖李。“返乡后我种
植了 10多亩蜂糖李，去年开始进入
丰产期，产量达到 8000多斤，产值 10
多万元。”赵久明说，因为收益好，去
年他扩大了蜂糖李种植规模，增种了
90亩。

与此同时，赵久明还发展了 3亩
蜂糖李育苗基地，目前育有 7000多株
李子苗，一部分用于出售，一部分用于
继续壮大自家的李子园。在赵久明的
带动下，该村部分村民也开始种植蜂
糖李。

为了解决村民们在种植过程中遇
到的难题，5月底，乐声村驻村工作组
通过积极对接，邀请省级科技特派员
杨秀伟前来开展蜂糖李高效栽培技术
培训。

培训会上，科技特派员围绕当前
蜂糖李田间管理存在的问题，从定植
方法、肥水管理、整形修枝、花果管理
和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深入浅出地进行
讲解，及时解决农民种植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让他们切实掌握栽培技术要
领。科技特派员还走进丰香蜂糖李子
园，对大家进行现场教学，重点讲解了
整形修枝以及花果管理操作要点。

随后，记者来到位于乐声村瓦水
组的瓜蒌种植示范基地。瓜棚下，遵
义益馨玖香瓜类种植有限责任公司负
责人马建娥正带领村民整理枝条。

近年来，乐声村驻村工作组采取
“支部+合作社+公司+农户”的组织方
式，积极组织种植大户发展瓜蒌产业。

“前期经过多方考察，我们了解到
瓜蒌经济价值较高，种植技术和管理
相对简单，于是从去年 3月底开始了
第一年试种，鲜果亩产量约 4000斤，
瓜籽产量 300斤至 400斤，瓜皮产量
200斤左右，一亩地纯利润达到5000元以上。”马建娥介绍说。

该公司积极与龙头食品加工企业进行洽谈，从种苗采购、技术支
持到果实销售全部实现订单式管理，形成瓜蒌农业全产业链条，预计
今年该瓜蒌种植基地年产值将达到60万元。

目前，遵义益馨玖香瓜类种植有限责任公司已发展瓜蒌种植
105亩、吊瓜种植100亩，在该公司的示范带动下，全村瓜蒌、吊瓜种
植面积已达到 600亩。该产业发展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进一步壮
大了村集体经济，还有利于产业结构调整，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瓜蒌第二年至第五年就是高产盈利期，每亩纯利润只会比现在
更高。下一步，我计划做瓜蒌产业的深加工，同时，还可以进行土地
套种，发展林下种植等，这样既可增加土地的附加值，又能增加村集
体收入。”马建娥对于下一步的发展已经作好了规划。

据了解，近年来，在乐声村驻村工作组的积极谋划和引领下，
该村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强传统产业，拓展新兴产
业。该村充分挖掘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采用“党建+合作社+N”的
模式，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多途径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带动群
众增收致富。 （记者 向婧 徐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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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樊明富）近
日，记者在播州区团溪镇、茅栗镇等
地采访时看见，稻苗开始转青分蘖，

“稻＋”示范种植基地星罗棋布。
据了解，早在年初，播州区就

出台了《2023年遵义市播州区绿
色“稻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对绿色“稻 +”目标任务进行分
解 落 实 ，建 立 党 政 领 导 领 办

“稻+”高产示范基地工作机制，
成立“稻 +”高产高效创建示范
领导小组和技术指导小组。同
时，围绕“一季多收、一水两用、

一年多收”目标，该镇创新水稻
发展模式，推广“稻＋鱼（鸭）”

“稻 +油菜（蔬菜、羊肚菌）”模
式，推行钵苗机插和全程机械
化，水稻生产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 80%以上。

为强化水稻业全链发展，播州
区充分发挥龙头企业、合作社和种
植大户等主体作用，依托沃丰农
投、卓豪农业、遵丰农业等企业，采
取“公司+村级股份经济联社（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做强龙头
企业，构建产、加、销一体化模式，

大力推广“稻+鱼（鸭）”生态种养循
环模式。

据该区农业农村局综合站分管
负责人林兆红介绍，三岔镇长安村、
茅栗镇金山村、团溪镇白果村、鸭溪
镇白腊坎村、泮水镇遵金村等村级
组织，注册稻米商标，大力发展稻米
加工产业，壮大村集体经济，引领水
稻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该区已建立市级“稻+”
水稻示范基地 1个，示范面积 1065
亩；区级“稻+”水稻示范基地 4个，
示范面积 4250 亩；建立镇乡级

“稻+”水稻示范基地 56个，示范面
积2.16万亩。该区拥有稻米加工主
体27家，其中省级龙头企业2家、市
级龙头加工企业 1家、小型加工主
体24家。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播州区
还把“稻+”高质量发展与农旅一体
化发展相结合，通过举办彩稻文化
节、摸鱼活动等，开展“稻+”综合
种养田间体验活动。并推出订单
种植销售优质稻模式，宣传推介优
质稻产品，提升品牌形象，促进水稻
产业与旅游业融合发展。

播州区

示范基地助“稻+”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开设滥办酒席
曝光台非常好，应该扩大宣
传，让大家引以为戒！”近日，余
庆县龙溪镇红军社区老油厂坝
坝里开了一场特别的群众会，
干部群众围坐一堂，举行“有事
好商量”协商议事会，为近期治
理滥办酒席事宜建言献策。

大家以“摆龙门阵”的方式
各抒己见、出谋划策，社区党总

支书记一边听、一边记，并一一
回复大家的疑问。通过现场议
事，最终讨论出有效建议 5条，
将实施到文明新风倡导工作中。

据悉，今年以来，红军社区
共举行“有事好商量”协商议事
会8次，切实解决了17件与群众
切身利益相关的事件，让“有事
好商量”议出文明和谐新风尚。

（广洁）

红军社区

协商议事会吹来文明新风

由于近期降雨频繁，位于凤冈县龙泉街道
三坝社区的西山水库水位已达到泄洪水位，6
月20日上午11时开始泄洪，以腾出库容应对
汛期强降雨。

据了解，凤冈县西山水库系“西南五省骨干
水源规划”和“贵州省三位一体规划”编制项目，
总投资2.87亿元，2022年竣工投用，保障县城
20万人安全饮水，同时解决凤冈经济开发区

“一区两园”生产生活用水。
（陈昌霖 摄）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