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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绥阳县太白镇富裕村，犹如走进一片花的海洋，让
人目不暇接。微风拂过，阵阵花香沁人心脾，工人们穿梭于
刺梨花海中开展管护工作，为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种
植大户汪登培这几天就忙碌在种植基地里，为保证刺梨纯
天然的品质，他特地嘱咐工人只能人工为果树除草，坚决杜
绝使用除草剂。

看着漫山遍野盛开的刺梨花，汪登培抑制不住满心的
喜悦：“从今年开花的状态来看，我种植的 500多亩刺梨要
迎来丰收。待到秋收时，贵州三珍宝公司将以订单保底模
式前来收购。”

销路的打通如同给汪登培吃了颗定心丸，让他发展刺
梨产业的信心和决心更加坚定，对于下一步产业的发展也
有了新规划。“太白镇海拔高，生态环境好，种植出来的刺梨
品质特别好，接下来我准备向刺梨的深加工发展，把刺梨加
工成刺梨干、刺梨酒，以此来提高刺梨的附加值。”汪登培告
诉笔者。

近年来，富裕村充分发挥山地资源优势，挖掘刺梨
产业的价值，把刺梨野生变家种，一株株刺梨树长成了
绿水青山间的“生态树”，变成了高质量发展的“摇钱
树”，一颗颗“黄金果”也让富裕村走上了产业强村、产业
富民之路。

富裕村党总支书记娄礼向笔者介绍，目前，富裕村现有
刺梨产业 6000余亩，主要是以“支部+股份经济合作社+大
户+农户”的组织方式发展种植，共覆盖全村20个组300余
农户，带动农户人均收入每年增收约 5000元。下一步，该
村将增强刺梨产业发展力度，延伸二、三产业生产链，壮大
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增收。

近年来，太白镇将刺梨作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导
产业之一，富裕村作为太白镇刺梨主要种植地，今年刺梨可
采摘面积达2000余亩，可实现产量1200吨、产值480万元，
并带动太白镇太平、官庄、凤凰等周边村寨共同种植，真正
将刺梨产业打造成为富民产业。

（李前勇 胡锐）

太白镇

刺梨树上好花开
丰收致富好未来

本报讯 近年来，近郊游、周边
游越来越受到市民朋友的欢迎。红
花岗区忠庄街道勤乐村立足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溯溪游玩、观光采摘等
近郊旅游项目，不断擦亮近郊旅游

“新名片”。
青山新绿，溪水淙淙。初夏时节

的勤乐村，乡村美景甚是迷人。
在洪河休闲山庄，自助烧烤区内

气氛热烈，几张烧烤桌前都围满了游
客，他们翻烤着食物，享受着休闲的美
好时光。

“带着全家老小到这里采摘、溯

溪、吃农家菜，很舒服，既能避暑，又能
游玩，值得大家来。”市民张女士说。

临水而建的洪河休闲山庄是勤乐
村发展较早的农家乐之一，近 2000平
方米的场地内，规划设置了自助烧烤
区、休闲娱乐区和儿童游乐区。此外，
夏季可以就近溯溪游玩也吸引了大批
游客，每逢周末或者节假日，山庄的订
座电话总是响个不停。

“山庄离河较近，且周边都是浅
滩，特别适合带着小孩来游玩。”山庄
负责人告诉笔者，虽然目前还未进入
盛夏，但周末和节假日来的人很多。

休闲山庄、农家饭馆凭借迷人的
河岸风光、悠闲舒适的环境、美味特色
的农家饭菜，吸引着一拨又一拨游客
纷至沓来，流连忘返。经过多年发展，
勤乐村现已拥有十余家各具特色的农
家饭馆。

在勤乐村，除了“溯溪游玩”令人
心动外，四季飘香的果园也是一大特
点。特别是在草莓上市的季节，草莓
园里提篮自采的游客络绎不绝。

“这里离城区近，交通便利，每个季
节都有应季的水果，我经常带家人和小
孩来体验采摘乐趣。”市民贾女士说。

“近年来，乡村采摘游已经逐渐
成为市民出行的新选择。我们依托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近郊的区位优势，
大力发展以精品水果种植为主的生
态农业，打造集采摘体验、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乡村旅游新业态，让市民在
勤乐村‘春食樱桃、夏尝桃李、秋品葡
萄、冬吃草莓’。”忠庄街道勤乐村党
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杨顺华告诉笔
者，目前勤乐村已带动全村近 1000户
农户种植精品水果 1600余亩，年产值
约 2400万元，采摘游已成为全村经济
发展的新引擎。 （王予涵）

勤乐村

擦亮近郊旅游“新名片”

本报讯 今年以来，仁怀市组
织科技特派员下沉到一线，把先进科
技成果和现代理念带给农民，有效
发挥科技创新引领作用，助力酒都
乡村振兴。

省级科技特派员赵小敏来到该市
长岗镇茅坡村高粱全程绿色防控示范
点，仔细查看种植诱集显花植物后高
粱的病虫害是否有所减少。

这项病虫害绿色防控新技术，以
生物防治为核心，在高粱生育期通过
种植香根草、万寿菊等植物，引诱赤
眼蜂等天敌，使用生物制剂、安装黄板
及杀虫灯等方法，减少病虫害发生。
这项技术的应用，有效保障了高粱的

生长，也让农户对科技特派员们更加
信服。

在检查完高粱病虫害防治情况
后，赵小敏又向种植大户夏国林讲解
高粱生长管理过程中的注意事项。“今
年，我家种了20多亩高粱，经常有农技
专家上门来给我们检查，指导我们怎
么种、怎么收，让我们更有信心种好高
粱。”夏国林高兴地说。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赵小敏不
分节假日，常常奔波在仁怀的田间地
头，开展试验和数据采集，攻克多项技
术难题，并组织科技培训。

2022年，赵小敏指导建设了大坝
镇高粱机械化种植示范基地、茅坝镇

官院村酒用高粱百亩高产示范基地，
累计培训科技示范户300多户。

“作为一名科技特派员，我们必须
扎根基层，把自己的专业特长用在农
事生产上，帮助农民提高生产技术水
平，促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赵
小敏表示。

在茅坝镇官院坝区水稻种植基
地，农机手正操作插秧机在田间来回
穿梭。

插秧机驶过之处，一株株嫩绿的
秧苗从苗盘上依次滑落，整齐均匀地
植入稻田中，省时又省力。机械化的
运用让农户尝到了甜头，这背后离不
开科技特派员的指导和帮助。

时下正是夏耕夏管的关键时节，
仁怀市科技特派员赵应每天忙碌在田
间地头，为老百姓“传经送宝”，解决他
们在农业技术上遇到的难题。

“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高粱产业，
探索‘高粱+’发展模式，通过轮作，实
现一地多收，同时培肥土壤地力加强
病虫害防治。”赵应告诉笔者。

今年以来，仁怀市累计下派农技
干部 252人，开展培训 15期，出动技术
人员 389人次，其中省级科技特派员 9
人、遵义市级科技特派员 7人、仁怀市
级科技特派员 11人，有效助力农业产
业发展助推酒都乡村振兴。

（罗画画 胡晓数）

仁怀市

科技特派员为乡村振兴赋能添智

本报讯 时下正值花椒采摘期，在务川自治县丰乐镇
新场村的花椒示范基地，成排成行的花椒树上，一簇簇颗
粒饱满的花椒挂满枝头。

现场，工人正忙着采摘、称重、装车。
走进花椒加工厂，工人们正在将新鲜采摘的花椒连

枝带果送入烘干机，烘干后的枝条被铲入火炉内作为辅
助燃料，烘干后的椒果色泽鲜亮，厂房内弥漫着浓郁的
椒香。

近年来，务川春粟生态农业公司依托地理优势，在
丰乐镇牛塘社区、新场村和茶坪村以花椒产业为主
导，发展种植 3000余亩花椒树，采取公司运营模式，打
造种植、管护、采摘、加工、包装和销售一体化的产业
链条。在新场村投入资金 500万余元建设的花椒加工
厂也将于近期投入使用，解决了当地 80余名村民的就
业问题。

据了解，该镇今年预计产出 30万斤生椒，明年进入丰
产期，总产量将达 200万斤。花椒种植既绿了荒山、美了
村寨，又能增加群众收入。

（陈西南 徐飞）

丰乐镇

花椒喜获丰收

余庆县新中弘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余庆县招商引
资项目。该公司是专门生产烟花爆竹底座的企业，总投
资近 8000 万元，占地面积 30 多亩，目前机械设备安装及
调试工作已全部完成，预计本月中旬将投入生产，年产值
可达1亿元，可解决280名当地农民就业。图为工人正在
检查设备。

（记者 樊明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