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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来，绥阳县各地抢抓农时，
积极做好辣椒移栽工作，为今年辣椒丰产、
群众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辣椒苗放进去覆土的时候，一定要覆
成像馒头的形状，也就是中间高，四边矮，
这样下大雨的时候，能避免积水导致根系
腐烂……”连日来，枧坝镇农业服务中心主
任王世波及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群
众有序开展辣椒移栽工作。

在枧坝镇冯村村辣椒种植基地，一筐筐
绿油油的辣椒苗被运送到地头，打孔、放苗、
覆土……一道道工序有条不紊进行。

“我们是从 4月 18日开始移栽的，每天
都有 50个工人干活，一天大概移栽辣椒 30
亩左右。”该基地所属的绥阳县羽通农场负
责人曾庆江说。

曾庆江是冯村村人，2021年返乡创业开
始种植金银花，目前种植面积达 500余亩。
为最大限度发挥土地效益，曾庆江决定在其
中 300亩金银花地里套种辣椒，达到以短养
长的目的。

“我这3年来一直都在基地务工，一年全
部算下来有近3万元收入，离家近又方便，同
时我自己家里也种了3亩地的辣椒。”村民曾
元伟说。

“从辣椒整地、栽种、管理、采摘，我都在
这里务工，每天能挣100元工资，而且也不耽
误家里面的事情，很不错。”说起在家门口务
工收入，村民徐满会脸上堆满了笑容。她
说：“在基地务工的同时，还可以学到种植技
术，便于管理好自己家种植的7亩多辣椒。”

冯村村种植的辣椒品种主要为本地特
色灯笼椒，这里种出的灯笼椒鲜香四溢，是
各种辣椒制品中不可缺少的原材料，广受
市场欢迎。

“我们这款灯笼椒，个头大、色泽鲜艳，
烘干以后呈牛肉红，而且香味特别好，大多
数的辣椒制品里都会加这个辣椒来提香，很
畅销。”曾庆江说，“去年种植 300亩辣椒，产
干椒 7万多斤、产值 90万元左右。接下来，
我们将持续加强辣椒种植技术提升，进行精
细化管理，进一步提高辣椒品质。”

和曾庆江一样忙碌的，还有绥阳县冯村
种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孙贤胜，他
从 2017年开始在冯村村发展辣椒，不断总
结经验和技术，通过“公司+合作社+家庭农
场”的发展模式，有力推动了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

孙贤胜表示，他们合作社现辣椒种植面
积已达1000亩，在合作社务工的都是附近的
村民，忙的时候一天有100多人做工，去年务
工工资共计发放了90多万元。

近年来，枧坝镇坚持党建引领，以“合作
社+公司+农户”的组织方式，从辣椒标准化
种植、辣椒良种工程建设、培育新型主体等

方面持续发力，带动群众发展辣椒种植10000亩以上。辣椒产业的发展，丰富
了市民的“菜篮子”，鼓足了群众的“钱袋子”。

王世波表示：“今年枧坝镇将新增基地两个，新型主体三个，新增面积
2000亩以上。接下来，一方面，将持续加大农技人员下乡服务工作，指导好群
众大田移栽、田间管理等后续工作。另一方面，加大新型主体和种植大户的
培训，提高他们的种植技术，从而提高辣椒的品质和产量，持续巩固和壮大辣
椒产业，带动更多的群众增收。”

2024年绥阳县种植辣椒近30万亩，绥阳县农业农村局将紧盯市场需求，
坚持全产业链扶优做强龙头企业，创新利益联结和产销对接机制，培育产业
发展新动能，抓好辣椒产业化提质升级、品牌创建、市场开拓，实现产业“上规
模、提质量、增效益”，带动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陈贤琴 张昌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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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桐梓县2024年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培训班开班。旨在进
一步提高全县家庭农场主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提升培育一批规模适度、品种优
良、产业标准、资源集约、管理规范和效益多元的“六化”标准家庭农场。

培训中，该县农业农村局研究员、高级农艺师、高级兽医师等相关人员就
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化生产、农药的科学选购与安全使用技术、畜药安全使用
及规模养殖场规范管理、农产品电商、家庭农场基本知识等方面对参加培训的
家庭农场主进行了培训。

家庭农场是现代农业最基本、最关键、最核心的细胞，是现代农业的基础
工程。桐梓县希望该县各家庭农场主充分认识家庭农场发展定位，在发展过
程中坚持“六化”标准，为进一步推动本地区家庭农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戴密密）

桐梓县举办培训班

推进家庭农场主能力提升

本报讯 近日，笔者走进位
于红花岗区海龙镇贡米村的国家
级生态农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
农作物秸秆回收综合利用场、科
普性生态廊道等正在施工。

“我们正在进行项目土建工
程建设，施工进度达70%，目前生
态沟渠、生态田埂、科普性生态农
场中心已基本完成，农作物秸秆
回收综合利用场、垃圾池、入口标
识等进入收尾阶段，争取在5月初
完成剩余工程的建设和设备购置
安装调试等工作。”项目施工单位
负责人黄文学介绍。

红花岗区国家级生态农场项
目于2023年4月经省农业农村厅
批复实施，项目总投资 180万元
（其中，省级财政资金150万元，企

业自筹资金30万元），总体生物防
控应用面积达到300亩，项目建设
内容包括10余项土建工程和设备
购置安装。

据介绍，项目建成后，将以绿
色有机种植、生态养殖、观光旅游
等方式融合发展，积极推广生态
农业技术，形成绿色生态循环农
业示范基地，实现农村环境改善、
农产品增值和农民增收。

“国家级生态农场不同于常
规农场，它依据生态学原理，遵循
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多样原
则，通过整体设计和合理建设，在
获得最大可持续产量的同时，实
现资源匹配、环境友好和食品安
全。可以说，生态农场是保护环
境、发展农业的新模式，将有力增

加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助推乡村
生态振兴。”红花岗区农业农村局
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胡小全说。

开展生态农场建设是加快农
业绿色转型、推进乡村生态振兴
和农业农村减排固碳的重要举
措。近年来，红花岗区深入推进
生态农场建设，积极培育生态农
业经营主体，鼓励和指导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将生态农业技术、现
代先进装备、绿色低碳理念引入
农业发展，推行投入品减量化、生
产清洁化、产业模式化，打造高质
量生态环保型农业。红花岗区把
加快推进国家级生态农场项目建
设，作为推动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深度
融合、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大事

来抓，积极为农业经营主体做好
协调服务，加强对项目点的监管
指导，确保项目建设按期完成。

“现在生态农场已初具雏形，
我们将继续与镇、村、施工单位等
密切配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国
家级生态农场建设项目顺利完
工。同时，我们将以此次生态农
场建设为契机，通过政策引导、加
强技术支撑与服务、强化生态价
值评价等举措，努力培育更多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高农业科
学技术含量和现代农业机械化水
平，推行绿色低碳循环生产，打造
绿色生态品牌，加快推进全区农
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红花岗区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

（罗晓珊）

红花岗区国家级生态农场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4月28日，习水县2024年汛期灾害
应急救援演练在同民镇举行。此次演练
以演筑防，以练备战，检验应急救援预案
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提升汛期自然灾
害应急实战水平和快速处置能力。

（税会静 摄）

为确保供电服务区域内各大景区安
全可靠供电，“五一”前夕，遵义市郊供电
局对景区涉及的供电线路、配电室等用
电设备进行全方位的“体检”。同时，对
海龙屯、娄山关等游客密集区域的民宿、
餐饮等商户用电进行了“把脉问诊”，对
发现的隐患及时消除。

（记者 吴凡 摄）

近来，位于凤冈县花坪街道东山村
“凤凰归”景区景点旅游设施不断完
善，野外露营、乘坐游船、穿越凤凰洞等
旅游项目受到游客青睐。

（陈昌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