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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渔民有了“电子驾照”

●我国科学家成功创制辅酶Q10水稻新种质

●研究发现免疫球蛋白对暴发性心肌炎有治疗潜力

春节后这几天，凛冽的寒风在山
间呼啸，奇岩兀立的山体间，漫山遍野
的绿交织在一起，一排白色板房上两
只火红的灯笼随风摆动，成为自然画
卷中的“点睛之笔”。

“过年的灯笼挂起来，日子红红火
火有盼头。”说话间，盛明芬已经为丈
夫赵德令准备好了巡山用的镰刀、水
壶还有一双沾满泥土的雨靴。

仙女洞管理站是位于道真仡佬族
苗族自治县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的重要卡口之一，也是赵德令、盛明
芬夫妇安家的地方。365天、24小时的
坚守是底线，也是责任。夫妇俩从父
亲赵进见手中接下护林的接力棒，成
为“林二代”，今年刚好满20年。

护！从父亲手里接棒

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道
真自治县北部，与重庆南川、武隆相
邻。保护区规划总面积2.699万公顷，
以保护中国特有银杉、黑叶猴等珍稀
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生态环境为
主。而仙女洞管理站是进出保护区的
一道重要“关卡”，一刻也离不开人，夫
妻俩默契地达成一致：一个守家，一个
巡山护林。

初春时节的河水虽然水位不高，
却冰凉刺骨，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跟随赵德令深一脚浅一脚地踏入河
道，“可要小心，要踩着这种浅黄色的
石头走，深颜色的说明苔藓长得厚，滑
得很呢。”赵德令一边用镰刀刮着石头
上的苔藓，一边分享着自己的心得。

“还得是护林人有经验！”记者感
叹道。“每一次巡护要蹚过 13道河湾，
遇上丰水期，河水能到大腿根，没点技
术怎么行！”赵德令笑着回答。

赵德令的父亲赵进见是大沙河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首批护林员，同时还
担任着仙女洞管理站下辖天保工程仙
女洞管护站站长的职务。20多年前，

为了修复因砍伐毁林而造成的严重水
土流失，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沙河自然
保护区人工生态公益林建设项目启
动。赵进见发动大批三元村附近的村
民参与，儿子赵德令也在其中。仅用
一年时间，便完成了1.5万亩人工林种
植，为森林覆盖率的快速提升打下了
基础。

种好树、护好林，父亲的坚守赵德
令看在眼里、记在心里。2005年，从父
亲手中接过护林的接力棒时，赵德令
也默默许下了与父亲同样的诺言。

日复一日地行走，让赵德令对脚
下的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植被都无比
熟悉。哪片林中有鸡枞菌、猴头菇，哪
片林中有中药材，他都门儿清。

如今的大沙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绿意盎然，森林覆盖率从 2002 年的
61.79%提升至 84.16%。这背后的巨
变，离不开赵德令等保护区护林员的
艰辛努力。

守！把家安在密林间

看着丈夫赵德令的身影蹚过河
湾、穿过密林，妻子盛明芬的担心脱口
而出：“注意安全，水大就不要去了。”

虽然嘴上这么说，但盛明芬知道，
赵德令根本听不进去。“不把巡护的一
圈走完他是不会回来的。”

2020年，为了全心守护这片茂密
的丛林，也为了照顾丈夫，盛明芬带着
家当搬到了管理站搭建的板房里。“他
去巡山我就守着卡口，不让外人和车
辆随意进入。”聊起自己的日常工作，
盛明芬虽然说得轻描淡写，但背后需
要莫大的勇气和十足的耐心。在她看
来，管理站虽然相对简陋，不如村里自
家房子居住条件好，但只要一家人在
一起，就是最幸福的。

“有没有非要进去的人？”“怎么没
有？尤其到了夏天，还有不少人跟我
们打‘游击战’，想趁我们睡着了偷偷

顺着河道进入保护区，晚上也睡不安
稳。”在记者的追问下，盛明芬说出了
日常工作中的头疼事。

巡山护林很艰辛，守住卡口也并
非易事。就在记者采访期间，四五名
从周边村子驾车前来的村民就想冲过
卡口，前往仙女洞游玩。“这里是核心
保护区，不能进。”盛明芬一边解释一
边引导车辆向后倒退。“怎么不能进？
我们自己的景区看看都不行？你们这
样守着算怎么回事。”眼看前来的村民
并不肯作罢，语气里甚至有些责怪，盛
明芬并没有生气，反而笑脸相迎：“咱
们都是懂法的人，保护起来是为了更
长远地发展，不能只看眼前。”听了盛
明芬的规劝，前来游玩的村民才若有
所思地点头表示理解。

其实，这样的场景盛明芬几乎每
天都会遇到。不厌其烦地劝导、宣传
是她惯用“招数”。“不能急眼，好好劝

导才能把保护政策说到人的心坎里。”
因为长年在山上生活，盛明芬在

管理站的房前种上了蔬菜，养起了土
鸡，还有几只鸭子相伴。看着进进出
出的妻子，吃着桌上热腾腾的饭菜，赵
德令脸上洋溢出笑容。每天晚上，夫
妻二人总会围坐在炉火旁，分享一天
的经历。巡山路上遇到新奇有趣的东
西，赵德令都会用手机拍下来给盛明
芬看，在成都工作的女儿每天晚上也
会通过视频电话跟他们聊聊家常。春
节期间，虽然不能回家，但接上退休的
老父亲回管理站吃顿团圆饭已经成为
多年来的约定。

父与子传承的是守护，夫妻俩用
心守护的同样是传承。一代代护林人
会随着时间老去，但山林苍翠，绿意的
希望永不会褪色。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王瑞欣 张凌漪）

道真：护林夫妻在山林苍翠间共护一片青绿

近年来，习水县以古树茶产业为
抓手，按照“以茶带旅，以旅旺茶”的发
展思路，在茶叶种植、加工、品牌塑造、
市场拓展及产业融合等多个维度全面
发力。这片小小的茶叶，正逐步成长
为推动当地经济增长、助力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

筑牢产业基石 保障茶叶质量

目前正是茶山管护的黄金时期。
在二里镇玉溪村白茶基地，随处可见
工人们忙碌的身影，他们正忙着对基
地茶树开展除草、施肥、清理边沟、翻
耕土地等管护工作。

二里镇玉溪村党支部书记陈虹告
诉笔者，二里镇玉溪村白茶基地是习
水县重要的白茶种植基地，自 2016年
开始种植以来，目前面积达 1000亩，
2024年年产量达到了 4000多斤，实现
产值50余万元。

作为“中国古树茶之乡”，近年来，
习水县依托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大
力发展茶产业。除了对集中连片的茶
叶进行精心管护，习水县还对县域内
分布广泛的野生古树茶进行重点管

护。如今已对1584株古树进行挂牌管
理，10余万株古树得到开发利用。

目前，习水县茶叶生产加工主体
共有11家，9家取得SC证，古树茶加工
企业 8家，个体加工企业 3家；全县茶
产业累计申请国家专利 22项，通过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企业2家，绿色食品认
证企业 1家；注册商标 39个，主要有

“鰼叶”“金枞丝”“仙源红”“鰼之源”
“醉香丝”等知名品牌。

延伸产业链条 提升品牌影响

依托优越的自然环境和茶产业
基础，习水县积极探索茶叶产业与
其他领域的深度融合，大力推进茶
旅一体化建设，为产业发展开辟了
全新路径。

新建的6500平方米古树茶文旅乡
村田园综合体核心区，为游客带来沉
浸式的茶文化体验；习水县古茶树研
发中心、标本馆、茶艺培训室的相继落
成，不仅丰富了茶文化内涵，更为产业
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人才储备；习
水古树茶体验中心，集体验与销售功
能于一体，让游客在领略茶文化魅力

的同时，也为茶叶产品搭建了直接面
向市场的桥梁。

此外，习水县还积极创新营销模
式，在市场推广方面，采用多元化的产
销对接方式，全力拓展销售渠道。持
续深耕传统的农超对接、农企对接、农
社对接、高端定制等模式，巧借“互联
网+”的东风开辟线上销售领域，通过
直播带货、微信朋友圈、微商、抖音等
新媒体平台，让习水古树茶产品迅速
走向全国乃至全球市场。

近年来，习水县茶叶在各类赛事中
屡获殊荣。2024年，习水组织茶企先
后参加了中国好绿茶大会暨第16届贵
州茶产业博览会、第六届中国·济南茶
文化博览会、中石油山西农产品推介
会、遵义市总工会组织的技能大赛和
贵阳茶技能活动等赛事活动。其中，
贵州叶滋味茶叶有限公司获 2024年

“中茶杯”第十四届国际鼎承茶王赛春
季赛红茶组金奖，为习水茶品牌知名
度的提升奠定了坚实基础。

赋能产业振兴 助力乡村发展

如今，茶叶产业已成为习水县乡

村振兴的重要驱动力。
在同民镇蔺江村和兴隆村，当地

充分利用丰富的古茶树资源，通过与
古树茶企业合作，2024年春茶生产季
节，茶农采摘 7630斤茶青收入 387392
元，户均增收1万多元。

为进一步扩大茶产业联农带农
富农效应，习水县不断加大对茶产业
的引导和支持力度，注重将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与茶产业深度融合，积
极指导组建茶叶农民合作组织或依
托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培养茶叶经纪
人，提升茶叶生产的组织化程度，加
快形成“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组织模式，建立“公司与合作社、合作
社与茶农”的利益联结机制，让茶产
业成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推动
习水县茶经济发展、茶业增效和茶农
增收。

2024年，习水县收购茶青 16余万
斤，实现产值3000余万元；有效带动当
地村民就近务工开展种植、管护和加工，
年均解决当地500多名村民务工，增加
务工收入200万元以上。

（穆利）

习水县

发展茶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桐梓县深入分析自身
产业基础、资源禀赋等发展条件，
坚持大抓产业、主攻工业，积极构
建“135”工业产业体系、“1151”农
业产业体系、“2＋2＋10”旅居生态
圈体系，不断抢占新赛道、塑造新
动能，以链式发展、集群集聚推动
产业迭代升级，奋力建设现代产业
体系。

构建“135”工业产业体系
挺起工业经济“硬脊梁”

工业是拉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
要引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也是实现现代化的重要
基石。桐梓县实施“中部带动、两翼
突破”战略和工业强县战略，推进以
新兴产业集聚为主导、以园区项目
建设为主平台的新型工业化模式，
积极构建做强一个开发区产业平
台，做大做强煤电化、酱香白酒、新
型能源三大支柱产业，培育壮大基
础材料、新型建材、生态特色食品、
大数据电子信息、装备制造五大潜
力产业的“135”工业产业体系，奋力
实现工业大突破。目前，桐梓县共
有“135”工业产业体系规上企业 50
家，2024年产值达71.82亿元。

在花秋镇境内的贵州安佳矿业
有限公司，拥有煤矿资源储量
34602.68万吨，年产能 60万吨，生
产的煤主要用于贵州赤天化桐梓化
工有限公司化工产品的转换和作为
动力煤使用。

“公司不断在机械化、智能化、
绿色化方面发力，提升煤矿产能。”
贵州安佳矿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郑其告诉笔者，公司生产出的原煤
通过洗选加工，提高煤炭质量，满足
贵州赤天化桐梓化工有限公司用煤
标准，从而形成完整产业链条，推动
企业高质量发展。

桐梓县煤炭资源丰富，以无烟煤为主的煤炭资源探明
储量达42亿吨。2024年，桐梓县主要围绕煤炭、页岩气、煤
层气、铝多金属（含锂）、萤石矿等矿产资源开发利用开展招
商引资，充分利用矿产资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桐梓县工业能源和科学技术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王维
雄表示，接下来将围绕“精准配矿”科学投放矿业权给优强
企业、龙头企业，推动优势资源向技术力量优、经济实力强、
产业链长的企业集聚，让优居资源得到充分利用。

构筑“1151”农业产业体系
稳固农业发展“动力帆”

近几年，桐梓县围绕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出了
“1151”产业发展体系。即一个粮油保障产业，一个方竹主
导产业，高粱、生态畜牧、烤烟、蔬菜（含辣椒）、水果等五个
特色优势产业和一个乡村旅游产业，让农业产业“多点开
花”。

花菜是桐梓县发展的 5个特色优势产业之一。2024
年，全县共种植花菜约 2.4万亩，截至目前产量约为 3.4万
吨，产值近1000万元。

花菜属“短、平、快”农作物，不仅营养价值丰富，且生长
周期较短、市场需求大。该县风水镇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农户”的组织方式，通过合作社以订单定生产、生产定
销售，免费向农户提供秧苗、农用薄膜，并实行保底收购，确
保农户种得下来、卖得出去、赚得到钱。其种植的花菜广销
重庆和广州等地。

“下一步，我们将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手，因地
制宜，聚焦‘1151’产业体系，做精做优特色产业，培优农业
产业特色品牌，不断培育壮大农业专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
的规模，提升生产经营水平，不断拓宽农业产业的内涵和外
延，增强乡村发展的活力。”桐梓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副
局长娄刚表示。

打造“2＋2＋10”旅居生态圈体系
创响文旅融合“新品牌”

2024年12月21日，桐梓冬季“村晚”再度上演，一场沉
浸式的民俗活动在杉坪度假旅居生态圈热闹开演，来自各
地的游客欢聚一堂，赏节目、品美食、体验民俗活动，乐享美
好生活。

冬季“村晚”民俗活动，是桐梓县紧盯两个旅游生态圈
主题定位，整合生态圈内场景、住宿、业态资源而打造的“爆
款”场景，通过多样化的节目、接地气的内容、喜闻乐见的表
演形式，让游客们沉浸式体验“村晚”的魅力，让“村晚”的品
牌更响亮。

“‘村晚’通过沉浸式体验的方式演出，大家既是游
客，又是观众，也是演员。”桐梓县文化馆馆长刘超告诉笔
者，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创新旅游的形式，吸引更多游客来
桐梓旅游。

2024年，桐梓县大力推进旅游产业化，加快建立“场
景+住宿+业态”发展模式，谋划了“2+2+10”生态圈，即云上
九坝乡村度假、杉坪度假 2个市级旅居生态圈，红色文化、
清凉水银河2个县级度假旅居生态圈以及10个乡村旅游特
色民宿旅居生态圈，重点围绕圈内业态和场景设计，打造全
业态联动发展的旅游体系，更好满足游客多样化消费需
求。同时，桐梓县还整合“2+2+10”生态圈内场景、住宿、业
态资源，发挥比较优势，深挖旅游生态圈特色文化，形成错
位发展。

据统计，2024年桐梓县累计接待游客1689.54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93.99亿元。 （万莲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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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结束后，赤水市大
同镇极竹堂非遗竹编基地开工复
市。全体工作人员干劲十足，全
力冲刺“开门红”。

（张浪 摄）

赵德令夫妇在山林间巡视。（道真融媒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