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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草木蔓发，春山可望。在黎平县桂
花台万亩茶旅体验园里，茶树冒绿，桃花、李
花次第开放，茶农采茶、游客赏花，好不热
闹；有“秧李之乡”美称的剑河县柳川镇麻镰

自然寨，此时变成花的海洋；黄平县旧州万
亩大坝油菜花竞相绽放，花浪滚滚……

近年来，黔东南州大力发展精品水果
种植，各种花儿在春天次第绽放。在姹紫

嫣红的时节来到黔东南，与和谐多元的民
族文化、绚丽多彩的自然风光和奇异富饶
的特色风物相交融，黔东南的春天独有的
风情更加绚烂。

随着各地花海人气高涨，延伸出内涵
丰富的“赏花经济”，下面请跟随记者镜
头，感受一下黔东南春色之美，以及美丽
风景变“美丽经济”的巧妙之举吧。

遇见黔东南姹紫嫣红的春天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光燕 王军 欧阳章杰 杨锦焘

在黎平县桂花台万亩茶旅体验园，
68岁的郭先生正趁周末天气好带着家人
游玩。郭先生是北方人，1978 年到茶园
上班，目睹茶园从“八一茶厂”到“桂
花台茶旅体验园”的改变，他也成为半
个黎平人。

“每年春茶开采时，漫山遍野全是采

茶工，非常热闹。自 2015年茶园提档升
级后，茶园步道栽满李花和桃花，每年
花季时，会吸引众多游客赏花，体验采
茶乐趣。”郭先生说，他在园区也有 4亩
茶园，年纪大了，就租给别人管理。

“一直期待桂花台景区的花儿盛开，
每年我都会第一时间约朋友家人拍照游

玩，今天还带孩子来体验采茶。”本地游
客钟家琼说。

桂花台茶旅体验园是黎平首个农文
旅一体化体验园，2015 年开园以来，每
年阳春三月，都吸引数万游客赏花游玩。

黎平县桂花台茶厂副厂长石小辉介
绍，现在桃花、李花才刚刚开放，游客主要
体验采茶乐趣，再过几天，游客更多。往年
春季游客量有 4万余人，不仅带动当地旅
游收入，也让更多人知晓生态茶。

赏花采茶总相宜

剑河县柳川镇镇江村花开漫山，村
民房前屋后开满洁白的李子花，吸引周
边群众观赏拍照。

镇江村作为剑河县水果产业发展先
进村，近年来，该村大力发展精品水果产
业，种植秧李、枇杷、杨梅等诸多果树，其
中，麻镰自然寨享有“秧李之乡”美称。

时下正是李花盛开季节，剑河县在

镇江村开展“春赏花”微视频旅游宣传
推介活动，摄影爱好者、影视从业者齐
聚花海林间，用镜头记录自然风貌。

“待花期结束后，镇江村将迎来水果
盛产期，届时，村里的杨梅、枇杷、秧
李、桃子、柚子等水果一批批上市，源
源不断供应周边市场，又是另外一番热
闹景象。”镇江村党支部书记刘永发说，

现在开展“春赏花”推介活动，正是为
水果订单做宣传准备。

目前，该村 168户加入精品水果种植
专业合作社，380 多户享受产业发展红
利。其中，麻镰自然寨秧李种植面积达
1200 余亩，年产量 20 万公斤，年产值
120余万元。

接下来，镇江村将持续做大水果产
业的同时，依靠不同季节的主题，逐步
拓宽旅游市场，依靠“产业+旅游”带动
村民发展农家乐，实现增收致富。

以花为“媒”谋订单

连日来，黄平县旧州万亩大坝油菜
花竞相绽放，乡间产业路上尽是一幅幅
油菜花与乡村民居、公路、河道交相辉
映的美丽画卷。

“万亩大坝四面环山，是高原小盆
地，河流从大坝中间流过，土壤肥沃，
水源丰富。”黄平县旧州镇党委组织委员
杨明介绍，坝区规划为山野菜、食用
菌、草莓、稻鱼等功能区，实行“稻+

菜”轮作，形成“春赏油菜花、夏观稻
重浪、秋看丰收景、冬品稻花鱼”的四
季景观。

赏花的同时，游客还可以在坝区采
摘野菜，舀上几碗童年记忆的鼎罐饭。经
营生态农庄的吴阿姨说：“平时每天营业
额 1000多元，油菜花开后，营业额每天增
加到3000多元，周末预计超过5000元。”

油菜花开，激活乡村农家乐，捎走了

山野菜，卖俏了风筝，让昔日宁静的村庄
热闹起来。据了解，整个油菜花季，旧州万
亩大坝各种收入预计达 1000万元。

除观赏价值，油菜还是重要经济作
物，旧州镇不断完善各种要素资源，充
分调动农户种植油菜积极性，增加群众
收入。

为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旧州
镇在坝区建设河滨步道，加固河堤，铺
平产业公路，形成旧州万亩大坝美丽的
自然景观，不仅提高农田综合利用率，
还美化亮化乡村环境。

坝区轮作富农家

为让游客体验黔东南春天里的“诗
与远方”，黔东南州推出 2022年“春赏
花”主题旅游宣传推广活动，发布丰富
多彩的春季 （研学） 旅游产品，推出春
季赏花旅游精品线路，开展 2022 年黔
东南州新媒体“春赏花”微视频旅游宣
传推介活动，宣传全州旅游资源。

北线：
凯里南站—凯里下司古镇 （赏下司

古镇往事、品酸汤鱼）—凯里云谷田园
（赏樱花，体验农耕文化）—丹寨万达小
镇（体验非遗项目）—雷山西江千户苗寨
（体验苗族文化）—剑河温泉（泡温泉、赏
樱花）—三穗贵洞景区（郁金香、洋水仙、
金盏菊、风信子）—岑巩县（周坪油菜花、
客楼万亩桃花）—镇远古城 （柏杨坪生
态农业观光产业园桃花、梨花） —施秉
云台山 （世界自然遗产地） —黄平旧州
古城—凯里南站 （返程）

南线：
凯里南站—凯里下司古镇—凯里云

谷田园—麻江县乌羊麻景区 （桃花、樱
花、蓝莓花） —雷山西江千户苗寨—丹
寨万达小镇—榕江县 （大利侗寨、三宝
侗寨） —从江加榜梯田—从江岜沙苗寨
—从江高铁站 （返程）

中线：
凯里南站—凯里下司古镇—凯里云

谷田园—丹寨万达小镇—台江县 （姊妹
节） —剑河温泉—天柱县 （高酿镇梨园
梨花） —锦屏龙池多彩田园景区 （梨
花、桃花、油菜花） —黎平肇兴侗寨
（体验侗族文化，赏油菜花） —从江高
铁站 （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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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蒋鸿琪） 早春二月，
随着气温回升，三穗县各乡镇的林下猴头菇
种植基地，一根根菌棒上的猴头菇探出“小
脑袋”，像春天里的山花开满整个林间。

日前，记者走进三穗县雪洞镇雪洞村林
下猴头菇种植基地，村民忙着采摘、分拣、
烘干、发往市场，一派繁忙景象。

“今天是第一天采摘，早上已经采摘七
八筐，猴头菇又白又大，惹人爱。”雪洞村
村民欧银香说，从菌棒上架、采菇、烘烤，
她样样活都会干。

进入采摘初期，雪洞村林下猴头菇种植
基地，每天产出 1500 多公斤猴头菇，有效

带动当地村民就近务工。
“基地建设初期，我就在这里务工，主

要负责猴头菇烘烤工作。”在烘烤车间，村
民龙子奎一边修剪猴头菇，一边说，每天能
挣 80 元，年纪大了不方便外出，村级产业
发展利民。

该基地共有猴头菇 78 万棒，采摘期可
持续到 6月，利益联结 200名村民，带动当
地数十人就近务工。预计今年猴头菇总产值
约310万元。

同样，连日来，款场乡良地村村民们来回
穿梭在菌棒旁，采收今年第二批新鲜猴头菇。

“动作快，10分钟采摘一筐，看着基地

丰收，我们心里开心。”村民王凤梅说。
一排排菌棒，不仅在山间开出“产业

花”，还为当地村民结出“致富果”。去年 3
月以来，良地村猴头菇种植面积 500 余亩，
采取“党社联建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组织
方式，覆盖带动农户246户 985人。

猴头菇既是食用珍品，又是重要的药用
菌。多年来，三穗县立足林业优势，科学谋
划林下产业布局，探索多种形式的林下产业
发展模式，走出一条效益好、后劲足的绿色
发展新路。当前，全县林下经济利用森林面
积3.03万亩，种植林菌5251亩。

目前，该县构建“菌棒生产、基地种

植、精深加工、市场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
链，猴头菇产业在全县各乡镇落地并蓬勃发
展。现有猴头菇基地 12 个，猴头菇经营主
体 18 家，菌种研发中心 1 个、菌棒厂 5 家，
菌种厂 1家，收购中心 （分拣点） 4个 3400
平方米、保鲜冷库 3 个 5798 立方米、烘干
房 32 个 1920 立方米，冷链物流车 2 台；猴
头菇精深加工厂 1家，开发 17个猴头菇系列
产品，建成菇粉、猴头菇面条、猴头菇饼
干、猴头菇米花糖 4条生产线；并创建“林
下拾堂”猴头菇品牌 1个。去年，林菌产业
实现总产值 1.2 亿元，当前产业带动 600 人
以上就业。

气温升 扩产能

三穗食用菌鼓起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石含开） 今年
以 来 ， 黔 东 南 州 围 绕 “ 四 新 ” 主 攻

“四化”，以“项目为王”为理念，坚
持抓项目建设、抓有效投资、抓工业
发展，全力推进工业投资增速提效。

黔东南州科学编制 《黔东南工业
产业投资指南》《黔东南州十大工业产
业链全景图和招商图》《黔东南十大产
业招商目标企业库》《黔东南州十大产
业招商项目策划》 等招商方案，重点
策划 211 个十大产业招商项目，梳理
525户十大产业目标企业库企业，谋划
主导产业招商，抓好新型工业化招商
等，全力保障全州“稳投资”。

在具体工作中，黔东南州工信局
与相关部门定期会商，精准摸清工业
投资库，不断加强对统计库项目的清
理和结转，建立结转项目库，推动新
开工项目入库；对拟入库项目、拟开
工项目进行周调度，对全州在建 500万
元及以上工业项目进行月调度，确保
应统尽统，有效完成全年投资目标。

同时，黔东南州制定“五定”工
作表，完善项目服务机制，加强台账
管理、靶向调度，组织各小组成员分

赴各县市持续开展项目“大服务、大走访”，抓好在建
项目，紧盯重大项目，为项目开展服务指导，及时有效
协调解决项目建设难题，确保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此外，为强化争资争项，黔东南州加强基金政策宣
传解读和培训力度，积极指导各县市谋划和申报省新型
工业化基金项目，深入企业开展基金申报服务指导。截
至 3 月 5 日，各县市通过信息管理平台申报项目 213
个，其中 32个项目提交至省级审核，省基金公司拟支
持项目2个。

据统计，1月至 2月，全州工业在库项目 175个，预
计完成投资 12.44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1亿元，同比
增长 79.5%。新增入库项目 8 个，总投资 8 亿元，计划
当年完成投资 5亿元。3月申报入库项目 28个，总投资
35.69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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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 者 陈丹 通 讯
员 金延霞） 连日来，随着气温回
升，麻江田间地头徐徐展开一幅幅

“春耕备耕图”。为全力备战春耕生
产，麻江县除组建 43支以 140名驻村
干部为“主心骨”的春耕助耕服务
队，还组织2000余名县、乡、村党员
干部参与春耕生产工作。

在贤昌镇甲耳村，由乡村振兴工
作队和村干部组成的助农志愿服务队
正 在 帮 助 村 民 开 展 春 耕 备 耕 工 作 。

“这几天，我们已经帮助5户村民翻耕

整理土地 10 余亩。”麻江县贤昌镇甲
耳村第一书记罗焕炳说，这段时间一
直奔波在田间地头，农时不等人，要
抢抓关键时节做好铲除杂草、松土施
肥等前期工作，为后期的花椒苗移栽
做准备，保障今年收成。

同样，坝芒乡瓮址村第一书记杨
丰带领乡村振兴工作队和村干部深入
田间地头，向农户宣传如何做好春耕
备耕等农业生产有关工作，通过多次
走访动员，瓮址村完成 150 余亩土地
流转用于种植生姜。

“家里没有劳动力，感谢干部帮
助，今年春耕顺利完成了。”杏山街
道谷羊村村民宋继光，已是花甲之
年，3 亩土地的春耕生产令他“头
疼”。获知情况后，杏山街道谷羊村
第一书记杨振组织乡村振兴工作队和
村干部到宋继光的田地里帮忙翻犁土
地，提前做好春耕备耕工作。

在党员干部助力下，麻江春耕备耕
工作顺利推进，目前，全县翻犁田土累
计 2.95万亩，春播累计面积约 1.6万亩，
党员干部帮助群众解决难事百余件。

麻江 43支党员服务队全力战春耕

本报讯 （记者 吴运镇） 人勤春来早，春耕备耕
忙。锦屏县固本乡务翁村魔芋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挥
着锄头开沟起垄。

“现在正值农忙时节，我们要抢抓农时，把今年村
里发展的 10余亩魔芋产业搞起来。”锦屏县固本乡务翁
村驻村第一书记钟应说。

魔芋产业是钟应去年 5月驻村后结合该村高海拔、
光照足等特点，多次到毕节市大方县部分乡镇及周边县
市乡镇探访总结出的新产业。去年，他主动向帮扶单位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申请 15 万元资金发展魔芋产业，如
今，魔芋种子已运到乡里，他发动村民们趁着晴好天气
开工种植。

“按照市场价，种植魔芋每亩产值约 1.3 万元，10
余亩魔芋每年能给村里带来 10 余万元收入。”钟应指
着魔芋基地旁边的蓝皮大棚说，在省建材质检院支
持 下 ， 村 里 今 年 打 算 将 大 棚 改 造 成 养 殖 场 ， 再 以

“农户+党支部+合作社+线上线下销售”的组织方式
养殖黑毛土猪。

养殖黑毛土猪以农户散养及合作社集体养殖相结
合，并且在养殖厂里，通过安装网络视频监控及每日发
布喂料图片、视频到务翁土猪肉 （黑毛猪） 公众号，让
客户能实时查阅土猪养殖情况。并采取“线上+线下”
销售模式，驻村工作组利用帮扶单位党支部和村党支部
共同打造稳定的销售渠道，发动帮扶单位党员通过朋友
圈、抖音等新媒体方式推广务翁黑毛土猪肉，还利用电
商直播优势，根据网友需求，现场直播切割、分装、打
包、冰袋邮寄等环节。

“按照现在的行情，黑毛土猪零售价每头价格约
8000元，批发价整头黑毛土猪约 6500元，视频直播每
头零售价达 9000元。”钟应说，种养产业复合式发展形
成优势互补，养殖场产生的猪粪还能充当魔芋的肥料，
原生态的谷物、稻穗秆粉碎后与粮食混合后用以喂猪，
形成“废物循环利用”。

锦屏务翁村

复合式产业发展助农增收

本报讯 （记者 陈丹 通讯员 尹芳） 凯里市洗
马河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积极引导广大志愿者、志愿
服务组织投身“乡村振兴、大数据、大生态”三大战略
行动，着力打造“周三有约”志愿服务品牌。

洗马河街道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
的志愿精神，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围绕一场文艺汇演、一
次集体庆生、一次身体检查、一次心理疏导、一次爱心
义剪、一次物资慰问、一次集体观影、一次卫生打扫、
一次健康教育、一次证书发放“十个一”量身打造志愿
服务新模式，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我每次参与志愿服务都受益匪浅。”多次参加洗马
河街道志愿服务活动的志愿者王帮旭说，陪空巢老人聊
天，提醒老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帮助老人打扫卫生、
整理衣物……看起来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需要足够的
耐心、细心，更重要的是有爱心。每次看到老人们脸上
灿烂的笑容，志愿者们都很满足，大家在志愿服务活动
中，也学会了担当。

目前，洗马河街道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400余场次，
服务时长达2987.16小时。

凯里洗马河街道

志愿服务蔚然成风

本报讯 （通讯员 杨昌吉 王应和） 气温回暖，
雷山县达地水族乡各村茶园基地茶树争先吐绿、抽出芽
苞，满山坡都是茶农采摘明前茶的身影。

茶农说，明前茶的独芽茶青每公斤约 160元，一芽
一叶茶青每公斤也能卖到 80元。“我要赶在清明前多采
独芽好茶。”也蒙村茶农潘广娇说。

在也蒙村茶园基地上，90 后村支书刘安丽开直播
介绍：“我们也蒙村一直坚持生态理念，主打生态茶，
质量绝对是杠杠的，欢迎亲们来品尝和购买。”

“茶叶是个时辰草，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三天变
成草。茶树经过整整一个冬季休眠和养分累积，有机物
质十分充足，加上春季雨量充分、温度适中，使茶芽肥
硕，内含物质丰富，其鲜爽度、饱满度和协调度都极
高，嫩芽从枝头刚一露头，就要赶紧采，而且采摘时间
只有七八天，耽误了就都长成叶子，自然卖不了好价
钱，所以必须赶在清明前采完。”茶叶技术员张绍军道
出“明前茶青最珍贵”的原因。

达地水族乡茶叶种植面积 2万余亩，投产茶园面积
1万余亩，主打生态茶，茶青年产量达 600吨，为茶农
带来近900万元收入。

雷山达地水族乡

万亩茶园开采

消毒室、孵化车间、出壳车间一应俱全
的锦屏县敦寨镇鹅产业孵化基地，目前进入
鹅苗孵化出壳高峰期，孵化的鹅苗被装车运
往年育雏能力 50 万羽以上的新化乡欧阳育
雏基地进行脱温、育雏，在工人们悉心照料
10到 15天后交给养殖户饲养。

近年来，锦屏县聚焦发展鹅产业，通过
“公司+支部＋基地＋农户”的组织方式，
组建生态鹅产业孵化基地，采用自动化、智
能化孵化设备，提升雏禽孵化量。同时，为
养殖户垫资购买鹅苗、提供养殖饲料，并采
取上门防疫、保底回收等方式，大力发展养
鹅产业。目前，全县商品鹅年出栏达 200 万
羽，带动 1.4万余人增收。

自动化智能化“孵”出致富鹅
通讯员 刘钰 杨晓海 唐树银 摄影报道

检查幼鹅生长情况。 工人在孵化基地展示幼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