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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精品黄果园里甜美的黄果成熟了，11月

21日，黄果树首届黄果节暨黄果产业推进会在白水镇打翁村开
幕。为了丰富黄果树的旅游产品，做大做强旅游产业链，黄果树
风景名胜区力争用2到3年的时间打造出“黄果”大品牌，达到

“坡坡黄果山、户户见黄果”的效果。同时，依托黄果树品牌逐步
向精品农业、观光农业、旅游农业迈进，真正实现黄果树全域化
旅游。

谁说黄果树没

11 月，是黄果园最美的时节。
11月21日，记者一行驱车前往黄
果树风景名胜区白水镇打翁村，
沿路只见黄果挂满枝头，随风飘
来的是一阵沁人心脾的橙香
味，来到黄果观景台，阳光下，
远远望去，绿叶间橙红的果子
像一个个金元宝，璀璨耀眼，令
人陶醉。
“前几天就听说周末这里要举

办首届黄果节了，今天我们七八位朋
友相邀专门过来采。自己摘黄果既
能体验劳动的乐趣，又能享受丰收带

来的喜悦，还可以呼吸一下乡村的新
鲜空气。”来自六盘水市的自驾游客
人张丹丹开心地说。

果园里，记者看到，累累黄果挂
在枝头十分诱人。不少游客按捺不
住，直接在果树下剥橙品尝，连呼“好
吃”。满园的黄果一树比一树多，一
树比一树黄，不一会儿，游客的果篮
便已装满。“来到这硕果累累的果园，
闻着满园的橙香，边采摘、边品尝色
艳、香浓、味美的黄果，享受亲手采摘
的乐趣，着实让我们好好地过了一把
瘾，这里值得我们每年都来体验采摘

的乐趣。”来自贵阳的黄然兴致勃勃
地说。

在果园里，记者看到，不远的坡
上，几名身着布依族服装的妇女正
忙着装箱打包，另外几名男子在忙
着做农家饭。果农小伍说，游客不
但可以亲自体验采摘的乐趣，还可
以吃农家饭。接下来，他还要开展
网上销售和旅游推广。“除了黄果采
摘游，我还在思考着做其他服务业，
争取游客一年四季都有玩、有果摘、
有生态食品吃，让游客体验不同的
乐趣。”小伍说。

以农兴旅 以旅促农

黄果树打造
“中国黄果之乡”

11月的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因黄果的采摘，格外热
闹。11月21日，黄果树首届黄果节暨黄果产业推进会
在白水镇打翁村开幕，观瀑布、摘黄果、休闲乡村游成
为了景区生态旅游经济的三大“法宝”。

当日的打翁村一片沸腾，现场锣鼓喧天，一路彩旗
招展，彩带飞扬，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省内外的摄影
爱好者、各地客商、附近的村民都聚到了一起参加黄果
节的开幕活动。“在村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前所未有，半
个月前得知后大家都很激动，纷纷聚到一起商量各自
的分工。只要游客开心了，我们再辛苦也值得。”打翁
村村民伍念为活动的成功举办感到无比自豪。

据悉，打翁村主要种植椪柑、脐橙、桔子、黄果等地
方品种，栽培历史悠久。由于气候等因素，所种植的黄
果果色黄红，果皮薄，香味扑鼻，不但果汁多，且果肉鲜
嫩可口，有清热之效，深受当地人喜欢。

近年来，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牢牢守住发展和生态
“两条底线”，全力实施绿色行动计划，建设美丽乡村，
在全区持续广泛实施黄果产业规模发展，积极谋划大
力推进全区黄果产业发展，计划3年内种植黄果2万亩
以上，财政安排2000万元设立专项扶持资金，按照现
代企业制度的公司化运营机制，做大做强黄果产业，打
造黄果树精品水果品牌和“中国黄果之乡”。

“景区推进黄果产业，主要是为了深入推进同步小
康，精准扶贫这项工作，黄果树大瀑布是一个世界级旅
游景区，在黄果树种植黄果，打造黄果品牌，与旅游结
合起来，是一项富民的行动，旅游的发展最终要带动老
百姓同步致富，所以我们打造这一产业，符合当地实
际，也符合老百姓在产业上发展的
需求。”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
长、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工管委书
记朱桂云如是说。

黄果树景区积极培育观光
体验、休闲度假、黄果采摘、户
外拓展、文化创意并重的农旅、
文旅、体旅、林旅一体化融合
发展新业态，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致富，在全
国打响“天下黄果树、世
界度假村、中国黄果乡”的
景区发展品牌，实现黄果树同全
市、全省、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目标。

□本报记者 刘念 /文 张韬 伍水清 /图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白水镇打翁
村地处贵州西部低洼地带，平均海
拔约900米，长期以来是经济薄弱
村。担任打翁村党支部书记以来，
潘永美带领群众种果树、绿荒山，发
展林下经济，如今，这些“绿色银行”
富了群众口袋。

打翁村辖2个自然山寨180户
880人。1999年以前,村里的这两
个寨子还未通公路,村民靠砍柴割
草烧火做饭取暖。

2001至2003年,时任村主任的
潘永美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带领村
民投工投劳修通了 6.4 公里的公
路。路通了,但村民们的日子依然
不富裕。

2007年，潘永美去湖南省怀化
市看望出嫁的女儿,发现那里的村
民都在种植椪柑。“眼前一片金灿
灿,家家户户都靠椪柑修起了小洋
楼。”羡慕之余潘永美开始打听种椪
柑的技术。

经过一番研究学习，潘永美了
解到，打翁村属中亚热带气候,年平
均气温15.6℃,雨量充沛，具有发展

椪柑规模产业的良好优势，于是她
便从怀化购买了1200株椪柑苗种
在村里的荒山上,3年后,最初种椪
柑的10户人家收入18万元。2012
年,尝到甜头的村民将椪柑种植面
积扩大至 350 亩,平均亩产 1000
斤,收入105万元。家家户户用卖
椪柑的收入修起了楼房。

在椪柑产业蒸蒸日上的时候,
潘永美发现,由于家家户户都是单
打独斗,果品的品质差异大,产量
也不稳定。2014年5月,她带领村
民成立了打翁村椪柑种植农民专
业合作社,将打翁村椪柑的规模、
品质、价格、包装、市场等进一步规
范和完善,使打翁村走上了农副产
品规模化种植、公司化管理的道
路。2014 年,合作社椪柑林挂果
250 亩,产量 87.5 万斤,基地营业
收入437.5万元。

“是潘支书带领我们把荒山、石山
变成了绿山金山。”村民们笑着说。现
在的打翁村,家家有电器,户户有摩
托,金黄的椪柑压弯了枝头,村民们脸
上掩饰不住丰收带来的喜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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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果熟了 游客来了

“绿色银行”富了群众口袋

布依族村民热情迎客布依族村民热情迎客

布依族姑娘采摘黄果布依族姑娘采摘黄果

美酒迎客美酒迎客

许多游客带着孩子一起采摘许多游客带着孩子一起采摘

游客忙着在果林采摘游客忙着在果林采摘

游客忍不住用手机拍摄黄果游客忍不住用手机拍摄黄果

笑迎四方客

盛装喜迎黄果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