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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龙宫风景名胜区8公里的镇宁
自治县大山镇大寨村长脚组，村民们正
忙着在自家的田地里，挖藕洗藕。由于
最近天气多变，村民们不得不抓紧时间
采藕。“现在我们主要是卖藕，到六、七月
荷花开了，我们的千亩荷塘别提有多漂
亮了。”作为长脚组致富带头人的王文宣
对记者说道。

说话间，王文宣拿出手机点开微信
向记者展示着去年荷花盛开时长脚组的
美景，以此来佐证自己所言非虚。照片
中湛蓝的天、碧绿的叶、粉红的花在群山

围绕间，显得格外静美。
2000年，中专毕业的王文宣回到家

乡长脚组当起了代课老师。3年后，王
文宣到浙江省金华、宁波一带打工，从
事过仓库管理、车间管理工作，为人踏
实、勤奋的王文宣被老板赏识成为车间
主任。

“在外打工辛辛苦苦干上一年，也只
能带2万块回家过年。”在外打工十年，王
文宣深感外出务工的艰辛与不易，渐渐
地，王文宣萌生了回乡创业的想法。回
乡之后干什么、怎么干成了工作之余王

文宣思考的问题。
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与当地菜农的

交谈中，王文宣发现，当地的蔬菜产业发
展相当好，菜农收益相当可观。这让王
文宣豁然开朗，联想到自己的家乡长脚
组气候适宜、昼夜温差小、水源方便，从
2004年就一直在发展莲藕种植并种出了
享誉省内外的鄂莲3537号莲藕。但由
于短期内看不到收益，长脚组的村民还
是以种植传统农作物为主。2013年，王
文宣带着打工攒下的5万元回到长脚组，
租用了4亩土地进行莲藕种植。并注册

成立了镇宁自治县永平种植场。
第一年取得收益后，王文宣于2014

年年初发动村民成立了“长脚生力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并采取“合作社+农户
种植”的经营模式，流转土地整合全寨资
源规模化发展莲藕种植。缺乏种植技
术，一直是困扰村民种植莲藕的首要难
题。为此，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请来专
家，实地传授长脚组的村民相关病虫害
的防治。同时组织包括王文宣在内的14
名村民前往省农科院进行专业的莲藕种
植培训。

长脚组属典型的布依族聚居村寨，
布依族民族特色文化浓郁，且地处龙宫
旅游线上，是开发乡村旅游、发展农家
乐、休闲垂钓和民族风情旅游的理想之
地。善思考的王文宣，还带领当地的村
民通过举办“六月六”荷花节，成功吸引
周边市县乃至外省游客前来参观，以此
提高了长脚组莲藕的知名度。

在王文宣的带领下，长脚组莲藕品
牌从无到有、经济效益不断提升，大山镇
长脚组莲藕种植从最初的4亩发展至今
已有1006亩。年产值达600万元。人均
年收入7000元。长脚组出产的莲藕不
仅在安顺市场走俏，在贵阳、水城、六枝
等周边城市也颇有市场。

莲藕种植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
的主要支柱产业。王文宣所创的“长脚
生力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也在不断发
展和壮大，现已成为培育小微企业和示
范带动村民创业的服务载体。截至目
前，合作社共有社员123户，培育小微企
业11户，创业带动就业520人。

“下一步，我打算进行品种调整，改
种观赏藕100余亩，带动更多的人致富。”
王文宣笑着说起了未来规划。

本报讯（记者 姚福进） 为给“十
三五”脱贫攻坚创造大众化的产业支
撑，紫云自治县板当镇依托良好的气候
环境条件及丰富的坡耕地资源，着力打
造人人参与受益的2万亩“艾理石榴群”
园，变坡耕地为花果山、景观带，培育山
地特色经济。

3月18日，记者沿309省道板当段
一路走去看到，公路沿线的山坡上全都
种植着红石榴苗，一片片山坡在一株株
茁壮的石榴苗点缀下，充满了生机。随
后，记者在途经板当镇的县道以及乡村
公路沿线一带向路边看去，山地里同样
成片地种植着红石榴苗。

据板当镇党委副书记陈凯介绍，该
镇紧紧抓住全县提前实施的新一轮退
耕还林政策，不仅在经过该镇省道、县
道以及乡村公路沿线规模化、连片种植
红石榴，还在该镇境内的板当河、翠河
两岸连片种植红石榴，以形成人人参
与、户户受益的红石榴产业群。为保证
板当镇的每一个村、每一户人家都参与
到红石榴产业之中，原计划种植1.5万
亩的红石榴，在村民们的种植激情激发
下，到今年2月末，实际种植了2.1万亩
红石榴。

据悉，板当镇种植的红石榴具有品
种好、见效快的特点，每亩可种60株，两

年挂果时每株可产30至 50斤红石榴
果；四年丰产期，每株至少可产100斤红
石榴果，按照市场最低批发价1元/斤，
每亩可收获6000元。

陈凯说，全镇种植红石榴最少的人
家都在5亩以上，4年后，该镇的每户村
民单种植红石榴的年收入就达3万元以
上。另外，红石榴具有花期长，挂果时
间长的特点，丰产期的红石榴农历4月
开花时起，直到 8月份都是红红的一
片。他相信，三年后的板当河、翠河两
岸，境内的公路沿线一带到处都是红灿
灿的景观带，将有力推动板当乡村旅游
发展。

种下石榴树 走上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 刘蕾） 3月18
日，普定县2015年“信合联村发
展”行动总结表彰暨精准扶贫“特
惠贷”启动大会召开。

自“信合联村”工作开展以
来，普定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针
对农村经济发展关键点和增长
点，制定发展战略，着力满足发展
资金需求。加强对贫困农户的信
贷支持，全年累计发放金融扶贫
开发贷款8.71亿元；全县农民人
均纯收入增加422元，贫困人口
减少6.88万人；加大涉农贷款力
度，累计为从事茶业等特色农业
经营主体发放贷款22.9亿元；加
快发展农民经营主体培育，新增
升级龙头企业3家，市级龙头企
业28家，农民专业合作社81家，
微型企业11户，中小企业152户，
带动就业人数7000余人。在全
县百余个行政村设立金融支农服
务站，并成立县、乡两级行动领导
小组，实行互派银政干部挂职制
度，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主抓、
联社推进、部门参与，县、乡、村三
级和党、政、银三方联动工作格
局，实现了信用联社、农民、政府
的三方共赢。

为最大限度发挥“特惠贷”促
进普定县建档立卡贫困农户脱贫
致富，普定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
探索互动新模式，充分调动各方
面支持和参与“特惠贷”的积极
性，有效扩大覆盖面和降低风险
性，让符合条件的贫困户贷得到、
用得好、还得上、富得快，促进县
农信社和县财保公司拓宽业务、
优化管理、精准扶贫，推进村级集
体经济和特色优势产业扩大规
模、提升质量、增强实力，最终实
现多元联动、多方共赢的目标。

开发区发放首张
电子营业执照

本报讯（李晓波 记者 王蓉） 3月17日下午，安顺亿丰
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范语芬从开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手里领到了一张电子磁卡。这是开发区发放的首张
电子营业执照，标志着开发区商事制度改革又向前迈进了
一步。

记者在现场看到，电子营业执照类似银行IC卡，仅有身
份证大小，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一面标有“营
业执照”字样，另一面则有一个小芯片以及卡号等信息，与其
配套的，还有一个读卡器和数据线。别看它小，里面可是储
存了企业登记注册、办理事项等所有信息。

据介绍，电子营业执照是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按照全国统一标准颁发的载有市场主体登记信息的
数字化营业执照，与纸质营业执照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相对纸
质营业执照，电子营业执照携带更方便、公示性更强、信息量更
大，有利于企业适应互联网电子商务快速发展的需求。

通过电子营业执照，企业可实现网上亮证，并可通过网
络全程电子化办理企业的新设、变更、注销等业务。同时，社
会公众也可通过经营者网上亮证的链接，方便有效地确认经
营者的合法身份及信用信息。政府部门也可轻松验证企业
合法身份，依托互联网建立新的监管模式。

国地税合作促和谐共赢
本报讯（李奇美 苏启阳）为进一步促进国地税服务深

度融合、执法适度整合、信息高度聚合，开发区地税局立足为
纳税人提供更优质服务，多层面加强与国税部门合作，共同
构建国地税合作新常态。

制定办法促规范。及时召开专题会议，认真学习国家税务
总局《合作工作规范(2.0版)》相关内容，根据总局要求，逐条与
现有做法比对，结合实际与国税局联合制定《开发区国、地税合
作规范实施方案（2.0）版》，明确了联合办理设立登记、联合办
理变更登记等30项合作业务事项及相应的服务标准。

勤于互动促合作。建立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国、地税双
方按季召开合作会议，力争每月总结合作成果，反馈合作过
程，做到税务简报、税收分析会议纪要、通报性征管发文“三
个抄送”，税收管理、税收执法、税收优惠政策、税收宣传和纳
税服务、税源信息管理“五个互动”。

数据共享促研判。从税务登记、纳税申报、发票发售、非
正常户、欠缴税款等数据，到收入核算、风险管理、纳税服务
等信息，扩大共享范围，聚焦真实数据，联合提供分析报告，
一口径说税，一制度服务。

联合服务促发展。继续安排业务能力强、素质高的税务
能手驻守办税服务大厅受理涉税咨询，办理涉税事务；联合
举办“干部培训班”、“纳税人培训班”等活动，合力为纳税人
排忧解难。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
本报讯（记者 古宇）日前，市农委、普定县农业局有关

农技专家及农技人员来到普定县白岩镇现场开展“送放心农
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引导农民群众理性购买、科学使用
农资产品，为农户答疑解惑。

当前正值春季田间管理和春耕备耕全面开展的关键时
节，开展农资供应监管尤为重要。为深化农资监管服务，市
农委于3月中旬至4月下旬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2016年
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

在白岩镇开展的现场活动中，邀请市内12家诚信生产
经营农资企业，现场为农户们发放放心农资700多公斤。同
时市、县两级农业部门执法、农技人员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
国家、省、市开展“送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的重要
意义，并就如何提高自身防范意识、配合农业及各有关部门
打击违法生产经营进行讲解，现场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
余份，接受农户咨询300余人（次）。

通过“送放心农资下乡进村宣传周”活动的开展，有效为
广大农户普及了农资识假辨假常识。通过对有关法律法规
的宣传，强化了对农民群众的服务指导，把优质放心农资和
检测技术服务送到乡村，提高了农民群众质量意识和维权能
力，掀起春耕农资打假强大声势，维护农资市场秩序，保障农
业生产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昔日打工仔 今朝创业忙
□见习记者 伍姜睿菡 文/图

3月18日，由贵州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营运管理
中心主办、安顺营运管理中心承办的“协调共享植发展平
安树·开放创新建绿色最美路”主题活动在沪昆高速安顺

段平坝和夏云收费站高速公路互通区举行。
当天，共有100余人参加活动，种下1000余株红叶石

楠树苗。 □记者 吴学思 摄

木城河将成为
国家级水利风景区
本报讯（记者 李隽） 3月20日，关岭木城河国家级水利

风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举行签约仪式。
据了解，关岭木城河北与黄果树5A级风景名胜区相接，

南至关岭自治县境内的乐安温泉源，全长12.5公里，由20多
个布依族村寨组成，总人口1.52万人，平均海拔668米，年平
均气温18℃，素有“天然温室”之称，也是关岭断桥早熟蔬菜
的重要产地。2006年12月27日，木城河景区被国家旅游局
授予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

近年来，关岭县委、县政府坚持以旅游开发抓经济发展，
不断加快旅游产业化进程，此次签约，将极大加快关岭旅游
资源开发步伐，凸显关岭旅游在泛黄果树旅游圈及安顺全程
旅游的重要作用，促进关岭旅游步入发展快车道。

关岭木城河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旅游综合开发项目，由重
庆市华丰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投资建设，按国家4A级旅游区
标准规划设计和打造，预计总投资6000万元。

普定
精准扶贫

“特惠贷”启动

为高速公路添新绿

莲藕种植已成为长脚组村民增收致富的主要支柱产业，图为致富能手王文宣在田地里清洗莲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