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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版）

夏末时节，黔中大地果实飘香，色
彩斑斓：樱桃、火龙果红红火火，猕猴
桃、西瓜绿意盎然，芒果、枇杷金黄丰
硕，蓝莓、葡萄深紫诱人……

近年来，我市聚焦农业产业发展
“八要素”，依托立体性气候特征，大力
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以抓项目、办
样板为手段，以带动全面发展为目标，
精品水果产业发展迅速，种植规模逐年
扩大，资源优势不断突出，种类结构不
断优化，地方特色水果得到快速发展，
呈现出产业化、特色化、园区化，成为贫
困群众脱贫致富的一大支柱产业。

产 业 带 动 助 农 增 收

又是一年丰收季，关岭自治县花
江镇白泥村火龙果种植地里，红艳艳
的火龙果掩映在碧绿枝叶间。一大
早，白泥组村民李开云一家背上背篓，
拿着剪子，忙着到地里采摘今年的第
四批果实。

2012年前，外出务工、传统农作物
种植让辛苦劳作的李开云一家找不到
致富门路。关岭自治县开始推广火龙
果种植后，李开云把家里20亩地全部种
上火龙果，并加入到村合作社，享受统
一管理和技术指导。“火龙果6月份开始
采摘，到11月份采摘完毕，每年要收8
批左右。亩产2000斤以上，年收入十几
万元，是以前种庄稼的十几倍。”李开云
忙着剪果的手不停下，嘴巴笑得合不
拢，守着火龙果地这个“聚宝盆”，全家
老小不用外出务工也过上了富足日子。

镇宁自治县六马镇蜂糖李声名在
外，今年销售又火了一把。“果子还没有
完全成熟就已经被各地水果批发商订
购一空。”当地村民介绍说，以前种粮食
一亩地一年到头收入不到2000元，改种
蜂糖李后，一亩地的收入至少在3万元

以上。
火龙果和蜂糖李所带来的脱贫效

益成果是我市精品水果助农增收、助推
脱贫攻坚的真实写照。数据显示，截至
2019年2月底，全市各类精品水果种植
面积共104.02万亩，较去年增加97.67
万亩，增幅 6.5%，其中新增水果面积
7.58 万亩，水果产量 68.5 万吨，产值
39.67 亿元，较上年 27.21 亿元增幅
45.8%，水果价格较去年上涨0.74元／
公斤，涨幅14.7%，产业化趋势凸显，水
果产业成为安顺市助农增收的主导产
业之一。

如今，镇宁的樱桃、蜂糖李、芒果，
关岭的火龙果、猕猴桃，紫云的蓝莓等
精品水果在市场上供不应求，在农村产
业革命的推动下，开出了“金银花”，结
出了“致富果”，引领农户走上小康路。

因 地 制 宜 特 色 发 展

八月炎夏，镇宁六马镇打帮河沿
岸，2万余亩芒果基地，绿叶覆盖的枝条
下,芒果丰美的果实甜香扑鼻，喜迎丰
收的果农将刚摘下的芒果从桶里小心
的转移到用于运输的船上；关岭自治县
上关镇谷目村，从福建引进的山红柚个
大皮薄，沉甸甸坠于枝头，还有一个月
左右时间就能完全成熟……

一方水土养一方果木。我市立足
各县区区域、气候等自然优势，科学定
位、精准施策，大力实施地方特色林果
产业策略，重点调整水果品种结构，因
地制宜发展具有市场前景的名优特水
果品种，积极推进“一地一品”进程。

镇宁自治县南部是典型的亚热带
低热河谷气候区，具有雨热同季的气候
特点，适宜发展热带精品水果产业。蜂
糖李是该县地方选育特色品种，纳入该
县“一县一业”打造，形成以六马镇为中

心的蜂糖李种植产业带，辐射六马镇、
良田镇、简嘎乡、沙子乡等乡镇。

凭借生长环境独特不可复制、品种
独特不可复制、口感独特不可复制3个
优势，2017年，“镇宁蜂糖李”通过国家
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并荣获“全国优
质李金奖”荣誉称号。依托独特的气
候、地理资源优势，除蜂糖李外，镇宁大
规模种植火龙果、芒果、菠萝等热带作
物，把特色精品水果培育成为生态建
设、农民收入、产业发展的增长点。

关岭自治县是典型的山区农业县，
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日照
时数长，地势高低悬殊，立体气候特征
明显，具有发展多种水果的气候资源优
势。近年来，关岭水果产业通过更新优
良品种、强化科技服务、发展种植大户
等一系列措施，初步形成具有明显气候

特征的水果产业带布局。该县科学规
划，围绕北盘江流域及打邦河沿岸适宜
种植水果片区，以高低海拔划分，海拔
1000米以下乡镇大力发展火龙果、芭
蕉、枇杷、柑橘等热带精品水果3.46万
亩；中高海拔以李、桃、梨、樱桃等为主，
形成落叶果树产业带总面积11.7万亩。

如同镇宁、关岭两地，我市各县区
依据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精品
水果。其背后是我市在精品水果产业
上的久久为功。“十三五”以来，我市紧
紧围绕地方特色水果和优势水果为发
展方向，着重加大地方名李、桃、火龙
果、葡萄、金刺梨等精品水果的种植力
度，全市水果面积逐年扩大，种植结构
从传统粗放型向集约精品化方向转变，
水果产业步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下转2版）

近日，记者走进普定县化处镇朵贝
村，在贵州哚贝古茶开发有限公司的茶
山上，绿波荡漾的古茶树间，村民或在
采摘茶青、除草，或在剪枝、管护，一片
繁忙景象。

55岁的邢邵美是其中一个采茶人，
她早上8点来到茶山开始采摘，已经采
了3个小时。“我一年到头都在这里务
工，来采茶、除草等，特别是采春茶时，
一天仅采茶都有几百元的收入。自己
家还种植了4亩茶园，一年下来有几万
元的收入。”邢邵美说。

眼看到了中午时分，邢邵美的背篓
里已是满满要溢出的茶青。跟随邢邵
美到茶厂加工车间前，记者看到一个个
采茶人将采摘的茶叶轻轻倒出，放在秤
上。一个上午，邢邵美采摘到7斤茶青，
挣得55元。

村民有序进行称重，茶厂厂长刘克
林边称边通报村民采摘的数量和茶青
质量。

“早上采了大约100多斤，过几天扩
大采摘面积，一天大约能采300多斤。
春茶采摘量要多点，每天能有500斤左
右的采摘量。”刘克林介绍。

刚称完的茶青，工作人员把茶青运
入生产车间，有序进行摊青，“今天先进
行萎凋，明天就可以进行机械生产加工
了。”刚从安顺职院茶学专业毕业在茶
厂的工作人员林荣高说。

此时正在收拾工具的邢邵美告诉
记者：“下午我要接着去除草，加上除草
60元的务工费，今天收入能有100多
元了。”

“百姓的收入和茶产业的发展都源
于百年古茶树，如今茶山上最老的古茶
树有800多年的历史。”公司负责人代琼
介绍。

据了解，贵州省是明清两代之重要
产茶区，安顺普定朵贝又是贵州省为数
不多，在汉代以来就有古彝族白罗罗种

茶记载的茶树母源地之一，现在普定境
内留存之古茶树群株十余处，其中树龄
达千年者不在少数，均是普定古之种茶
的实物证据。《安顺府志》有：“普定贡
茶、马”之记载，虽贡茶未直指明为朵贝
茶，然此贡茶所指应该为区域性认可，
也可以成为在此区域内朵贝茶品质优
良之佐证。

古茶树是有生命的，只要掌握了科
学种植技术，通过迁插、提纯扶壮，可以
再生出血统正宗、品质优良的二代古茶
树。在普定县政府、贵州省茶叶科研人
员的支持、帮助下，2009年，代琼和丈夫
国应武决定开始古茶树的扩繁。

“扦插扩繁首先要从漫山遍野的古
茶树里筛选出生命力强壮、茶叶滋味浓
郁、有再生价值的品种，筛选适宜扩繁
的古茶树花费了不少精力。”代琼说，接
下来就是育苗、扦插。有序的古茶树扩
繁从2010年开始，每年公司平均成功扦
插约100亩古茶树，至今，公司的二代古
茶园已有700余亩规模。

如今，朵贝村1000多亩的茶山上古
茶树郁郁葱葱，新植的茶树翠绿如画。

扦插扩繁品质优，扩大市场销售忙。
“以前公司的茶叶在当地销售得

多，现在茶树生长逐年茂盛，产量越来
越大，从前年开始，我去参加推介宣传，
在北京、青海、四川等地结识了一些懂
茶、爱茶的人，销量也扩大了。”代琼说，
之前在北京参加茶叶推介，很多茶商对
安顺茶竖起了大拇指。

“一个叫刘蕊的中国女孩，在美国
开了一个茶行，前几天她还带了几个外
国人来茶山上看我们的茶叶，外国茶商
对我们的茶很满意，目前正在商量合作
的事情。”代琼高兴地说。

“今年的春茶采摘费发放了几十万
元，公司下辖的合作社今年还要为村里
30多户农户发放分红每户5000元。”代
琼说。

眼下，我市脱贫攻坚已进入决战
决胜的关键期，需要“尽锐出战、迎难
而上，真抓实干、精准施策”。精准施
策是重要抓手，2019 脱贫攻坚“夏秋
决战”必须坚决执行精准扶贫精准脱
贫基本方略，紧紧围绕深度贫困、扶
贫对象、产业扶贫精准施策，确保脱
贫攻坚的最后战役能够打出业绩、打
出实效。

紧扣深度贫困务求打法精准。
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脱贫任务越重，
剩下的都是难中之难、坚中之坚、急
中之急，是最难啃下的硬骨头。针对
贫困发生率高的乡镇和村要加大扶
贫力量，迅速找准致贫原因，开展定
点监测，众帮重扶，因村因户因人施
策。要加大乡村干部履职情况督查
力度，基层党员干部必须全面准确掌
握辖区内脱贫工作情况，了解贫困户
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确保脱贫措
施精准到户到人。

紧扣扶贫对象务求打法精准。
精准扶贫，关键在人，针对不同的扶
贫对象，需实施行之有效的扶贫对
策。针对已脱贫人口，全面落实“摘

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
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解决“两不
愁三保障”突出问题。对因灾、因病、
因学等造成返贫的，要及时纳入并开
展帮扶。对非贫困人口中大病户、残
疾人户、无劳动力户做好预警监测，
应纳尽纳、应扶尽扶。

紧扣产业扶贫务求打法精准。
产业是发展的根基，也是脱贫的主要
依托。必须紧紧围绕产业革命“八要
素”，调整产业结构，精准选择优势产
业，聚焦新型主体，深入推广“龙头企
业+合作社+农户”组织方式，精准抓
好农产品产销衔接，精准规范利益联
结机制，明确贫困群众在产业链、利
益链中的环节和份额，明确企业、合
作社、能人大户等带贫益贫责任。

越是艰巨的任务，越要讲究科学
施策、有效应对。要夺取脱贫攻坚最
后的胜利，关键要抓住“精准”两个
字，全市各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

“夏秋决战”中，务必要落实精准要
求，抓具体、抓深入，落细落小落实各
项工作措施，坚决按时夺取脱贫攻坚
战全面胜利。

七月的关岭，艳阳高照。走进关岭自
治县大山深处的“板贵地区”，石漠嶙峋
间，椒香四溢，随处可见椒农们采收花椒
的勤劳身影与脸上洋溢的丰收喜悦。

“技术改良后，采收花椒太方便了。”
“原先一棵树最多结五六斤，现在最

少都是二十多斤！”
“一烘干，花椒自己就掉下来，后期筛

捡快得很。”

来到花江镇坝山村的花椒种植基地，
除了扑鼻而来的浓浓椒香，还有椒农们爽
朗的笑容与热情的招呼。近年来，通过科
学技术的改良，“板贵花椒”老树逢春，焕
然一新，椒农们也实实在在获得实惠，腰
包鼓了，底气足了，笑容也多了。

“2016年，‘板贵花椒’遭遇产业瓶
颈，许多花椒树出现树龄衰老，产能下降
的问题，种植管护技术也停滞不前，亩产

从过去的300斤下降到100至150斤，亩
产值从过去4000元下降到1500元左右，
椒农们逐渐失去发展信心。”花江镇党委
书记白忠明告诉记者，当时很多椒农甚至
准备砍掉花椒树，改种其它经济作物。为
此，当地政府认真分析原因，主动寻求提
质增效的“破冰”良方，最终在重庆江津找
到了花椒科学改良新技术，并组织村组干
部和贫困户到该地学习。

曾德春就是学成归来“第一个吃螃蟹
的人”，家中数十亩花椒林，今年再次获得
大丰收。“最近花椒商天天催促我，一天要
接十来个电话，我们都是加班加点的抓紧
烘烤加工，忙都忙不过来。”虽然口中“抱
怨嘟囔”，但脸上却挂满了笑容。“现在花
椒产量提高了，除去成本，今年我净收入
要有40万元哩。”

科学技术的改良，不仅使花椒产量获
得大幅提高，后期采收也变得十分便捷。
改良前，花椒的采收最让椒农们头疼，需
要一颗颗采摘，往往一天下来只能采几

斤，既费时又费力。技术改良后，只见椒
农们手持专用剪刀，连枝带叶与花椒一同
剪下，成捆搬运到火炕上进行烘烤，烤干
后放入筛椒机进行花椒筛捡。“按照现在
的产量，我家花椒地在改良前需要请20
个人，耗费3个多月的时间才能勉强采摘
完，耗时耗工成本高；技术改良后，只需请
几个人，花半个月的时间就能全部采收完
毕，大大节约了人工成本，缩短了采收时
间，提高了出产效率。”曾德春说道。

在花江镇的太坪村，村支书左光元骑
着摩托车带着记者来到该村花椒产业种
植基地。爬上石山，去年种植的花椒树大
都已超膝盖，长势喜人。“我们村一亩种植
100株花椒苗，整个基地共计15000株，
投产后每棵花椒树能够产30斤，按照目
前生花椒每斤10元的价格，产值非常可
观。”在山下，几乎每家每户都有花椒树，
经过技术的改良，一簇簇饱满的花椒坠在
枝头，一改之前的“零碎”。

（下转2版）

新华社贵阳8月7日电 记者日前从贵州省民政厅了解
到，截至今年6月，贵州将所有符合条件的153.7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纳入低保保障。

近年来，贵州持续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准，织密织牢农村
低保兜底保障网，将所有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低
保保障。截至2019年6月，共为纳入低保保障的153.7万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发放了补助资金。

为了稳步推进易地扶贫搬迁后续保障工作，贵州实施易地
扶贫搬迁一次性临时救助政策，截至2018年底，共向78.3万易

地扶贫搬迁困难群众发放一次性补助资金11.63亿元，及时将
13.3万符合条件的搬迁困难群众纳入城市低保。

同时，贵州还通过在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建立街道办事
处、居委会、村委会等，增强群众自治能力，广泛发动社会力量
参与脱贫攻坚，先后引导上万家社会组织参与脱贫攻坚。

此外，为了按时打赢脱贫攻坚战，贵州将继续强化社会救
助兜底保障，确保兜准底、兜牢底。同时，稳步提高农村低保标
准，完善低保分类施保制度，发挥社会力量在脱贫攻坚中的积
极作用。

贵州将153.7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纳入低保保障

务求脱贫攻坚打法精准
——六论确保打赢2019脱贫攻坚“夏秋决战”

□本报评论员

普定：百年古茶树搭建茶农致富路
□刘晓青 本报记者 陈婷婷

“致富果”，果然不凡
——我市大力推动精品水果产业化发展

□本报记者 高兰萍 文／图

大山深处椒香溢
——关岭依托新技术种植新花椒助农增收

□本报记者 罗希 高智 文/图

岗乌镇谷目村驻村干部管护山红柚

花椒种植户查看花椒生长情况

奔跑吧，健康中国
——全民健身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