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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疫情防控的沉寂下慢慢复苏，把之前“暂
定”的时间抢回来，关岭自治县在疫情防控不松
劲的基础上，按下了复工复产的“启动键”，让安
静许久的发展“齿轮”重新转动，逐渐恢复了原
有的活力与动力。

日前，记者走进贵州浩润臻源公司的珍源
食用菌基地，通过体温检测、身份登记后，来到
该基地的原材料加工车间，车间周围堆满了各
类木材，工人们正在将木材加工成木屑，用于制
作食用菌菌棒。

在菌棒生产厂房，记者看到挖掘机将加工
好的原材料按比例倒入硕大的搅拌机器，两次
搅拌后，材料进入流水线，装袋、上架、高温高压
灭菌、无菌室接种……每一流程都要求工人戴

口罩，消毒，尤其是无菌室中正在为菌棒接种的
工作人员，更是要求身着防护服工作。

“防疫是生产的前提。”该公司负责人张昌
国告诉记者，为了防疫、生产两手抓，公司购买
了消毒液、酒精、体温测量仪、口罩等医护用品，
并按照政府要求进行有效管理，保障了员工的
健康和基地的生产。

全面启动生产线，加大生产力度。目前，贵
州浩润臻源公司实现了上百人到岗复工，并已
成功生产第一批200万棒菌棒。

“杀青、脱毛、成型、磨光，要保证茶叶的口
感和品质，每道程序都马虎不得。”在贵州馥远
茶业有限公司的茶叶加工车间，数十名工人正
在制茶，该公司负责人傅向平向记者介绍着“龙

井茶”的生产流程。
据他介绍，自2月18日该公司复工复产以

来，在做好防疫工作的同时，加紧采茶、制茶的
生产力度，把因疫情耽误的时间追回来，成为公
司发展的当务之急。

为保障县内各企业复工复产，关岭自治县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以县委书记、县长为双组
长，县人大、政府、政协相关领导为副组长的复
工复产领导小组，针对17个工业企业、40个重
大项目进行包保服务，统筹全县企业项目复工
复产工作，确保精准调度，有序推进。同时，持
续开展“双重服务”工作。

截止2月底，全县17家规模以上企业全部
恢复生产，复工复产率达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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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抓好疫情防控的同时，关岭自治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的决策部署，把时间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既要坚决
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又要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惊蛰刚过，春风拂过的关岭生机勃勃，随处可见田间地头上一个个勤劳的身影正在抢抓春耕农时；随处可闻园区厂房内一台台作业的
机械发出复产的轰鸣。农民们挥洒的汗水与劳动时的微笑，工人们复工的喜悦与工作时的专注，以及全县党员干部们全力以赴抢时间、补
损失的决心，凝聚成一腔热血沸腾，绘就出一幅众志成城。

关岭自治县进一步深入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围绕特色主导产业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把低
效作物调减下来；同时，大力抓好坝区的建设，
加快土地流转和引进市场主体，结合自身实际
情况与自然条件，重点发展低热河谷的反季节
蔬菜的种植。

“黄海津，这是你家的28棵脐橙苗，记得盖
土的时候不要盖到嫁接根……”冬足村副支书
伍玉昌一边清点着树苗，一边耐心告知村民黄
海津栽种时的注意事项。

在上关镇冬足村，近4万株脐橙苗只用了
两天便发放给了全村村民，不仅有效调减了低
效经济作物，还大大激发了群众想发展、肯发展
的动力。该村村支两委按照每亩地种植发展
56株脐橙为标准，根据农户土地数量发放相应
树苗。

“此次镇党委政府所采购的树苗品质优
良，都是嫁接苗，存活率几乎可达100%。”伍
玉昌告诉记者，树苗存活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
农户后期发展的热情和动力，上关镇党委政府
以单价5.3元的价格采购优质脐橙苗，极大降
低了发展风险，为农户想发展、肯发展的心态
上了“保险”。

“党和政府的政策好得很，免费提供花椒
苗给我们种，种了花椒就不种苞谷了！”在新铺
镇江西坪村，71岁的脱贫户李朝忠领了80株花
椒苗后，笑盈盈地与儿子赶去自家地里栽种。

新铺镇石漠化严重，常年气温高。因地制
宜种植发展花椒和皇竹草，不仅让老百姓鼓了

“钱袋子”，更是让石岭荒山变成了绿岭青山。
紧紧围绕“一线三区”，花大力气调减低效

经济作物，关岭以花椒、经果林为主，以乡镇为
战区，以村为单位，结合各地实际，因地制宜发
展高效农业产业；由村支两委组织召开“院坝
会”、“田坎会”对政策进行宣传，村干部下组入
户动员，了解并记录农户种植意愿，丈量具体种
植面积，确保实施产业精准到户。

“我们大盘江村的西瓜甜得很，现在种下

去，5月份就能卖，一亩地能有8000元以上的
收入。”正在种瓜苗的老媪罗代芬，赤着脚踩在
泥土上，脸上挂满笑容，将一株株瓜苗种下。

新铺镇大盘江村种植西瓜已有20余年的
时间，高气温，好水源使得该村是天然的温室大
棚，也让“盘江西瓜”在县内外小有名气。因此，
每年惊蛰前后，每家每户就会到地里种植西瓜。

“断桥镇德新大理坝区涵盖德新、大理两
村，总面积约为3263亩，我公司根据两村原先
的产业发展特点和自身优势，合理布局，科学规
划，德新区域今年主要发展棒豆、辣椒和茄果
类，大理区域以皇竹草与莲藕为主。”县农投公
司负责人翟振江介绍，全县坝区建设由县农投
公司统筹负责，公司根据每个坝区的区位优势
与气候特点，科学合理的进行产业规划，确保坝
区产业化、标准化、特色化发展。

在断桥镇德新大理坝区，站在田坎远眺，连
片的沃土之上，挖掘机正在平整土地，四散的农
户锄地翻土，在春泥里洒下希望的种子。

平台公司统筹，村支两委协助。为了加快
坝区建设，各坝区所在地的村支两委也积极参
与进来，土地流转、务工协调……

“目前，已经组织群众种植白菜150亩，下
一步将在县农投公司的统筹下，打算种植黄瓜、
辣椒等农作物。”虽然坝区建设由县农投公司负
责，但宜所村村支书杨兵几乎每天都会到田间
地头查看建设进度，参与春耕生产。他说，坝区
建设好了，一年到头生产不停歇，种、管、采、收
都需要人，当地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务工，收入
稳定有保障。

聚焦坝区产业发展，发挥坝区特色产业结
构调整，关岭积极做好坝区春耕备耕工作，让县
内坝区建设真正成为样板田、示范田。

截至目前，全县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共落实
低效作物调减面积57296.58亩，完成高效作物
种植面积37620亩；17个坝区建设共流转土地
面积17996亩，已完成整地11530亩，完成高效
经济作物种植面积6121亩。

防疫工作不松懈 复工复产劲头足

产业调整不停步 春耕生产抓农时

百合街道扶贫车间复工复产

珍源食用菌基地内，工人正在运输菌棒。

沙营镇馥远茶业复工复产

沙营镇红岔路村村民正在采摘春茶 新铺镇大盘江村村民抢抓农时种西瓜

新铺镇金龙村正在收割皇竹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