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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又是一年收获的季节，平
坝区白云镇昊禹米业绿色水稻种植基地
里，基地负责人杨勇正和农户们忙着收
割水稻，“别小看基地这1220亩稻田，我
们不仅种植有各种级别、品种的稻米，还
养了鱼和鸭子，今年总的来说收成不
错。”记者了解到，平坝区联合贵州昊禹
米业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等多家水稻种
植、稻米加工龙头企业，积极探索“稻+N”
综合种养模式，走出了一条粮食产业转
型升级的新路子。

“我们的稻花鱼、稻花鸭吃稻花、水
生昆虫等长大，和饲料饲养的鱼、鸭有截
然不同的口感。稻田里面养鱼、鸭，在促
进稻田亩产增收的同时，可以反映出我
们稻子的绿色生态。同时，稻田养鱼、鸭
也能起到改善农田生态系统，增加粮食
产量，带来经济利益双收的作用。”杨勇
说。据悉，在“稻鸭、稻鱼共生”模式中，
鸭子和鱼为稻除草、增肥，稻为其供饵、
遮荫、避害，达到绿色生态养殖的效果，

一片水稻田便是一个小小的生态圈。
记者在现场看到，一间间鸭舍像卫

士一样“守护”在田边。“这是水稻病虫害
绿色防控技术，再加上鸭子这位‘吃虫能
手’，水稻生长过程无需施农药，鸭的粪
便又能肥田，化肥也不用再施，产出的自
然是生态好稻米。”杨勇表示，在市面上，
该品种被称之为稻鸭、稻鱼生态米，米粒
更香甜、品质更安全。这种“一水两用、
一田双收”的生态种养模式，不但能够有
效改善环境，还有效提高了农田利用率
和产出效益。

据了解，贵州昊禹米业农产品开发
有限公司所在地白云镇是平坝区粮油主
产区之一，这里土地肥沃，水资源丰富，
无工业污染，邢江河、槎白河横贯全境，
适合优质水稻生长。该公司发展订单水
稻种植基地2万余亩，另外，公司还发展
特色水稻种植基地1220亩，辐射带动周
边羊昌乡、西秀区黄腊乡等乡镇种植水
稻25000余亩，主要种植红米和黑米。

该公司在白云镇平庄、元河、林下、邢江、
路塘、郝下等多个村寨与当地100多户农
户签订种植订单，极大地解决了当地农
户卖粮难的问题，促进农户增收，推进地
方经济发展，也逐步带动地方群众增收
致富奔小康。

杨勇告诉记者，一亩稻田投放18只
鸭子、200斤鱼苗，水稻种植是根据品级
溯源定价格，亩产值从600至1200斤不
等，每斤价格也从十几元至百余元不
等。加上稻鱼、稻鸭的产值，今年总产值
预计能突破千万元。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平坝区积极推进稻田养鱼、稻田养鸭
等“稻+N”模式，以白云镇、羊昌乡等为重

点抓好示范点打造，提升水稻有机种植
和集约化水平，目前已完成包括白云镇
平元村等在内6个示范点共计1844亩。

如今“稻+N”共作已成为农民种地的
“新时尚”、农民增收的“新法宝”。据悉，
下一步平坝区将以农业科技创新为驱
动，牢固树立增产理念、效益理念、绿色
理念，切实抓好绿色增产增效技术模式
攻关研究，计划重点开展稻鸭（鱼）共生、
水稻新品种展示筛选等一批可复制、可
持续的具有平坝区特色的水稻绿色增产
增效技术新模式，为提升粮油生产能力
奠定坚实的基础，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的新“稻”路。

9月24日，在西秀区旧州镇碧波社区
的水稻种植基地里，稻子被颗粒饱满的稻
穗压弯了“腰”，几台大型收割机正在来回
穿梭，黄澄澄的稻谷丰收了，村民们正在
抢收稻谷，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以前我在外面打工，这几年看着大
家回乡发展产业做得风生水起，今年年
初我也毅然回乡发展水稻种植，看到现
在的丰收场景，我觉得我的选择是正确
的。”碧波社区村民白雪笑着说，现在国
家有政策支持，流转土地也方便，还给种
植户购买农业保险，提高抗风险能力，另
外还给予了种粮一次性政策补贴，在这
些政策的保驾护航下，她的200亩水稻今
年预计产量可以达到26万斤，每公斤销
售价在12元左右，预计产值将达到150
余万元。

经济账一算，白雪笑得合不拢嘴。
好的开头，更加坚定了她明年带头继续
种植水稻的决心。

“我们是跟广东的客商签订了销售
协议的，由于这里的土质好、水源丰富，
种出来的大米深受广大消费者的青睐。”
白雪告诉记者，除了订单销售外还会把
部分产品销售到贵州市场，很多客商都
会直接过来收购，根本不愁销路。

据旧州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汪时胜
介绍，旧州素有安顺“小粮仓”之称，这里
的村民历来都有种植水稻的习惯，以前
的传统种植产量低、效益差，基本只够维
持生计，而现在是科学化种植、规范化管
理，农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还会到田间
做技术指导，政府的政策辅助，更让水稻
种植锦上添花，金灿灿的稻子不仅成为

农户增收致富的新渠道，也成为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
新亮点。

水稻规模化种植改变了旧州镇低效
作物的发展格局，更带动群众走上了增
收之路，成为该镇的支柱产业，也成为西
秀区水稻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和旧州镇大米一样名声在外的还有
东屯乡，作为西秀区水稻种植大乡，东屯
乡按照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的工作
部署，紧盯产业发展“八要素”，贯彻落实

“五步工作法”，突出资源优势、找准产业
定位，大力发展“一田双收”的稻田产业，
助力产业振兴、乡村振兴。

“昨天我们做水稻测产，今年的水稻
产量明显比往年高，亩产达到1300斤左
右。”东屯乡农服中心主任田汝荣介绍
道，今年以来，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强力推
动下，东屯乡全面推广“田长制”，立足丰
富的田间大坝和水资源，紧紧依托辖区
5.2万亩平坦水田坝区，以促进生产发
展、生态优良、生活富裕“三生共建”为目
标，大力推出“稻+N”产业，形成“以田养
人”逐步到“以田致富”的极大转变，东屯
稻田产业逐步走出“小、单、散”困局，迎
来了“一田双收、三生共建”的时代。

“一田双收”让群众尝到了丰产丰收
的甜头，东屯乡本寨村村民顾和平顺利
搭上了这趟“致富车”。

“我发展的是‘稻+虾’，一田两用，
双丰收，改变了传统低效种植，实现农
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顾和平
如是说。

连日来，西秀区各地都在抢抓农时

收割稻谷，在东屯乡新寨大坝贵州茅贡
米有限公司的水稻种植基地，负责人龚
达彬告诉记者，今年东屯乡450余亩水稻
基地和旧州镇570余亩水稻基地都迎来
了大丰收，目前正是收割高峰期，接下来
将会由公司总部进行统一销售，主要销
往北上广等一线城市，我们按照等级销
售，每斤销售价在19元到160元之间，水
稻种植带动几百人就业增收，助力当地
乡村振兴。

西秀区是我市优质水稻主产区，近
年来，该区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
市委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抓好西秀

区粮食生产，着力推进标准化种植，培育
新型经营主体，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工
作。目前，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20万亩
以上。

“金秋时节喜迎大丰收，今年西秀区
水稻种植面积达24.55万亩，预计产量达
13万吨，预计总产值在3.9亿元左右。”西
秀区农业农村局农技站站长杨大勇说：

“仓中有粮，心里不慌”，西秀区大力发展
水稻种植确保了全区粮食安全生产工作
稳步推进，“六保六稳”得到保证，持续增
强群众内生动力，切实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在9月27日正式闭幕的第十七
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
易会上，参展的90多家贵州企业带
来上千件展品，贵银、蜡染等大放异
彩，展现了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产业
的精湛工艺与传统手艺人的精湛技
艺。贵州展团凭借独具特色的文化
产品，彰显出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
色文化强省的内在动力和丰硕成
果。

近年来，站在工艺保护的基础
之上，我省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
发展的路上不懈探索，民族传统文
化产业一次次取得突破与创新。从
保护传承，到规模化生产，再到打响
品牌，贵州“宝贝”正在走向世界。

“希望我能把黔南的枫香染宣
传出去，走出国门，走向世界。”本届
文博会现场，60多岁的杨光成说出
自己多年来的夙愿。杨光成是国家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50多年
来始终坚守着古老的枫香染技艺。
在此次文博会上，杨光成不再“孤
独”，30多岁的冉光津也带来了枫香
染的文创产品。在一次传承人的课
上接触枫香染后，冉光津便毅然踏
上了寻访传统手艺、传承非遗工艺、
研发创新产品的漫长旅程。

这样的传承故事在贵州大地上
数不胜数。1990年出生的杨昌芹，
虽然年轻，但已是名声在外的省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她一次次
将赤水竹编这种传统手艺带到全国
各地，不仅自己苦心钻研技艺，更带
动当地群众投入到非遗手艺的传承
中。杨昌芹的公司通过大量免费培
训，让8000多人掌握了这门传统手
艺，不少曾经的贫困户靠手艺过上
新生活。

在2018年发布的第一批国家
传统工艺振兴目录中，贵州有17个
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项目入选。入
选的刺绣、蜡染等不同门类的手艺，
如今正呈现出蓬勃的传承热潮。热
潮背后，还有省文旅厅、省民宗委、

省妇联等单位合力推动的各项政策
和扶持项目，非遗手艺在民间的热
度逐渐上升，投入到行业中的人越
来越多。

丰收时节，麦地边高挂在太阳
下的蓝布随风飘动，这是台江县老
屯乡的“80后”青年唐飞扬的杰作。
自从迷上蜡染这门传统技艺后，唐
飞扬不断探索提升生产效率的方
法，研发、改良出一个4米多长、2米
多深的大染池，并借助机械化设备，
一个人一天内就可完成五六百米长
的布料染制，极大提高了染布效
率。此外，他还研发出多个提升刺
绣、织布的设备和器具，获得多项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这些实用的创新
发明，使唐飞扬的“苗人匠心”工作
室完成大量订单，也为当地的绣娘、
染娘带去福利。

当下，“千百十”示范工程、“少
数民族传统手工艺扶持专项”、民族
地区农村电商建设等项目在全省相
继实施，为民族传统手工行业提供
了巨大的市场和创意空间。

在本届文博会上，贵州省多彩
贵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推出多彩贵
州贵银、多彩贵州山地百货和多彩
贵州茶3个品牌。其中，“贵银”是从
市场角度出发，整合和升级贵州银
产业全链条打造的文旅公共品牌。

“贵银”公共品牌由省委、省政府主
导，多彩贵州文化产业集团负责发
起并作为会长单位，组建贵州银产
业协会，吸纳贵州本土乃至全国优
质银饰品牌企业和匠人，将成为贵
州除了烟、酒、茶、旅游、中药材产业
之外的第六张名片。

无论是公共品牌还是个人品
牌，都离不开文化梳理、设计服务、
营销推广等系列繁复的工作。如
今，人们在文博会上看到“贵银”、大
方高光彝风漆器、黔东南仰优民族
工艺品等特色品牌。还有更多的手
艺人也在不断强化自身符号，利用
品牌的力量进行广泛推广。

贵州民族传统文化产业
蒸蒸日上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相约多彩贵州·畅想醉美文旅
——第十七届深圳文博会贵州组团参展特别报道

自2019年我市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以
来，始终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人民为中
心，以创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为抓手，涌现出西秀区情报站小区、
普定县知行小区、关岭自治县电力小区、
镇宁自治县酒厂小区、经开区西航共浴小
区、平坝区三0三小区、紫云自治县塔山
老旧小区等模范小区，改造工程给当地群
众带去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

近日，记者走进普定县知行小区，宽
敞的广场上彩色沥青路面干净整洁，两旁
的车辆整齐停放着。

据悉，该小区建设于20世纪90年代，
随着时间的流逝，区域狭小，绿化、车位不
足、公共空间拥堵、墙面渗水、排污设施老
化等问题逐渐暴露，小区一度被贴上了

“脏乱差”的“标签”。
今年初，普定县在充分听取群众意

见的基础上，对知行小区进行改造，楼
顶防水工程、小区环境整治、配套设施
安装……

“改造前，电线乱接随处可见，车辆乱
停乱放，地面坑坑洼洼泥沙满地，出门一
趟回来脚上全是泥。”今年59岁的熊林是
知行小区首批入住居民，见证了小区内居
住环境的不断变化。

经过半年工期，知行小区实现房屋由

“旧”到“新”，道路由“洼”到“平”，管线由
“乱”到“齐”，环境由“差”到“美”的蜕变，
很多原有的居民也陆续搬回来了，说起改
造后的感受，居民们都竖起大拇指。

普定县知行小区是我市老旧小区改
造的一个缩影。

2019年至2021年，我市纳入城镇老
旧小区改造项目共84个，24303户，其中
2019年纳入改造计划项目共20个，1686
户；2020年纳入改造计划项目共35个，
8443户；2021年纳入改造计划项目共29
个，14174户。截至今年8月底，2019年
全市20个项目（1686户）户已全部完工，
完工率 100%。2020 年全市 35 个项目
（8443）户，34个项目（7204）户已完工，完
工率 85.33%。2021 年全市 29 个项目
（14174）户，已全面开工，开工率100%。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是贯彻落实省委、
省政府把“三改”工作作为实施“强省会”
五年行动和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抓
手。改造工作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维修
改造，而变成了系统化改造，提升老旧小
区居民生活质量的社会工程。

经开区西航公寓小区同样建设于上
世纪90年代，在改造工程实施前，小区
居民就多次向社区申请改造，反映最多
的问题有外墙渗水、停车难、基础设施破
损严重。

“多年来，我们小区里很多居民家墙
皮脱落、房屋漏水、管道堵塞等一系列问
题时常发生，小修小补解决不了根本问
题。”经开区西航公寓小区居民王刚说道，
依托老旧小区改造，楼顶防水防漏、疏通
更换污水管道、改造饮用水管道、强弱电
管线入地、改设铁艺围墙……这些已经修
建20多年的老房子问题层出不穷，这一改
造就都能解决了。

该小区在改造过程中，根据居民需求
对楼顶加装防水层，在楼体外墙重新粉
刷，设计绿化，修整路面，重新铺设饮用水
管道，并对小区凉亭重新修缮，经过改造，
小区拥有“高颜值”，居民的生活质量大幅
提升。

“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不仅‘面子’和
‘里子’都需要得到改变，更重要的是提升
居民参与小区改造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提升生活质量。”经开区住建局副局长
陈杰介绍，在改造中，西航公寓小区居民
不仅全力支持，还自愿出资对管道和水表
进行改造，在整个经开区实现首例突破的
同时，对其他小区居民也起到带头作用，
让群众真正实现由“住有所居”迈向“住有
宜居”。

在改造工作中，我市坚持新发展理
念，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改善居民居住
条件，推动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区治理体系。改造前注
重“三个征求”，即：征求小区居民意见定
方向；征求业务部门意见定内容；征求主
管部门意见定标准。在施工过程中注重

“三个重点”，即：稳定有序清场为重，排出
改造阻力；及时化解矛盾为重，减轻改造
压力；狠抓现场管理为重，提高改造效
力。在改造成效上注重“三个转变”，即：
从“能住”到“好住”的转变；从“住有所居”
到“住得宜居”的转变；从“注重改造”到

“管理服务”的转变。
“在推进老旧小区改造的工作中，不

仅要改善老百姓的居住条件，还要在改造
中持续承载城市的记忆，实现既改善市民
生活条件又要融入城市的情怀，留住城市
的记忆。”市棚改办住房建设管理科负责
人彭惠说道。

据悉，按照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三年完成主体、两年全面收尾”的要
求，我市将集中力量突破改造工作的重
点、痛点、难点问题，积极申报项目、积
极引入社会资本、积极推动居民出资参
与改造建设。充分发挥基层党建对城
镇老旧小区改造和社区治理的引领作
用，因地制宜探索解决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难及改后管的问题，重点解决严重影
响居住安全和居住功能等群众反映迫
切的问题。

以旧改新“改”出新生活
——我市城镇老旧小区改造见闻

□本报记者 鲁开伟

自新一轮的东西部协作开展以
来，广州市花都区与关岭自治县在医
疗协作上不断加大合作力度，通过设
施援建、挂职帮扶、交流培训等举措，
使关岭的医疗卫生水平不断提高，医
疗体系日益完善，让老百姓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到优质的医疗资源。

在该县人民医院病房内，来自
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的心血管内
科副主任医师李俐正在给患者进行
日常检查，仔细询问患者的病情，耐
心讲解相关注意事项。自从两地开
展对口医疗帮扶以来，作为关岭自
治县人民医院挂职副院长的李俐经
常与同事们一同分析研究患者病
例，交流探讨先进理念和医疗技术，
分享自己的所学所感，为每一位患
者尽心尽力的服务，获得了大家的
认可与称赞。

“广州花都区专家团队来到我
院，提高了我们对心血管疾病的诊
疗规范，大家在沟通、交流、分享中
学到了新知识、新疗法，这使得过去
不能够诊治的疾病也能就地治疗。”
关岭自治县人民医院内一科主任朱
万富说道。

今年，在李俐的指导下，关岭自
治县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确定了

“创建省级重点专科”的目标。
“通过花都与关岭两地卫生健

康系统医疗协作，健全了对口帮扶
机制，精准做好医疗卫生帮扶工作，
不断提升关岭的医疗技术和医疗保
障水平。”李俐告诉记者，先进医疗
技术的帮扶和下沉，有效防止了困
难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提高了
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和健康指数。

在该县人民医院超声科，广州
市花都区对口帮扶主治医师黄艳正
在给患者做彩超检查。今年9月，黄
艳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加入东
西部协作计划，到关岭自治县人
民医院超声科开展帮扶工作。
刚到关岭的第二天，她就立刻进
入紧张忙碌的工作状态，全身心
投入到工作中。

黄艳说：“关岭自治县人民医院
超声科的设备是比较先进的，病源
种类也较多，开展检查项目齐全，目
前日均检查人次达上百人。我将尽
自己所能，全身心投入到帮扶工作
中，开展新技术新项目的研究和分
享，不断提高科室的诊疗水平，以便
更好地服务于当地群众。”

徐文泳医生来自广州市花都区
第二人民医院，擅长妇产科常见病
多发病的诊断及治疗技术，对复发
性流产免疫治疗及抗凝治疗等情况
有着丰富的诊治经验。结合实际需
要，她每周定期在关岭自治县人民
医院门诊坐诊，为广大患者提供优
质的医疗服务。

“我主要负责妇产科，希望在接
下来对口帮扶的日子里可以跟关岭
同事共同探讨技术问题、交换专业
意见、提高职业素养。”徐文泳说，这
一次她从广州带来了部分新技术、
新项目，希望在关岭得到开展。同
时，也会尽自己的力量为关岭作出
一点贡献，为关岭人民解决看病难
的问题。

今年9月，广州市花都区首批帮
扶医疗工作者已经全部到位。同
时，花都区多次派遣帮扶专家到关
岭自治县人民医院进行交流，通过
开展远程医疗、蹲点帮扶，进一步提
升了医院的整体医疗水平。

“以东西部协作为契机，广州市
花都区人民医院与我院达成对口帮
扶。此次广州市花都区人民医院派
遣了三名专家到我院进行医疗帮
扶，有效提升了医院相关专科的服
务能力和医疗水平。接下来我院也
将派遣相关人员到花都区人民医院
进行交流学习，进一步提升医院的
整体水平，更好地为全县人民做好
医疗服务。”该院副院长李益说道。

广州花都区真情帮扶关岭
提升医疗整体水平

□本报记者 高智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西秀区：稻穗压弯腰 农民心头笑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平坝：“稻+N”种养模式农民增收“新法宝”
□本报记者 桂传念

东屯乡水稻种植基地东屯乡水稻种植基地，，大型收割机正抓紧收割大型收割机正抓紧收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