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姚福进/校对：侯金梅/组版：吴猛 ANSHUN DAILY 特别报道 7 2023年10月18日 星期三

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

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姚福进姚福进

近年来，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紧紧围绕“四新”主攻“四
化”，做大做强地标农业、优势产业，壮大加工企业，发展乡村旅游业，以产业兴旺引领乡村振兴。

时下，正值红芯红薯挖收时节，白石岩乡
幸福园村、干水井村红芯红薯种植基地里，随
处可见村民割薯藤、挖收、捡拾、打理、搬运红
芯红薯的丰收场景。

提高挖收效率，大多种植户、公司、合作
社等红芯红薯种植经营主体，不再采用牛犁
或人工翻挖方式挖收红芯红薯，而是采用微
型耕地机挖收红芯红薯。据白石岩乡农村经
济发展有限公司（乡公司）负责人王应江介
绍，用微型耕地机挖收红芯红薯，一台机一天
可挖收6亩地，用牛犁挖收的话，一头牛一天
只能挖收2亩地，用人工挖收则更慢。

“我用微耕机给种植公司、合作社挖收红
芯红薯，干一天300元，除去100元的耗油成
本，挣200元。”开微耕机挖收红芯红薯的彭

兴明说，用自家的微耕机帮大家挖收红芯红
薯，方便了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挣到了钱。

红芯红薯是国家地理标志性农产品，近
年来，白石岩乡实施“致富地标”工程，坚持依
托一产、壮大二产、催生三产，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产业
发展思路，通过提质、扩面、延链、拓销等方
式，做大做强红芯红薯产业，实现“盘活一个
产业，解决一方就业，兴起一个产业，带富一
方百姓”的目的。

为实现提质增效，在省、市农技部门的帮
助下，白石岩乡成功培育了红芯红薯脱毒苗，
提高抗病力，即品种改良，促进红芯红薯产业
提质增效。今年，白石岩乡栽种的红芯红薯
全部是改良的薯苗，挖收的红芯红薯不仅产

量高，且品相好，平均亩产2000斤以上，今年
的红芯红薯均价5元一斤。

“今年，白石岩乡以乡公司示范种植和农
户分散种植方式，共种植红芯红薯5000亩。
其中，乡公司除了自己种植800亩外，农户种
植了2000亩，公司免费提供种苗，农户利用
自家承包地投工投劳种植，挖收的红芯红薯，
由乡公司以3元1斤的保底价全部收购。”白
石岩乡党委副书记、乡长谢清清说，时下，正
值红芯红薯挖收季节，白石岩乡正在组织群
众挖收红芯红薯。

为让农户种植的红芯红薯卖个好价钱，
白石岩乡积极搭建销售平台、拓展销售渠道，
邀请电商经营者及网络销售商前来收购红芯
红薯，或以现场直播带货方式销售红芯红薯。

规 模 化 、 标 准 化 、 品 牌 化 做 大 做 强 红 芯 红 薯 产 业

“产业增值”是产业兴旺的核心，延长产
业链是产业提质增效的主要途径。2021年，
白石岩乡在幸福园村黄泥堡组建成集加工、销
售、仓储和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红芯红薯加工
厂，引进贵州圆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合作，加
工生产薯干、薯片、薯面等红芯红薯系列产品。

今年，白石岩乡又引进贵州圆嘉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在幸福园村黄泥堡组建成集产
品研发、仓储、销售等为一体的果汁加工厂。
至此，在白石岩乡幸福园村黄泥堡组建成了
拥有4000平方米厂房的红芯红薯加工厂和
8663平方米的厂房果汁加工厂。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白石岩乡幸福园村
黄泥堡组的贵州圆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刺梨
原液生产车间，伴随着机器的不停运转，一个

个新鲜的刺梨经过榨汁、灌装、调配、包装等
自动化生产线后成为一瓶瓶原液刺梨饮料。

“刺梨原液生产线投入生产以来，我们大
量收购周边乡镇的刺梨，以及附近农户上山采
摘来的野生刺梨，目前收购的刺梨已榨出300
多吨刺梨原汁。”贵州圆嘉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人刘永贵说，在收购刺梨方面，他们以每
斤1.5元至2.2元不等的价格收购，榨汁率高、
品质好的刺梨收购价就高，比如附近村民上山
采摘来的野生刺梨就以2.2元1斤收购。

“刺梨深加工车间虽说是自动化生产车
间，但在生产线的各个环境都需要工人，正常
投入生产期间每天需要60名工人，这些工人
全部是附近村寨的村民。”刘永贵说，加工厂
可年产果汁12000瓶，解决劳动力常年务工

35人、临时务工 300 个以上，预计年产值
6000万元、年利润600余万元。

随后，记者在红芯红薯加工车间看到，工
人们在蒸红薯、红薯去皮、红薯切片、红薯烘
烤、薯干包装等各自岗位上忙碌着。

“目前，红芯红薯加工厂有薯面、薯干、薯
片、芝麻丸、阿胶糕、方便食品等6条生产线，每
年可加工红芯红薯1600吨，稳定带动本地就
业200人以上。”紫云自治县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白石岩乡党委书记敖成领说，白石岩乡依托
坝区建设和特色产业优势、资源优势，在幸福园
村黄泥堡组形成产前、产中、产后无缝对接，培
育发展绿色、有机特色产业的新型工业产业园，
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促进农产品提质增
效，助推农业产业发展。

壮 大 加 工 产 业 延 链 提 质 增 效

秋高气爽艳阳照，白石岩乡猛德寨村龙颈凹乡村旅游点，清澈的小溪，几艘
小船在水波中荡漾，乘坐在上面的游客时而摇动划桨，时而拍摄记录美景。

龙颈凹四周层林尽染，鸟鸣虫叫，让人身心舒畅。静谧的龙颈凹山谷，在这
里能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以划船、垂钓、烧烤、K歌、吃农家饭……

近年来，白石岩乡依托龙颈凹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投入110余万元，在小
溪上筑起滚水坝，设置划船游玩区；结合溪边地块实际，建有儿童游乐、烧烤、垂
钓、露天K歌、特色餐厅和儿童游泳池和成人游泳池等设施，吸引不少远近游客
前来游玩，助推乡村旅游发展。

“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前来龙颈凹游玩的游客逐渐增多，来我的餐馆就餐
的人数平均每天有80人次，节假日和周末生意最为火爆。”在龙颈凹乡村旅游
点开设餐馆的猛德寨村村民王德会说，为让客人吃到原生态的绿色食品，他们
到村寨里去收购土鸡、土鸭、土鸡蛋、腊肉，购买农户家用农家肥种植的蔬菜等。

“白石岩乡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以及岩上杂技、新驰刺绣等多姿多彩
的民族文化，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以乡村游促进旅游消费，促进群众持续增
收。”敖成领说，近年来，白石岩乡大力发展壮大以红芯红薯、湾坪大山生态牛、
精品水果等为特色农业产业，加速构建实体经济为主导，农旅和特色农业协调
发展的现代经济体系。立足农业强乡定位，以突出特色、示范带动为重点，着力
在提升红芯红薯产业的组织化、良种化、品牌化水平上下功夫，切实推进农业转
型升级。积极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效，做强“薯”产业，写好“薯”文章，延长“薯”
链条，打造吃、住、行、娱一体化的红芯红薯产业小镇，吸引外地游客，促进本地
农民就业和增加收入。

发 展 乡 村 旅 游
建 设 和 美 乡 村

站在白石岩乡湾坪村养牛场后面的产业路上望去，四周是绿油油的菌草，
时而传来哞哞的牛叫声。

牛棚里，饲养员姜兴敏正在拌饲料给牛喂食，他告诉记者，今年养牛场卖出
20头牛，平均每头牛2万元，卖牛收入20万元。目前存栏170多头牛。

“为发展养牛产业，我们村种植有400亩菌草，并建有一个加工青储饲料的
饲料加工厂，加工的青储饲料除了自己用来养牛，还销售给周边的养牛场。”湾
坪村支书姜天兴说，农户种植的菌草以0.15元1斤收购，菌草一年收购3季，每
季每亩收购5000斤，每亩菌草年产值2000多元；此外，他们还收购秸秆加工青
储饲料，带有玉米的秸秆每斤0.25元，没有带玉米的秸秆每斤0.1元，实现“变废
为宝”增加农户收入。目前，该青储饲料加工厂加工有青储饲料1200吨。

姜天兴说，湾坪村养牛场自2017年建成以来，已累计发放务工工资、土地
流转金、分红等资金500余万元，带动农民增收效果明显。

今年，白石岩乡科学合理利用耕地资源，大力增强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全面
做好粮食生产“大文章”，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2023年，全乡粮食种植面积
达1.78 万亩，并且玉米、水稻、大豆以每亩17.46 元补贴给农户，共计发放
28.4373万元，激发百姓种粮积极性。

此外，白石岩乡坚持以农民增收为目标，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鼓励农户
大量种植地萝卜、豌豆苗、马铃薯、生姜、大豆等经济农作物；并结合各村实际大
力发展牛、羊、猪、鸡等畜牧养殖业，促进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产 业 多 元 化
促 进 群 众 增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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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正在采挖红芯红薯村民正在采挖红芯红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