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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西秀区大西桥镇狗场屯
村的蔬菜基地迎来冬季蔬菜丰收。走
进狗场屯村，平整开阔的土地上一片绿
意，大葱、白菜、黄瓜、韭黄等蔬菜长势
喜人，不少种植户正带着采收工人在田
间忙碌地进行采收、搬运、称重、装车等
作业。

植根于沃土，狗场屯村夯实蔬菜产
业基础。在大葱种植基地内，大葱根茎
粗壮、叶片肥厚、白绿相间，在采收过程
中散发出新鲜葱香。“狗场屯村地势平
坦、土壤肥沃，十分适宜发展蔬菜种植，
因此2006年起我们村便开始大力发展
蔬菜产业，目前全村蔬菜种植面积上万
亩。”狗场屯村村委委员汪日红介绍道。

“今年全村种植大葱约4800亩，亩
产量在6000斤左右，产量高且不愁销
路，因为我们和客户达成了长期合作关
系，采取订单式销售，一收到客户的订
单，我们就马上组织工人采收，从采收、
包装、搬运多个端口带动百姓就业。”汪
日红说道。

该村不断丰富种植蔬菜种类，除大
量种植大葱外，因地制宜种植白菜
3000亩，黄瓜4500亩，山药1500亩，
韭黄 1200 亩，辣椒 300 亩，冬瓜 130
亩，带动全村种植户500余人发展蔬菜
种植。

经验足、种类多、产量大、距离近
等优势，让狗场屯村不断向全市供应
蔬菜，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菜篮子”。
除此之外，狗场屯村创新销售方式，依
托交通冷链，拓宽市场销售渠道，将本
村蔬菜销往重庆、成都、昆明、武汉、广
州等地。

狗场屯村种植大户汪德祥2019年
开始从事蔬菜种植业，他告诉记者：“我
经营了一个合作社，今年种了120多亩
蔬菜。合作社每年的产值有四五十万
元，带动村里100多人务工，发放十多
万元的务工费。”而像汪德祥这样经营
合作社的种植大户，只是狗场屯村众多
种植户的一个缩影。

在位于狗场屯村的安顺市西秀区
白泥致富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排排
育苗大棚整齐划一，一盘盘绿色菜苗

“探”出脑袋，展现出勃勃生机。另一
边，六七名工人正在利用机器快速为基
盘撒种，随后覆盖有机土壤，再静置一
旁等待放入育苗大棚中。

“我们合作社主要培育大葱苗和白
菜苗，一天能培育1000多盘。育苗没
有时间限制，我们一年四季都有活干，
算是合作社的稳定工人，一天有100元
的收入。”狗场屯村村民王运琴一边盖
土一边笑着说。

走进位于狗场屯村的安顺黔优优
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组装式
冷藏库内，几名工人对白菜进行挑选、
分级和包装，这些刚从地里采摘的蔬
菜，即将通过冷链物流，端上两广人民
的餐桌。

安顺黔优优生态农业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负责人张兆方介绍，公司从事蔬
菜产业已有14年，之前以种植为主，近

年来逐步转型升级，以蔬菜育苗为主，
辐射带动周边 500 余户农户种植蔬
菜。“公司主要采取‘育苗＋种植＋销
售’的产销模式，实现蔬菜产业全链条
发展，目前蔬菜种植面积约100亩，累
计带动6000余人次周边村民务工，发
放务工费60余万元。”张兆方补充道。

“2023年，我们村的蔬菜种植面积
达1.5万亩，带动村民2万余人次就业，
依托蔬菜产业，带动老百姓在家门口过
上火红日子。下一步，我们村将对蔬菜
产业进行提质升级改造，打造规模化、
高标准的蔬菜产业基地，提高蔬菜产
值，让老百姓的生活更上一层楼。”汪日
红如是说。

2023年 12月 28日，记者走进紫
云自治县五峰街道海子村盆景加工场

看到，大棚里摆放着石盆、石钵、石缸
等各式石制品，还有成品盆景和培植

的花草，工作人员正以网络直播方式
销售盆景。

该盆景加工场负责人全朋朋告诉
记者，两年前，在外漂泊多年的他回到
家乡紫云白石岩乡岩山村，开始做盆景
生意。他到邻村的石厂低价买回边角
料石头，购置切割机、打磨机等设备，搭
配花草绿木，通过艺术加工，打造出一
件件景观盆景。

“为畅通销售渠道，我们一方面通
过网络直播进行线上销售，目前有8名
直播销售员；另一方面，通过宣传推介
进行线下销售。”全朋朋说，随着销售渠
道的拓展，盆景供不应求。为扩大生产
规模，今年，他到海子村流转了20个大
棚，把盆景加工场搬迁到这里，聘请30
多名工人负责加工生产盆景。

“我们加工生产的盆景主要销往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国内一线城
市，平均每月的毛收入达50万元。”全
朋朋说。

为激发销售人员的积极性，按照
“底薪+提成”给直播销售员计酬，每月
底薪4000元，每卖出100元商品获得6
元的提成。“我每天销售20余件盆景，
每件50元至1000元不等。生意好的
时候，我一个月的销售额达8万元，底
薪加提成收入8000元左右。”直播销售
员罗小灿说，盆景加工场为她提供了家
门口挣钱的机会。

据介绍，目前盆景加工场的加工生
产工人每月工资在4000元以上，打磨
石头制品工人的月工资约6000元。

在全朋朋的带动下，海子村10多
名村民也开始发展盆景加工，共同闯出
一条增收致富路。

五峰街道海子村：

小盆景变大“钱景”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进行线上销售工作人员通过网络直播进行线上销售

冬日，位于镇宁自治县江龙镇竹新
村的茶山处处热火朝天的景象。走进
茶园，只见十余名工人带着专业的管护
工具，在茶丛中进行锄草、修枝、施肥等
作业。在工人的精心管护下，这片进入

“冬眠期”的茶园正在为来年的春天蓄
势聚力。

据了解，该茶山为镇宁金瀑农产品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茶叶基地，于2007
年开始种植，现有面积2000余亩，主要
品种为本地大叶种茶。该公司与拥有
3000余亩茶园的紫云自治县坝羊紫丰
茶厂合作，联合建成有机茶叶示范基地
5000余亩，主要生产黑茶、绿茶、白茶、
红茶，打造有“贵州生态黑茶”公共品
牌，经营“金瀑”“过江龙”“古树茶”等系
列产品。

“高海拔、低纬度、多云雾、寡日照、
生态好，是贵州种植茶叶得天独厚的优
势。每年，除了采收明前茶之外，我们
公司还会采收6季夏秋茶，用于加工黑
茶，销往大西北市场。”镇宁金瀑农产品
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陆靖介绍，随
着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对健康养生的
需求增加，公司还开拓了北上广深等城
市的业务。

秉承着做生态茶、健康茶的发展理

念，每年管护期间，茶山都需要大量劳
动力进行人工除草。“我们的茶园不使
用除草剂，所有的杂草都需要人工清
除，以保证茶叶品质。”茶叶基地负责人
杨观告诉记者。

家住竹新村司丁组的村民周小英
一边施肥一边说：“我来这片茶山务工
十多年了，一到采春茶和管护期间都来
务工，一天有100多元的收入，还能照
顾孙子上下学，方便得很。”

“作为企业，我们在发展壮大的同
时，也想惠及附近的村民，带动周边老
百姓就业。”陆靖说，基地每年在茶青采
摘期间，可带动周边3000余人次务工，
茶园管护期间可带动周边农户500余
人次务工，每年发放30余万元务工费。

据悉，该基地春夏秋茶亩产量达
1500斤，每年生产黑茶上千吨，2023年
产值达2800余万元，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的有力引擎。

“目前基地建设有灌溉系统，建有
风力监测站一座，产业路已贯通基地四
周，基地内种有枇杷、刺梨、樱桃等多种
果树，形成茶中有林、林中有茶的茶园
业态。未来，公司打算依托生态茶园风
光，吸引游客前来采摘、体验、游玩，实
现茶旅融合发展。”陆靖如是说。

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1月2日，紫云自治县全民“新年登高”徒步大会举行，来自全县
各乡镇的近1000名徒步爱好者参加。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念） 完善机制、
优化流程、降低“门槛”，去年以来，我市
认真落实国家、省相关要求，不断完善
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两病”门诊用
药保障机制，及时将未纳入“两病”门诊
用药保障或门诊大额疾病保障，但已采
取药物治疗的“两病”参保居民纳入保
障范围，让更多“两病”患者享受到政策
红利。

据悉，目前“两病”门诊医保年度支
付限额为2000元，其中高血压门诊用
药年度支付限额为800元，糖尿病门诊
用药年度支付限额为1200元。为进一
步提高城乡居民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医
疗保障水平，完善城乡居民“两病”门诊
用药保障机制，自2023年10月1日起，
在门诊用药纳入保障的基础上，将与

“两病”有关的门诊检查、检验等费用，
纳入保障范围，同时提高“两病”基金支
付比例。具体为：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
（比如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为90%，
二级医疗机构（比如县人民医院、县中
医院）为80%，三级医疗机构（比如市人
民医院、三0二医院）为70%。取消了

“两病”用药专项保障备案定点医疗机
构限制，乡镇卫生院也可以进行“两病”
待遇资格备案。参保人员进行“两病”

待遇资格备案后，在省内已开通城乡居
民“两病”异地联网直接结算的定点医
疗机构产生的与办理病种有关的医疗
费用可直接结算。

新政策相较之前，为“两病”患者
提供了更好的医疗保障服务。一是扩
大了保障范围，将与“两病”有关的门
诊检查、检验等费用，纳入保障范围。
二是提高了支付标准，门诊政策范围
内报销比例平均提高了20个百分点，
三级、二级及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报
销比例分别从原来的50%、60%、70%
提高到70%、80%、90%。三是进一步
优化就医管理，将“两病”门诊医疗费
用结算范围扩大到省内，在省内已开
通城乡居民“两病”异地联网直接结算
的定点医疗机构产生的费用均可直接
结算。

不仅如此，参保群众还能更方便地
享受新政策保障待遇，对已获得“两病”
专项用药保障待遇资格的人员实行全
省互认，跨统筹区转移医保关系或新参
保时，无需另行认定资格，凭原有“两
病”专项用药保障待遇享受资格凭证继
续享受待遇。支持定点医疗机构执行

“长处方”，将处方用药量放宽至12周，
保障“两病”患者长期用药需求。

大西桥镇狗场屯村：

冬季蔬菜喜丰收 产业兴旺促振兴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李超然 文/图

狗场屯村蔬菜育苗大棚狗场屯村蔬菜育苗大棚

镇宁金瀑农产品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冬季茶园管护忙
来年春茶溢新香

□本报记者 李超然 郭黎潇 文/图

工人在茶园辛勤劳作工人在茶园辛勤劳作

我市完善“两病”患者门诊用药保障机制

“务工发票如何开？务工费用如何
发放？奖励补贴如何给予……”年末岁
首之际，关岭自治县高质量就业培训基
地的会议室里格外热闹，该县百合街道
相关负责人正在与辖区同康、同心两个
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的务工带头人一
同探讨新一年的零工就业计划，并将其
培育发展成“零工经纪人”。

长期以来，同康、同心两个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社区有着一批因常年在外务
工，发展出一定人脉和基础的搬迁群众，
他们有着固定的零工就业渠道，常年带
领其他群众一同在外务工就业。

为了更好地激发搬迁群众的内生动
力，拓宽辖区搬迁劳动力就业渠道，稳定
和扩大组织化就业规模，提高零工劳动
力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百合街道
党工委着手将这批“就业达人”培育成

“零工经纪人”，制定了《百合街道零工经
纪人奖励机制工作方案（试行）》，让这部
分有能力、有动力、有渠道的“零工经纪
人”，在新的一年里带领更多的搬迁群众
通过务工就业，实现稳步增收。

“目前，单靠办事处对接周边企业，

无法完全满足搬迁群众的就业需求。不
过我们在开展走访工作时发现，两个社
区还有部分无法外出务工的闲置劳动力
想就近务工实现增收，却找不到务工渠
道和合适的岗位，而有渠道的这部分务
工带头人有时却苦于找不到劳动力。所
以，我们主动牵头，由办事处平台公司聘
请其为‘零工经纪人’，并进一步加强经
纪人队伍建设、劳务信息渠道管理和零
工人员安全管理，让搬迁群众安安心心
去务工，实实在在稳增收，踏踏实实过日
子。”百合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工委主
任罗婷说道。

据了解，百合街道“零工经纪人”和
零工人员均为同康、同心易地扶贫搬迁
安置社区群众。“零工经纪人”一年内组
织带动零工人员10至40人，务工时长
达90至180天的，按照每人60元标准
给予奖补；带动41至80人的，按照每人
80元标准给予奖补；带动80人以上的，
按照每人100元标准给予奖补；而一年
内组织务工时长超过180天的，则是根
据带动人数，按照每人100元标准给予
奖补。

“我们经常出去务工，认识的企业、
项目负责人和种养殖大户比较多，务工
渠道也慢慢多了起来，开始组织大伙一
起去务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自己也
开始承接务工项目，组织人员去务工。”

“零工经纪人”刚刚告诉记者，他去年承
接的光伏浇筑、机耕道路面建设、蓄水池
建设等务工项目，带动了800人次左右
的社区群众外出务工。如今成为“零工
经纪人”之后，有了奖补的鼓励和支持，
动力更强，信心更足，新的一年里要带动
更多人务工增收。

在给予“零工经纪人”奖补的同时，
百合街道也对他们有了更加规范的要
求，“零工经纪人”需将务工群众工资支
付至关岭百新程劳务有限服务公司（办
事处平台公司）专项账户，再由公司统一
发放给务工群众，便于资金监管和务工
人数统计，如果由用工企业直接发放给
群众的，“零工经纪人”则需提供银行流
水作为凭证。

关岭百新程劳务有限服务公司负责
人唐丹说：“‘零工经纪人’组织搬迁群众
外出务工，我们要求必须准时发放务工

工资，还要为其购买用工保险，而用工保
险所产生的费用，按务工群众工资的2%
进行扣除，不足部分由办事处进行补
贴。此外，我们还建立了‘零工经纪人’
微信群，做到彼此渠道共享、信息互通，
从而更好地服务搬迁群众。”

同时，与该县高质量就业培训基地
打好零工就业的“组合拳”。依托全县高
质量就业培训基地建在辖区的巨大优
势，去年以来已对172名搬迁群众开展
中长期培训，经过培训，146人取得人社
部门资格证，91人取得特种资格证，156
人实现就业，就业率达90.6%。

“我们组建的家政服务队共有50多
人，都是经过就业培训基地家政职业技
能培训出来的。经过培训后，操作规范，
效率更高，与‘零工经纪人’对接配合，就
能形成一支高质量的家政服务队伍。”罗
婷表示，百合街道接下来将会持续加大
与周边企业、项目的就业对接力度，培育
更多可靠、可用的“零工经纪人”，千方百
计实现灵活就业、稳定就业、持续增收，
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
满意度。

关岭百合街道：

培育“零工经纪人”助力搬迁群众灵活稳定就业
□本报记者 高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