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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关岭自治县断桥镇的椪
柑、脐橙、血橙销售才近尾声，甜蜜多汁
的沃柑又喜迎上市。在位于该镇木城
河畔的巴地果园里，绿叶为衬，露珠做
裱，将一个个黄澄澄的沃柑衬托得格外
醒目，惹人喜爱。

“巴地果园于1月13日正式开园，
游客可以直接入园品尝、采摘，也能在
抖音电商‘线上’购买，无论是‘线上’
还是‘线下’，今年沃柑的价格都统一
是每斤5.8元。”刚走进巴地果园，关岭
断桥丰庆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断
桥镇平台公司）相关负责人李孝帅向
记者介绍。

作为断桥镇沃柑种植的示范果园，
巴地果园沃柑种植面积达70余亩，每
棵果树的结果量在30斤以上，预计今
年产量可达7万斤左右。同时，果园临
近木城河，水源丰富、土壤优渥，海拔、
气温、日照都非常适宜沃柑生长，所产
沃柑品质优良，果味格外甘甜。

“今年的沃柑味道甜，水分足，口感
实在太好了。”游客郭仲勇是巴地果园
的老顾客，每年一到沃柑上市时节，总

是第一时间前来采摘购买。他告诉记
者，果园距离关岭县城仅12公里，交通
便利，一听说沃柑上市，便马上带着一

家老小进园品尝、采摘。
据悉，沃柑是晚熟型的杂交柑橘

品种，具有果实落地少，挂果能力强，
采摘收期长等特点，并且皮薄、汁多、
味甜、富含大量维生素，是断桥镇柑橘
类精品水果的主要品种之一，又因其
上市时间临近春节，也是当地人与周
边市县消费者置办年货和走亲访友的
必备果品。

近年来，断桥镇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在柑橘产业上下足提质增效的硬
功夫，不仅为果农提供种管技术培训，
帮助果农掌握科学的种植技术，还为其
搭建产销平台，帮助果农解决销售难
题，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截至目前，该镇共种植果冻橙、沃
柑、脐橙、椪柑等柑橘类水果达2万亩，
种植大五星枇杷2.5万亩，基本形成以
戈尧、断桥、木城、纳建等村为代表的精
品水果产业示范带，逐步让精品小果子
成为了助力乡村振兴的大产业。

关岭断桥镇：

春节将至 沃柑上市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巴地果园里成熟的沃柑巴地果园里成熟的沃柑

本报讯（记者 唐国栋 文/图） 1月15日，记者走进西
秀区大西桥镇蔬菜示范园，只见工人们挥舞着铁锹，将沾着
泥土的山药从地里挖出来，一会儿功夫，一根根山药棒便堆
放整齐，等待入袋称重。

当日，由贵州大学、贵州省农业职业学院等单位组成的
专家组，共赴西秀区大西桥镇蔬菜示范园，对贵州省农业科
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主持，贵州绿合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
司参与实施的省科技厅科技支撑计划项目“贵州山药种蓣扩
繁及轻简化栽培技术研究与示范”进行临田测产验收。

“亩产3749公斤！今年较去年增产了30%左右。”贵州
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研究员邓禄军表示，自己所在
团队从2021年开始对安顺地区山药（种植）的种蓣退化状况
进行研究，现阶段成果表明了种蓣对于山药产量的重要性，
为尽快推进山药脱毒种蓣（应用）提供了技术上的前期储备，
也为安顺山药产量提升打下了基础。

“以往山药亩产在2700公斤左右，现与省农科院专家合
作的试验田亩产达到3700多公斤，产量令人欣喜。”贵州绿
合信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顾文进告诉记者，大西桥
镇蔬菜示范园内种植山药千余亩，如果脱毒种蓣技术完善推
广开来，公司山药种植产量将大幅上升，山药种植户们也能
获得丰厚的收益。

近日，在平坝区天龙镇天
龙村，山药喜获丰收，种植户
们忙着挖沟、刨土、“起”山药，
一派丰收景象。

□记者 李伟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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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推动城市夜经济发展，打造多元
消费场景，市商务局积极组织各区域商
户参与省商务厅开展的“金秋购物节”
促消费活动，该活动在云闪付平台向市
民发放夜市集聚区消费券，使用范围覆
盖黄果树旅游区各国里、安顺经开区多
彩万象旅游城、安顺古城历史文化街区
等地。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安顺经开区
多彩万象旅游城已经人流熙攘，烟火升

腾，临街的美食店铺座无虚席。烤鱼、火
锅、小吃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食客。

来到街口的豆米火锅店，老板一边
招呼客人一边催促厨房菜肴。“我们的店
已经开了3年了，生意都比较好，加上这
段时间消费券的促销活动，客人比之前
更多了。”豆米火锅店店主郭琴说。

同样，旁边的牛骑山牛肉火锅店内
坐满了食客。食客张一铭抢到了一张消
费券，便约上朋友前来消费，他告诉记

者，消费券可享满减优惠，非常实惠。
在黄果树旅游区各国里，傍晚时

分，不少游览完景区的游客来到街区
消费购物。商户徐金波告诉记者，虽
然冬季是旅游淡季，但是消费券的发
放在一定程度上拉动了周边的消费，
让旅游淡季不淡，冬季旅游夜经济同
样彰显活力。

据悉，此次“金秋购物节”促消费活
动时间是2023年9月19日至2024年3

月31日，活动期间，市商务局发动商户，
与银联沟通，通过发放消费券的形式，刺
激市民“线上”消费，为商家提供更多流
量扶持，带动夜间经济提振，让冬季城市
的夜晚“亮”起来、商气“火”起来、财气

“旺”起来。“下一步，我们还将积极发掘
社会新增消费需求，通过更多优惠活动，
提升市民消费体验感，为消费市场注入
新动能。”市商务局综合运行科科长黄龙
龙说。

本报讯（记者 卢维） 1 月 17 日，
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联谊
暨宣传活动在市综合服务中心 5 楼
举行。

活动现场，市红十字会通报了市造
血干细胞捐献工作情况和2024年的工
作计划，为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宣
传代言人颁发聘书。与会人员进行了
交流发言，造血干细胞捐献公益代言
人、成功捐献者分享了捐献造血干细胞
救人的心路历程，并就宣传推动造血干

细胞捐献工作建言献策。
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红十字会把

宣传、采集造血干细胞作为推动“造血
干细胞捐献、人体器官捐献、无偿献血”
工作的重要抓手，不定期开展知识宣
传，号召更多的人加入造血干细胞捐献
志愿者队伍，为更多的血液病患者带去
希望。

截至目前，我市登记造血干细胞捐
献志愿者3071名，其中31名实现了干
细胞捐献。

我市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联谊暨
宣传活动举行

贵州山药种蓣扩繁及轻简化栽培技术
研究与示范项目在西秀区测产验收

工人们正在采收山药工人们正在采收山药

惠民消费券激发消费新活力
□本报记者 蒋天瑜

建好县域医疗次中心是打通基
层医疗保障体系“最后一公里”的关
键。今年以来，贵州省卫生健康委规
划在全省建设第二批 50个县域医疗
次中心，平坝区乐平镇卫生院被纳入
建设单位。据悉，该院牢牢把握这次
建设契机，不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切实解决基层群众在家门口看病就
医问题。

近日，记者来到乐平镇卫生院，院
内环境清幽、卫生干净整洁，刚做完颈
部包块切除手术的王秀英正躺在病床
上休养，术后状态不错的她连连感慨
乐平镇卫生院现在变化太大了，好多
病都能治。

“因为离县城远，以前得了小病就
自己吃点药，要是得了大病、急病就得
去县城医院。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离家
远又不方便。如今好了，像我这种病在
乐平镇卫生院就能医治，医生、护士在
术前术后对我都很关心，住院5天，身体
各项机能恢复得不错，今天可以出院
了。”患者王秀英说。

据了解，平坝区乐平镇卫生院项目

总建筑面积6000平方米，编制床位55
张，可服务辖区以及周边人口 6万余
人。通过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卫生院
在科室设置、设施设备、人员配备等方
面都有了较大提升，极大地提高了群众
看病就医的满意度。

“按照县域医疗次中心建设标准，
乐平镇卫生院已全面完成建设，目前全
院开设内科、儿科、外科、妇科、中医科5
个住院部，以及口腔科、眼科等10个临
床门诊。县域医疗次中心建成以后，能
够为辖区及周边老百姓解决小病不出
乡，在乡镇卫生院就能享受到县级医院
的医疗技术服务。”乐平镇卫生院党支
部书记、院长吴兴林说。

如今，乐平镇卫生院科室建设更齐
全，医疗设备更完善，服务群众的能力
增强了，有效解决了基层群众看病难的
问题，让基层群众有了“医靠”。“下一
步，乐平镇卫生院将补齐短板弱项，增
强预防保健、医疗和康复技术等方面的
服务能力，把卫生院打造成有特色、有
影响力的县域医疗次中心，守护好基层
群众的健康。”吴兴林说。

平坝区乐平镇卫生院：

建好县域医疗次中心
让基层群众有“医靠”

□本报记者 桂传念

西秀区：特色产业绘出乡村振兴“好丰景”
（上接1版）
截至2023年，西秀区推动全区“两

品一标”茶园认证达3万亩以上，建成双
堡、旧州、岩腊、宁谷、鸡场、新场6个万
亩茶园乡镇。全区培育涉及特色产业
的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达500多家，
其中省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合作社）
就有6家。

小小辣椒，脱贫攻坚以来，在西秀
区长成了亿元级“大产业”。

目前，该区建成辣椒规模化种植基
地面积5万亩，创建了双堡镇银山村、十
二茅坡、鸡场乡鑫堡村3个辣椒示范基
地。通过培育本土企业、引进优强企
业，该区不断推进辣椒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秀辣公司、秀农公司、翠宏公司、
南山婆公司、绿野芳田公司形成了“种
植+粗加工+深加工+销售”全链条生产
模式。

辣椒工厂化生产，一头连着基地和
农户，一头连着广大市场。通过项目化
推进，南山婆公司、翠宏公司分别完成
集群项目建设，重点升级改造分选、烘
干、精深加工等加工环节配套设施设
备，提高辣椒烘干、分选和包装的机械
化、自动化水平，提升辣椒产品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

正在建设的南山婆生态特色食品
产业园总占地面积678亩，总投资12亿
元，是贵州省“十四五”规划重点项目。
项目建成后，可年产10万吨生态特色食
品，成为集科研、生产、观光、体验、科普
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观光产业园区。
目前，项目完成产值2亿元。

西秀区生态家禽产业近年来发展
迅速，已建成年存栏5万羽蛋鸡以上规
模养殖场2家，年提供10万羽家禽脱温
场（企）8家，年提供10万羽以上青年鸡
养殖场1家，年出栏1万羽以上家禽养
殖场60余家。目前，全区家禽产业正向
第三产业纵深发展。

安顺市金鸡农庄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西秀区培育出的贵州省农业
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

近年来，该公司实现了集孵化、育
雏、散养、规模化养殖、屠宰、加工、销售
一体化发展，建成全市最大的禽苗育雏
基地——金鸡农庄，每年可育禽苗260
万羽，也是市政府指定的安顺两城区活
禽定点屠宰点，每年屠宰量达200万羽
以上。同时，公司通过“公司+合作社

（村集体）+农户”合作模式、“五统一、一
回收”管理模式及“托五放七”养殖模
式，为农户提供养殖前、中、后期服务，
解决农户养殖和销售问题，确保林下养
鸡产业可持续发展。下一步，该公司将
在数字农业上发力，借力数字化建设推
动养殖产业提档升级。

该区还引进江苏立华集团，累计在
杨武乡、双堡镇、东屯乡发展肉鸡养殖
大棚150余个。目前，立华集团在该区
注册成立安顺市阳雪食品有限公司，计
划投资1亿元，以“标准化生产+集中屠
宰+冷链配送+冰鲜上市”运营模式，推
进肉鸡产业“接二连三”融合发展，实现
年销售2000万只冰鲜优质黄羽肉鸡、
年销售收入4亿元的目标。该项目建设
正在有序推进中。

过去一年，在加快山地农业现代化
步伐的同时，西秀区因地制宜绘出了

“一主两辅”特色优势产业“好丰景”。
截至 2023 年底，该区完成茶叶种植
14.71万亩，茶叶产量1.1684万吨，茶叶
综合总产值15.5062亿元；完成辣椒种
植 16.2 万亩，产量 28.5 万吨，产值
8.0435 亿元；完成出栏家禽 670.01 万
羽，产值2.58亿元。

此外，全区蔬菜、食用菌、金刺梨、
中药材、水果、牛羊、生猪、生态渔业等
八类特色产业发展也交出了“亮丽答
卷”。完成蔬菜种植36.05万亩，产量
82.05万吨、产值24.84亿元；完成食用
菌种植面积8624亩（万棒），产量5.007
万吨，产值5.04亿元；完成中药材种植
9.1万亩；完成水果种植16万亩、投产面
积12.16万亩（不包含刺梨、草莓、西瓜、
甜瓜），总产量 16.81 万吨，产值达
8.7782亿元;完成牛出栏2.27万头，牛
肉产量0.295万吨，羊出栏7777只，羊
肉产量140吨，预计产值3.26亿元；出
栏生猪33.2万头，产值约7.07亿元；渔
业生产产量达到7900吨，产值约2.68
亿元。

随着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土特产
成为西秀区农民增收致富和乡村经济
发展的有力支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
农业现代化建设迈步向前。2023年前
三季度，西秀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59.5亿元，可比增速3.5%。预计2023
年全年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85.06亿
元，同比增速4.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18231元，同比增长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