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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好，枇杷香。在关岭自治县
花江镇白泥村，满山尽是枇杷果香，向
山而行，便能看见颗颗黄澄澄的枇杷
挂在枝头，让人垂涎欲滴。

该村果农韦永堂和罗永敏夫妇近
段时间忙得不可开交，不仅要组织人
员上山采摘枇杷，还要用农用三轮车
将一篮篮精挑细选的果子运到市场进
行销售。

“今年是我家种植大五星枇杷的
第10年，经过这些年的努力，从最初
的几亩发展到现在30多亩，每年亩产
都有上千斤。”韦永堂说，白泥村海拔
只有500多米，所以产出来的枇杷甜
味足，口感好，不愁销。

白泥村发展枇杷产业要追溯至
2014年，当时花江镇政府引进一批大
五星枇杷苗免费发放给该村农户试
种，由于是新品种，且需要种植3年才
初挂果，所以绝大部分村民都不愿尝
试，而韦永堂则看到机会，成为村里第
一个种植大五星枇杷的人。

三年耕耘，精心管护。第一批枇
杷成熟上市后，不仅让韦永堂一家尝
到了甜头，也让其他村民看到了发展
精品水果的经济效益。

“我现在都还记得，由于当时市面
上几乎没有大五星枇杷这个品种，所
以我家当时种的300多株枇杷树，第
一批枇杷上市就卖了9万多元。”罗永
敏在山腰一边挑选果子装篮，一边和
记者说。

2017年，白泥村在该县林业局的
帮助下实施种植大五星枇杷570亩，
当地农户也在韦永堂和罗永敏夫妻俩
的带动下陆续种植，如今全村已发展

种植大五星枇杷1200余亩。
随着当地枇杷种植面积越来越

多，产量越来越高，单价下降到3至5
元每斤，带来了枇杷滞销的问题。为
了解决销售和价格的问题，该村采取

“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打造品牌，提
升经济效益。

村民韦程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他
作为代表到该县电商办参加相关培训，
学习了解了开办网店的流程和产品包
装、营销的知识，在网络上售卖枇杷。

“我拿自家的枇杷做尝试，运用在
县电商办学到的电商相关知识，打造
了‘布依女孩’这个品牌，走精品水果
电商销售的路子，效果非常不错。”韦
程说，通过电商销售，每斤卖到了8
元，并且销售问题得以解决，今年才一
上市就卖了3000多斤。

以种植大五星枇杷为“起点”，白
泥村通过盘活闲置土地、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特色产业，先后种植红心火龙
果1500余亩、澳洲坚果1515亩、蜂糖
李1800亩，成为花江镇名副其实的产
业大村之一。

“通过发展精品水果产业，我们村
的人均收入从2018年的5000多元提
升至2023年的13000多元，村民们的
日子是越过越甜。”白泥村党支部书记
宋荣告诉记者，如今村合作社按照“返
租倒包”的模式把产业全部租给农户，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下一步，将
持续抓好农业产业提质增效，把低产
低效的品种更新换代成枇杷、蜂糖李、
芒果、车厘子等经济价值高、市场竞争
力强的优势品种，以产业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刘念） 清明节是中
华民族弘扬孝道、追思亲人、祭扫悼念的
传统节日，也是检验祭扫服务保障水平、
宣传殡葬改革和抓好安全防火工作的关
键时点。4月2日，记者从民政部门了解
到，清明节临近，我市已全面启动清明节
安全服务保障工作，有序引导市民文明、
低碳、错峰祭扫。

走进碧天园艺术陵园，记者看到墓
园门口售卖祭扫用品的摊点上，菊花、百
合花等各色鲜花占据大部分摊位，同时，
塑料花、手工仿真花销售也很火。在墓
园售卖鲜花已六年有余的晏敏，也是见
证了多年来祭扫方式的变化。“随着文明
祭扫观念越来越深入人心，现在很多人
都是以鲜花祭拜为主。”晏敏说。

据介绍，碧天园艺术陵园在严格落
实文明祭扫工作的同时，还制定专人值
班值守制度，全天在园区现场值守，定时
定点开展墓区全方位安全防火巡查，抓
好重点防火区域巡防，并在重点防火区
域设置防火隔离带。

安顺碧天园艺术陵园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陆超告诉记者：“现在都是提倡广
大市民朋友采用鲜花、糕点、水果等低碳
环保方式缅怀先人，清明期间我们还会
联合多部门设置森林防火检查点，希望
广大市民朋友来祭扫的时候，不要携带
烟花爆竹和香蜡纸烛，在工作人员的引
导下，有序停车。”

同样，在位于安顺经开区的福安千
秋人文纪念园，前来墓园的市民大多

都是以鲜花祭拜，文明祭扫已经成为
新风尚。

“清明节祭扫，带点糕点、鲜花，既达
到祭祖的目的，又践行了文明低碳的祭
扫理念。”市民刘祥文说。

为做好清明祭扫服务工作，福安千
秋人文纪念园提前安排和谋划，加大宣
传力度，通过大喇叭、宣传标语的形式，
加大对群众文明祭扫的宣传，绿色清明、
文化清明的良好氛围愈发浓烈。

今年，我市继续
引导群众文明祭扫、
生态安葬，搭建服务
平台，做好政策宣传
解读，推广鲜花祭扫、
网络祭扫等文明祭扫

方式，将清明节日内涵从传统的扫墓祭
祖延伸到体悟生命价值、涵养家国情
怀、倡导生态环保上来。同时，要求各
个墓园创新和细化便民惠民举措，在清
明节期间适度增设服务网点、便民窗
口、祭拜专区，拓展网上预约、代客祭
扫、医疗急救等服务功能，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手段改进和优化服务，创新推广

“互联网+殡葬服务”模式，为群众提供
更加方便快捷、优质高效的服务。

文明祭扫让清明更“清明”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樱花烂漫，
春意正浓。3月30日，平坝区羊昌乡九
龙村举行主题为“‘樱’你而行 ‘音’你
而聚”的首届山地樱花骑行活动，吸引了
来自贵阳、六盘水、镇宁和平坝等地的骑
行、露营、徒步爱好者近千人参加。

活动在苗族芦笙歌舞的旋律声中拉
开帷幕。下午15时，骑行队伍沿乡村
道、田间路、樱花林一路蜿蜒前行，从田
园风光到和美乡村风貌，呈现出一幅秀

美的乡村“春”景图。
“今天我和骑行同伴们到九龙村，一

路景色美好，以后我还会再选择来到九
龙村骑行，也会带着家人到这边参加露
营活动。”贵州帕拉丁俱乐部骑行爱好者
冯海丽说。

除了骑行，游客们在九龙村还可以感
受到不同以往的游玩体验。“九龙村举办
本次山地樱花自行车骑行活动，骑行爱好
者们可以骑着自行车穿越樱花林，欣赏沿

途的风景，享受骑行带来的刺激和挑战。
夜晚还可以到樱花林参加露营音乐会，尽
情享受音乐带来的梦幻体验。同时，也希
望通过活动参与者的视角，充分展示和美
乡村的特色风貌，宣传和推介九龙村。”九
龙村党支部书记龙莉萍说。

樱花树下，露营爱好者们早早就已
“安营扎寨”。随着夜幕降临，在闪烁的
灯光和观众的激情欢呼声中，音乐会邀
请了人气乐队和歌手闪亮登场，为现场

观众献上了包括摇滚、流行、民谣等多种
风格的音乐。舞台下，观众们沉浸在音
乐的海洋中，热情地挥舞着手中的荧光
棒，跟着音乐一起摇摆互动，丰富独特的
视听盛宴，引来阵阵喝彩。

以此次九龙村“以花为媒”的山地自
行车骑行活动为契机，羊昌乡打开了“乡
村游”“近郊游”的新方式，努力把生态资
源变成助民致富的资产，推动农业和旅
游产业融合发展。

羊昌乡九龙村举行首届山地樱花骑行活动

4月1日，安顺经开区春雷社区龙飞居委会组织开展“巧手做青团 浓情寄
清明”清明节主题活动，孩子们在志愿者的指导下揉面、包青团，感受传统节
日习俗，提高动手能力，体验节日特色。 □记者 唐琪 摄

本报讯（王进） 近日，南方电网普
定供电局组织开展10千伏太化线河柳
专变投运工作，解决当地农业生产灌溉
用电问题。

在位于普定县黄桶街道河柳村湾河
组的变压器投运现场，工作人员对新安
装变压器进行验收检查，计量终端安装、
调试结束后，正式开展“带电搭火”工
作。两名身着黄色带电作业服的人员熟
练地爬上电杆，相互配合着开展工作。

“电通了，水就通了，有了水，提高粮
食单产就有了根本保障。”河柳村党支部
书记卢次兴介绍，为进一步改善农业生
产条件，村里组织开展旱改水工程，建设
提灌设施，为500余亩“旱改水”耕地提
供用水，因此对电力保障就非常重要。

另一边，普定化处镇水新村香葱基

地绿意盎然，葱香四溢，村民们一边忙
着采收香葱，一边忙着耕种，田间地头
一派繁忙景象。“春季干旱少雨，我们几
乎每天都需要用电抽水浇灌香葱。”该
村种植户说。

为保障香葱基地用电需求，该局化
处供电所供电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对
供电变压器、农业提灌供电线路进行巡
视检查，帮助种植户检查维护喷灌设
施，全力保障春耕生产的安全可靠供
电，护航葱农们的“钱袋子”。

“近期，针对农业生产用电，我们每天
制定巡视计划，利用无人机、红外线测温仪
等设备对涉及农业生产的10千伏供电线
路进行巡视检查，及时清理线路通道，消除
设备缺陷隐患，提升供电可靠性，助力农业
生产更好用电。”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市文化馆、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西秀区退役军
人事务局和市第六小
学：

本报讯（记者 刘凤 罗含瑶 文/
图） 4月2日，市文化馆、市退役军人
事务局、西秀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和市第
六小学来到王若飞烈士陵园开展“致敬
英烈 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扫活动。

活动现场，参加活动的全体成员衣
着整齐、表情肃穆，为革命事业英勇献
身的烈士们鞠躬默哀致敬，向革命先烈
们敬献花篮，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党员
们高举右拳，面向党旗再次庄严宣誓；
少先队员们面向队旗，敬队礼并重温入
队誓词。随后，少先队员们为烈士墓敬
献小黄菊以表无尽哀思与崇高敬意。

敬献花篮仪式结束后，全体成员
来到安顺党史陈列馆。在讲解员的引
领下，大家参观陈列馆，回顾烈士们的
英勇事迹，感受他们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革命精神。参观结束后，市军干所
老革命家邵宝林讲述了一个个感人至
深的革命故事，老同志黄荣新讲述了
自己的战斗经历，让大家更深入了解
英雄的事迹，倍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
的幸福生活。

“参加今天的祭扫活动，我的心情
久久不能平静，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

换来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他们的事
迹值得我们少先队员学习，他们的崇高

品质将永远激励着我们不断前进。”安
顺市第六小学四年级学生杨晓菡说。

市西社区、安顺电信公司、安顺市
第七小学:

本报讯（记者 罗野） 4月2日，西秀区市西社区、安顺
电信公司和安顺市第七小学到安顺烈士陵园联合开展“缅
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清明祭先烈主题活动，通过重
温入党誓词、向烈士们敬献花圈并默哀、朗诵献词、敬献鲜
花等环节，重温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感受革命先烈不怕牺
牲的革命精神，表达对革命先烈的无限敬仰和深切缅怀。

安顺市第九中学：
本报讯（记者 罗野） 近日，安顺市第九

中学开展主题为“祭奠先烈英魂 传承红色基
因”清明节扫墓活动。师生代表怀着敬仰之
心，来到王若飞烈士陵园表达对先烈们的敬仰
追思之情。

在团旗、队旗的引领下，校团委老师带领学
生祭扫烈士陵园。全体参与祭扫的师生向革命

先烈低头默哀，学生代表敬献花篮，学生们手捧
鲜花，一步步走向烈士纪念碑，将鲜花轻轻放在
碑前，表达对烈士们最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切的
缅怀。

教师带领学生代表瞻仰了纪念馆里所展示
的烈士英勇事迹，号召大家要继承先烈遗志，发
扬烈士精神，实现他们的理想，用优异的成绩告
慰先烈、报效祖国。大家表示要珍惜来之不易
的美好生活，努力学习，报效祖国，让历史责任
感和民族使命感在心中生根发芽。

围绕围绕““四新四新””主攻主攻““四化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花江镇白泥村：

枇杷熟了日子甜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采摘枇杷采摘枇杷

南方电网普定供电局：

供好“田间电”全力助春耕

近日，在西秀区蔡官镇广袤的田
野上，远远就能看到村民们躬身劳作
的身影，耕田、整地、培土、育苗……处
处呈现出一幅生机盎然的春耕景象。

对长沙村种植户刘相平一大早就
组织村民来到今年新流转的地里移栽
葱苗，现场开沟、取苗、栽苗、盖土，忙
而有序。

“去年我家种植了20多亩大葱，
收成还可以，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流转了30多亩地，现在正是春耕春种
的大好时节，我们正在抢抓农时移栽
大葱，争取今年有个好收成。”刘相平
笑着说，大葱是“短、平、快”农作物，夏
末初秋就可以采摘，只要管护得当，每
亩地能收7000多斤大葱，价格也不
错，收益相当可观。

对长沙村是该镇大葱种植核心
区，种植大葱已有10多年历史。“我们
村地势平坦，土壤肥沃，适宜大葱生
长，村里有80％以上的农户种植大
葱，种得少的5至6亩，多的通过流转
土地种植也有100余亩。”村支书罗朝
贵说，他们的大葱不愁销路，每到采摘
季，重庆、湖北、山东等地的客商都会
赶来村里拉货，可谓供不应求。

“为促进大葱产业更好的发展，

蔡官镇政府不间断组织农户参加大
葱种植技术培训，积极对接市区两级
农技专家对大葱种植实施全程技术
支持，送技下乡，加强大葱病虫害防
治，为农户保驾护航。”蔡官镇农服中
心主任毛正飞说，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蔡官镇完成大葱产业基地产业道
路及水利灌溉设施的修建，为方便大
型货运车辆到基地装车，还完成了装
车平台的建设，进一步助推大葱种植
走向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截至目
前，该镇已发展大葱种植3000余亩，
惠及群众上万人。

蔡官镇大力发展大葱种植的同
时，有效吸纳当地村民和部分闲散劳
动力就近务工，实现助民增收。

“我们的土地流转出去了，在家闲
着也没事，就到基地务工种植大葱，每
天大约有90元的收入。”务工村民刘
书芝说，家门口干活就是好，赚钱顾家
两不误。

致富路上“葱”满希望。近年来，蔡
官镇积极引导农户根据市场行情，不断
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通过“支部+农户+
大户”的发展模式，大力发展“短、平、
快”农作物种植，实现农业提质增效，农
民增收致富，助力乡村振兴。

西秀区蔡官镇：

致富路上“葱”满希望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村民们躬身劳作

我市各部门开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祭扫现场祭扫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