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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詹艳 文/图） 连
日来，在平坝区乐平镇大屯村精品蔬菜
种植基地，随处可见农户们忙碌的身
影，犁田耕地，起垄播种，施肥盖膜……
到处呈现着一派繁忙的农耕景象。

正在给蔬菜苗浇水的种植户黄
小刚告诉记者，他今年流转了70余亩
土地，用于种植白菜。近日趁着天气
晴好，他组织村民抢抓农时，争取早
点完成栽种，赶个早市，卖个好价钱。

据了解，今年以来，大屯村积极
调整产业结构，引进企业和有资质的
种植大户到村发展示范种植，采取

“合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发展模
式，由合作社出农资、地租，种植户负
责种植和管理，通过集中资金、集中

土地、集中人力的方式，合作发展精
品蔬菜种植，不断促进农业增效，农
户增收。

大屯村众惠乡村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朱勤黎告诉记者，目前，大屯村发展
种植白菜、黄瓜、玉米、冬瓜等精品蔬
菜共计1000余亩，实现带动农户务工
1000余人次，大部分农户现在的生活
是手中有活干，口袋有钱赚。

大屯村村民陈金芳是蔬菜种植
基地的老员工了，她每天到基地固定
务工，已然成为村民口中的“上班
族”。“自家的大部分土地都流转出去
了，家里没有多少农活，到基地务工
每个月有几千元的收入，很满意现在
的生活。”陈金芳笑着说。

本报讯（记者 桂传念） 当前正值
春耕播种的关键时期，平坝区农业农村
局组织技术人员积极开展化肥减量增
效玉米种肥同播机械化技术培训，利用
自动化设备大面积播种玉米。

在平坝区鼓楼街道天马村的玉米
地里，玉米播种机正在地里来回穿梭。
与传统播种机相比，这种播种机播种精
度更高，出苗率更好。

“这样的机械种肥播种机一天能播
几十亩，效率高，出苗齐，每亩比以前传
统播种方式能多种500至600株苗，此
次肥料同播撒后，农户可减少一次施肥
次数。”平坝区农机合作社农机技术员
杨文友说。

培训现场，农技人员结合天马村玉
米生产区域特点和生产实际，围绕玉米
增产和高产途径、种肥同播的优点，进
行详细讲解，通过理论与实践结合、提
问与交流结合的方式，帮助农户掌握玉

米种肥同播的相关实用技术，为今年玉
米高产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半天时间的实地培训，我已
经能够熟练操作这个机器了。”农户肖
光发说。

据了解，玉米种肥同播，是今年平
坝区大力推广的一项机械化播种技
术。该技术具有省种、省肥、省工、密度
易控等优点，种肥同播技术实现了农机
农艺融合、良种良肥配套，是配方肥科
学下地的有效形式。

“过去农民施肥都是靠老传统，人工
撒施、浅施化肥，全凭经验，施肥量很难
把握，往往撒施不均，表层施肥流失量
大、肥效比较短。现在实行‘种肥同播’
技术，通过排肥盒槽转动速度和调整排
肥出口大小来控制施肥量，需要多少就
调节到多少，非常精准高效,还能延缓肥
料在土壤中的养分释放速度。”平坝区农
业农村局土肥站站长李文丽说。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为破
解肉牛养殖产业难题，促进农民增
收致富，我市创新推出肉牛产业“28
安心养”模式，镇宁马厂镇结合自身
实际情况，通过群众会、入户宣传、
张贴宣传栏等方式，多措并举开展

“28安心养”宣传工作，把好的政策
传递给群众。

马厂镇生态环境非常适宜肉牛
的养殖，全镇范围内养殖肉牛1800
头以上，养殖场两个，散户100余户，

“28安心养”政策的出台为马厂镇养
牛群众提供了良好的平台以及便利
的进货、销售渠道，深得马厂镇群众
支持。

走进凡旗村，一张标有二维码
的“28 安心养”宣传海报映入眼
帘，扫码进去后，宣传手册便会生
成到手机上，这种宣传方式既方

便又快捷。
“如果有想养牛的群众，可以通

过这个政策做贴息贷款，并且养出
来包收……”在下巴地村田坎上，该
村村支书罗天才正在为群众宣传

“28安心养”政策，他说：“宣传手册
不能生搬硬套，要想办法让群众听
得懂，才会有兴趣去做。”

在马场社区，马厂镇农业服务
中心的干部利用晚上业余时间走
进养牛大户家中宣传“28安心养”
政策。

在马厂镇政府的大力宣传下，
该镇已然掀起了养牛热潮。群众纷
纷表示，今年这个政策下得及时，以
前养牛都是看天看市场，价高运气
好，价低没办法，还怕牛生病，现在
好了，公司回收，生病有保险，真的
让群众做到了“安心养”。

镇宁马厂镇：

多举措宣传
“28安心养”新模式

玉米种肥同播
省种省肥省工

日前，针对紫云县城各中小学路段交通通行实际和学校上下学时间学生
流量大等特点，紫云公安局采取交警大队与特巡警大队联合执勤方式，定人
员、定岗位、定时间，开启护学行动。

□记者 姚福进 摄

近日，走进西秀区刘官乡嘉穗村蜂
糖李种植基地，记者看到一颗颗米粒大
小的蜂糖李已经肉眼可见，长势喜人。

谈及发展种植蜂糖李的初衷，基地
种植户夏俊向记者娓娓道来，“以前外
出考察时，发现种植蜂糖李经济价值
高、生态效益好，便联系省农科院的专
家，对我们村的土壤、气候、温度、海拔
等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我们村很适合
蜂糖李的种植。”

于是说干就干，夏俊等三个合伙人
便流转了320余亩土地。从2018年6
月开始挖机进场、整备土地、着手种植
树苗，前前后后花了6个多月的时间。

“蜂糖李的种植大有讲究，气候、温
度、种植管护都有门道，温度适宜、管护
得当，蜂糖李才能长得好。”看着成片的
蜂糖李树，夏俊感慨万千。

基地里每一棵蜂糖李果树上布满了
绳条，拉拽着果树枝，像伞状一样分开。

“这是为了保证果树日照均匀，如果
只向一个方向生长，部分树枝就不能接
受光照，进而影响果实生长。”夏俊说。

不仅是树枝分布，李树授粉同样讲
究颇深。李树花开和油菜花开花期相
同，蜜蜂更喜油菜花，李树授粉就成了
一个难题。因此，基地通过人工喷雾授
粉，进一步提升果树坐果率。

夏俊告诉记者：“我们专门聘请了
贵州省农科院果树科学研究所科研管
理科长、李树课题组长彭志军教授到基
地进行蜂糖李丰产树形培养、保花保
果、病虫害防治、控水增糖等方面的技
术指导。每个环节，彭教授都会亲临现
场，这给了我们很大的鼓励和信心。”

精心的管护总是有收获的，去年基
地的蜂糖李第一次量产达3万余斤，通
过批发商包园的方式，以批发价每斤18
元，仍旧供不应求。

今年由于花期气温较低，基地及时
聘请务工人员喷洒防冻药剂，大大的保
障果树坐果率。

而相对其他产地，该村种植的蜂糖
李成熟期在6月下旬至7月上旬，与大
批量上市时间形成错峰，保障蜂糖李销
售“有门”。

“今年蜂糖李预计产量约10万斤，
产值200余万元。上市时期，除现场采
摘，品尝甜蜜的蜂糖李外，还可以在鱼
塘垂钓，在农家乐吃柴火鸡，感受田园
风情。”夏俊还告诉记者，自己最大的心
愿是技术和经验完全成熟后，在合作社
的示范引领下，带动嘉穗村的父老乡亲
一起种植蜂糖李，合作社将免费提供技
术指导和统一销售途径，带领大家共同
致富！

刘官乡嘉穗村：

种好蜂糖李 过上“甜”日子
□本报记者 李磊

本报讯（记者 唐琪） 近日，安顺
经开区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文明交
通绿色出行”志愿宣传活动，提升市民
绿色出行意识，推动形成文明、环保的
交通新风尚。

活动现场，志愿者们身着统一
的志愿者服装，耐心地向市民发放

“文明交通绿色出行”宣传资料，并
详细讲解绿色出行的相关政策知

识，倡导大家选择步行、骑行或乘坐
公共交通等绿色出行方式，减少私
家车使用，降低碳排放，共同保护美
好家园。

市民们纷纷表示支持绿色出行，
愿意为保护环境贡献自己的力量。部
分市民还主动向志愿者咨询如何更好
地践行绿色出行，志愿者们耐心解答，
并提供了实用的建议。

安顺经开区交通运输局：

开展“文明交通绿色出行”志愿宣传
共筑绿色生活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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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正是辣椒移栽好时节。4月9
日，走进西秀区鸡场乡新合村，一筐筐
绿油油的辣椒苗被送到地头，农户抢抓
时令，开展辣椒移栽工作，运苗、破膜、
栽苗、覆土……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春
种图景。

见别人种辣椒挣到了钱，新合村
新寨组村民杨国超今年也开始种辣
椒。“要栽3亩，昨天把苗拉来就开始移
栽了，估计明天就能栽完。”杨国超告
诉记者，他和公司签了订单种植协议，
公司负责供苗、提供技术指导、回收辣
椒。“只要种得好，卖得出去，赚钱肯定
没问题。”

付习贵是西秀区鸡场乡新合瑞丰
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有7年种辣
椒经验。这几天他一直在辣椒地里忙
碌，指导工人移栽辣椒。“今年，我家种
60亩辣椒，4月6日就开始移栽了，已经
栽了 20 亩左右，还有一个星期就完
工。”付习贵说，为了保证辣椒苗成活
率、提高辣椒单产，他还在地里埋了滴
灌管道，方便浇水、施水溶肥。

种辣椒的同时，付习贵还通过育
苗、供苗等方式，带动周边农户发展辣
椒产业。他说：“合作社今年培育了
1000亩地的辣椒苗，并与300多户农户
签了订单种植协议，包技术指导、辣椒
回收。”

在该乡一处辣椒集中育苗基地，基
地管理方贵州粒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工作人员正在给农户发放辣椒苗。

“我家要种6亩，今天把苗拉回去就开
始移栽。”鸡场乡鑫堡村椒农陈胜发边
往农用车上装苗边说。

“公司今年在西秀区鸡场乡、杨
武乡两个基地培育了2000亩地的辣
椒苗，通过‘订单式种植’带动鸡场乡
及周边几个乡镇 800 多户农户种辣
椒。”贵州粒盛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
责人杨启亮介绍道，“这段时间天气
湿润、雨水充足，农户纷纷移栽辣椒，
公司也安排技术人员到地里指导农
户栽种和管理。”

近年来，鸡场乡立足于蔬菜产业
短平快的优势，紧扣市场需求，因地制
宜，通过“企业+基地+农户”模式，大力
发展辣椒特色产业，不断推动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实现“产业+就
业”增收。

“今年，全乡预计种植辣椒 4000
多亩。椒农的整地、覆膜、农资储备工
作基本结束，辣椒大田移栽将会在4月
下旬全部完成。”鸡场乡农服中心负责
人杨烁说，目前，鸡场乡已形成集育
苗、种植、技术指导、收购、销售为一体
的辣椒产业链，大大提高了椒农的种
植信心。

西秀区鸡场乡：

辣椒移栽忙 种出好“钱”景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移栽辣椒移栽辣椒

4月9日，记者在市府路看到，西秀区城管执法局对已褪色的停车标识线
重新施划，便于市民规范停放车辆。

□记者 卢维 摄

本报讯（记者 卢维） 4月 9日，
2024年税收宣传月“送税法·送文化”进
企业活动在南水路远承·圣景小区举行。

活动现场，税务人员宣传税法知
识，倾听企业需求，回应税费关切，重点
介绍了最新的税费优惠政策，并向企业
职工进行“一对一”税收政策宣传辅
导。开展此次活动，是以促进征纳关
系，共建和谐美好社会为目的，在深入
广泛宣传税收法律政策的同时，宣扬传
承传统文化，扩大企业影响力，以推进
全社会理解税收、支持税收，在共创美
好未来进程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据悉，今年税收宣传月的主题是
“税助发展 向新而进”，西秀区税务局
将组织开展“税法宣传进校园、进商圈、
进企业”等系列活动，大力宣传税费优
惠政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税务实践
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活动中，税务部门向企业赠送税收
宣传资料；市文化馆向企业赠送文化资
料；书画家们进行现场书画创作。

活动由国家税务总局西秀区税务
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市文化馆、
安顺远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民盟中
央美术院安顺分院承办。

2024年税收宣传月
“送税法·送文化”进企业活动举行

乐平镇大屯村：

蔬菜种植奔富路

栽种蔬菜苗栽种蔬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