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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生姜收获的是块根，是长在
土壤里的，所以要获得高产，就要深翻
土壤达到30厘米以上，细犁耙细土块，
开厢做畦。每块田的四周要开好边沟，
较长的地块可在田中开腰沟，防止受
涝。播种时合理密植，行距70厘米，株
距21厘米，亩密度为4500窝……”近
日，在镇宁自治县江龙镇荣兴村生姜蔬
菜种植基地，记者看见镇宁自治县的技
术人员正在为农户作生姜高产栽培技
术培训。

听完技术人员的讲解后，村民们分
工有序，有的在基地旁拌种、有的在地
里根据专家指导种姜。松土、放姜种、
施基肥，田间地头，机械轰鸣，人来人
往，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记者了解到，2019年，江龙镇平台
公司在荣兴村流转土地发展小黄姜产
业，并在荣兴村开展脱毒小黄姜试验和
示范种植100亩。如今，荣兴村生姜蔬
菜种植基地发展为380亩，除了种植生
姜，还种植有菜豆、茄子、芋头等蔬菜，
还成为镇宁小黄姜优质高效关键技术
研究与产业集群化示范基地，带动更多
百姓增收。

镇宁自治县农业农村局农业技术
推广研究员蔡汝翠指导完农户栽种小

黄姜后，告诉记者：“镇宁小黄姜生育
期较长，4月播种，11月采收，出苗后
的田间管理非常重要，在6月和8月要
进行多次追肥，接下来，我们技术人员
将跟踪服务，指导姜农进行科学施肥
浇水及防治病虫害，促进小黄姜产业
提质增效。”

一旁的农户冯文凤说：“我今天特
地来学习生姜种植技术，专家说得很
好，哪个月该做什么都说得清清楚楚。
我们这里几乎家家都种植了生姜，我家
也种植了2亩生姜，我除了管护自己家
的生姜，还会到基地来务工，市场价好
的时候我家一年靠生姜产业能有2到3
万元的收入。”

2020年“镇宁小黄姜”获得国家地
理标志农产品认证，目前“镇宁小黄姜
的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和“镇宁小黄姜
种植技术规范”已编制完成并颁布，丁
旗街道、扁担山镇、马厂镇等乡镇建立
了多个示范基地。

该县 2023 年小黄姜种植面积达
14.67万亩，产量32.66万吨，产值12.69
亿元，覆盖带动农户4.2万户，户均收入
2万余元。2024年该县将稳定小黄姜
种植面积在14.5万亩，预计产值达10
亿元以上。

春抚茶园吐新绿，漫山嫩芽正飘
香。走进镇宁江龙镇朵卜陇村的贵州
山和水茶业（集团）有限公司茶园基地，
连绵起伏的茶山一片碧绿，茶树间，一
棵棵樱桃树点缀其中，青绿的树叶间藏
着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煞是诱人。

近年来，该公司因地制宜，依托其
良好生态环境和交通区位优势，不断延

长产业链，深挖茶叶经济价值，走上了
茶旅融合发展的新路子。“我们在发展
好茶产业的基础上，积极探索产业融合
发展，通过茶园内套种樱桃，丰富游客
体验，吸引更多人来这游玩。”该公司董
事长何顺峰介绍，公司除了在茶园套种
樱桃，还种植了艾草800多亩，游客在
茶山上赏景游玩，采摘野菜樱桃的同

时，还可以在基地体验茶叶采摘、制作
和针灸推拿。

以茶促旅、以旅带茶，推进“茶旅融
合”。不久前，该公司举办了2024“樱
为有你 寻茶觅艾”樱桃节，邀请广大游
客到基地品春茶、摘樱桃、观表演、品尝
特色美食等，助力茶农增收。

“我们是从贵阳来的，20个人组团

过来，体验很好，这里风景不错，环境
好。”游客田闯展示着自己采摘的野菜
说道。

该公司在发展茶产业的基础上，以
果为媒，以节会友，既丰富了游客的茶
旅融合新体验，又有效拓宽了当地群众
增收渠道，为乡村旅游发展注入新鲜血
液，助力乡村振兴。

贵州山和水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茶旅融合引客来
□本报记者 郭黎潇 吴学思

“临近‘五一’小长假，这几天都在
加班加点准备古法造纸手工纪念本，预
计要准备1000本。”近日，记者在贵州
旧屯研学旅行发展有限公司的非遗研
学基地，见到了正在制作古法造纸的非

遗传承人王家举，“舂捣、捞纸、焙纸
……一张土纸从原材料到成品，需要经
历16个大步骤，历时2个月才能完成，
每一步都要精心准备、耐心等待。”王家
举介绍。

贵州旧屯研学旅行发展有限公司
位于西秀区旧州古镇景区，2023年由5
名志同道合的人共同创立，该公司通过
创新组合，将多个非遗项目集中在一起
又各自划分区域，打造了一个非遗研学
基地，为游客提供到店体验服务。

“古法造纸、活字拓印、刺绣、油纸
伞、蜡染、手编、土陶、地戏脸谱，目前我
们研学基地共有8个非遗项目，每个非
遗项目都有一个独立的区域，游客可以
根据自己喜欢的非遗项目项选择一个
或者多个进行沉浸式体验。”该公司负
责人杨阳说，他在安顺从事旅游行业多
年，主要做旅游专线规划，多年来累积
了省内外众多旅游团队、研学团队资
源。这几年，随着旅游行业的持续发
展，非遗研学受到市场的欢迎，作为发
起人，他和4位从事非遗文化项目的匠
人一拍即合，打造非遗研学基地，希望
通过该基地让游客感受非遗文化魅力
的同时，能够学在旧州古镇，住在旧州
古镇，促进旧州古镇旅游事业发展，增
加当地群众的收入。

在该公司非遗研学基地手编和土

陶区域，记者见到正在编制手链的罗
元元，作为手编和土陶两项非遗体验
区的指导老师，罗元元告诉记者，她
正在编制一种独有的手链，作为独
创，她需要区别所有线上线下的手链
样式。

“我们这个团队除了古法造纸的王
老师，其他人都是80后和90后，在从事
自己喜欢的事业上走在了一起，是一种
缘分。让非遗文化项目集中在一起，除
了有非遗文化的碰撞，还能让前来研学
的团队有多方面的选择。”罗元元介绍，
公司成立以来受市场青睐，清明节期
间，研学基地几乎天天爆满，承接了许
多学校的研学团队。

“目前我们基地已成为湖南一个写
生团队到古镇研学必走的点。此外，我
们也在谋划将豆染、微景观等纳入研学
基地，丰富非遗文化体验项目。”杨阳
说，他们研学基地目前能同时容纳400
人一起体验非遗项目。下一步，还将扩
大基地面积，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非遗
研学留宿在旧州古镇，促进当地旅游业
发展。

贵州旧屯研学旅行发展有限公司：

“非遗+研学”创新组合促发展
□本报记者 李伟 文/图

罗元元正在独创编织手链罗元元正在独创编织手链

近年来，我市立足良好的自然条件
和资源禀赋，坚持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促
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并创新推出肉牛

“28安心养”模式，让众多农户安心养上
肉牛。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西秀区轿子山
镇的贵州志成三合牧草有限公司第一养
牛场，该牛场周围植被茂密，生态良好，牛
舍宽敞整洁，一头头膘肥体壮的牛儿正在
悠闲吃着饲草，等待农户前来选购。

据该公司负责人龙中福介绍，该公
司成立于2022年10月，是一家主要从
事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种植，收购及加
工复合发酵青储饲料的饲草公司。今
年以来，为推进市委、市政府关于乡村
振兴和促进脱贫群众增收的决策部署，
该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产业基
础，制定了“公司＋银行＋农户”的养殖
方案，带动农户养殖肉牛。

“公司通过与村委合作，对周边村
寨农户的养牛意愿进行摸底调查，实行

‘公司＋银行＋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

由农户自己提供20%的本金，剩余80%
由银行提供长周期低息贷款，公司负责
提供优质牛源、技术指导及草料，实行
订单养殖，并且按照市场价格向农户回
收肉牛，肉牛统一回购后，农户再分期
偿还贷款。”龙中福说，这样一来，有效

解决了养殖户的资金、技术、销售等后
顾之忧。另外对于部分脱贫户，该公司
还通过“零首付”的方式让农户不花一
分钱便可在家安心养牛，即农户不用自
己负担启动本金，与公司签订协议后直
接挑选称心的牛儿，在公司回购后以自

身劳动力价值抵扣20%的启动本金。
依托于贵州医药大学等科研力量，

该公司以牧场种植、回收秸秆等方式收
集原料，在加工过程中通过科学配比加
入蛋白等微量元素，开发了“功能型”肉
牛养殖饲料，年产量可达5万吨。2023
年该公司回收秸秆2万余吨，解决秸秆
综合利用面积6000余亩，在生态环保、
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同时，从源头保障
了该公司“28”模式的草料供应。

目前，在西秀区轿子山镇虹龙村和
大进村，共有十余家农户从事肉牛养
殖，现已有3户农户参与“28”模式进行
养牛。“现在，我公司自有肉牛342头，
主要销往重庆、广州、杭州等地，销售和
草料问题都为农户解决了后顾之忧。
当下我们以虹龙、大进两个村为试点进
行‘公司＋银行＋农户’养殖，试点成功
后将吸纳更多周边农户参与到‘28’模
式养殖中来，届时将在轿子山镇通过

‘28’模式发展肉牛养殖3000头。”龙中
福规划道。

贵州志成三合牧草有限公司：

“28”模式助力农户安心养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贵州志成三合牧草有限公司第一养牛场

日前，走进安顺乾辰谷材科技有限
公司的完全绝缘线生产车间，映入眼帘
的是一片繁忙而有序的景象。为了确
保订单能够按时交付，公司开足马力，
全力赶订单。生产线上的滚轴正在飞
速旋转，经过拉丝、冷却、风干等多道工
序的精细处理，裸铜线产品逐渐成形。
同时，公司还加强了与供应商、物流等
合作伙伴的沟通协作，确保原材料供应
充足、物流畅通无阻。

据悉，安顺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
于2018年落户西秀区产业科技园，是

一家专业研发、生产、销售高分子聚合
纳米涂膜绝缘线、液态喷涂绝缘线、高
精密度裸铜线的企业。其产品广泛运
用于智能终端电子产品、新能源、5G终
端等多个领域。“今年以来，我们的订单
量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状态。目前，订
单已经排到了下个月中旬，生产线基本
上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该公司生产
中心副总经理程平表示，公司一直致力
于科技创新和生产质量管理。通过不
断投入研发，公司成功获得了“国家高
新技术企业”和国家专新特新“小巨人”

企业认定。“去年我们公司的产值将近5
个亿，今年在此基础上，我们有望实现
30%的增长。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
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
不断满足客户的需求。”程平说。

面对市场的广阔前景和订单量的
持续增长，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为进
一步提升产能和效率，正积极推进乾辰
谷材新材料建设项目。该项目计划占
地200亩，预计将在2025年年底前建
成并全面投产。投产后，企业所生产的

“高新电磁线”成品年产能将达到3.5万

吨以上，这将使得乾辰谷材科技成为国
内最大的“高新电磁线”生产基地之
一。“为加快该项目的建设，我们共投入
了七十余台大型机械设备，计划分期进
行施工，先建设厂房，然后是生活区，最
后办公区的流水线式作业。”乾辰谷材
新材料建设项目总负责人易国胜介绍，
项目将引进全新“新型智能生态4.0+产
业园”概念，建成后将兼具“科技感、现
代感、智能化、数字化、园林化”，在满足
企业日常高效运营需求的同时也满足
了企业未来的产业发展空间。

本报讯（记者 李铠) 日前，沪昆国
家高速公路安顺至盘州（黔滇界）段扩
容工程（简称安盘高速）项目建设现场
如火如荼，各项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
行，项目自2023年3月开工建设以来，
截至到今年 4 月累计完成项目投资
179.4亿元。目前，安盘高速总体形象
进度完成率达39.8%，路基工程形象进
度已达52.1%。项目建成后，将对构筑
贵州省“中心集聚、多级辐射、互联互
通、覆盖广泛、能力充分、衔接顺畅”的
高速公路网络，提升贵州为西南重要陆
路交通枢纽地位具有重大意义。

据悉，安盘高速起自普定县十二营

（枢纽）互通，接在建的沪昆高速贵阳至
安顺段扩容工程、安顺西绕城和普安高
速公路，止于黔滇界的岩峰洞，接拟建
的沪昆国家高速公路云南富源（黔滇
界）至麒麟段扩容工程。项目路线全长
173.023千米，其中贵州安盘高速公路
有限责任公司实施路段全长133.710千
米，与纳晴高速共线段约39.313km，由
纳晴高速实施；设计速度100千米/小
时 ，路 基 宽 度 为 33.5 米 ，桥 隧 比
55.03%。设置互通式立体交叉13处，
服务区3处、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3
处、管理分中心1处、互通匝道收费站
10处。

安盘高速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已累计完成项目投资179.4亿元

本报讯（记者 蒋天瑜) 4月26日，
记者从安顺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2023年，全市缴存
住房公积金28.23亿元，同比增长3.93%，
全市住房公积金事业发展持续向好。

缴存规模持续扩大。2023年，安顺
市实缴单位3390家、实缴职工14万余
人，分别增长8.79%、2.86%。2023年
末，缴存总额 240.09 亿元，同比增长
13.33%；提取总额157.56亿元，同比增
长18.69%；发放个人住房贷款6.38万笔
145.51亿元，分别增长7.86%、13.35%。

“租购并举”政策持续发力。全市8
万余名缴存职工提取住房公积金24.81
亿元，增长14.52%，提取额占当年缴存
额的 87.87%。住房公积金提取率由
2021年度的70.76%升至2023年度的

87.87%。其中，2023年缴存职工住房
消费类提取占当年提取总额的77.05%;
全年租房提取人数和金额分别同比增
长19.64%、36.93%。

便民通道不断拓宽。2023 年，
12329住房公积金热线与12345政务服
务热线双号并行，以设置专席的方式提
供热线服务，打造“一网通、全天候”便
民热线服务新模式，专席办结率100%，
满意率99.42%。同时，设立“一体化业
务窗口”“人才服务绿色通道”，严格实
行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制、限时办
结制，建立容缺容错机制，帮助缴存单
位和职工解决各种疑难杂症。

发布会上，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
记者还分别就群众关心的有关问题进
行提问。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安顺乾辰谷材科技有限公司：

赶订单 扩产能 提效率
□本报记者 李铠

2023年安顺市缴存住房公积金28.23亿元
同比增长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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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镇宁：生姜种植忙 绘就好“丰景”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李伟 文/图

生姜种植生姜种植

近年来，我市立足良好的自然条件
和资源禀赋，坚持把发展肉牛产业作为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
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抓手，并创新
推出肉牛“28安心养”模式，让众多农户
安心养上肉牛。日前，记者来到位于西
秀区轿子山镇的贵州志成三合牧草有
限公司第一养牛场，该牛场周围植被茂
密，生态良好，牛舍宽敞整洁，一头头膘
肥体壮的牛儿正在悠闲吃着饲草，等待
农户前来选购。

据该公司负责人龙中福介绍，该公
司成立于2022年10月，是一家主要从
事牧草、秸秆等农作物种植，收购及加
工复合发酵青储饲料的饲草公司。今
年1月以来，为推进市委、市政府关于
乡村振兴和促进脱贫群众增收的决策
部署，该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结合自身
产业基础，制定了“公司＋银行＋农户”
的养殖方案，带动农户养殖肉牛。

“公司通过与村委合作，对周边村
寨农户的养牛意愿进行摸底调查，实行

‘公司＋银行＋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
由农户自己提供20%的本金，剩余80%
由银行提供长周期低息贷款，公司负责
提供优质牛源、技术指导及草料，实行
订单养殖，并且按照市场价格向农户回
收肉牛，肉牛统一回购后，农户再分期

偿还贷款。”龙中福说，这样一来，有效
解决了养殖户的资金、技术、销售等后
顾之忧。另外对于部分脱贫户，该公司
还通过“零首付”的方式让农户不花一
分钱便可在家安心养牛，即农户不用自
己负担启动本金，与公司签订协议后直

接挑选称心的牛儿，在公司回购后以自
身劳动力价值抵扣20%的启动本金。

依托于贵州医药大学等科研力量，
该公司以牧场种植、回收秸秆等方式收
集原料，在加工过程中通过科学配比加
入蛋白等微量元素，开发了“功能型”肉
牛养殖饲料，年产量可达5万吨。2023
年该公司回收秸秆2万余吨，解决秸秆
综合利用面积6000余亩，在生态环保、
带动周边农户增收的同时，从源头保障
了该公司“28”模式的草料供应。

目前，在西秀区轿子山镇虹龙村和
大进村，共有十余家农户从事肉牛养殖，
现已有3户农户参与“28”模式进行养
牛。“现在，我公司自有肉牛342头，主要
销往重庆、广州、杭州等地，销售和草料
问题都为农户解决了后顾之忧。当下我
们以虹龙、大进两个村为试点进行‘公
司＋银行＋农户’养殖，试点成功后将吸
纳更多周边农户参与到‘28’模式养殖中
来，届时将在轿子山镇通过‘28’模式发
展肉牛养殖3000头。”龙中福规划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