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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期间，安顺经开区娄湖生态公园管理处工作人员在木栈道设置“危
险区域 禁止靠近”温馨提示牌。 □本报记者 摄

如此卧躺不文明
“五一”期间，安顺经开区娄湖生态公园有游客卧躺在公园长椅处，此行为

不文明。 □本报记者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元兴） 5月1日
假期首日，位于普定县猫洞乡吭州村的
小河口，凭借独特的峡谷风光、沙滩美
景，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游玩打卡。

走进小河口露营基地，河道边、浅
滩上的帐篷一个挨着一个，烙锅、烧烤
样样俱全，便携桌上摆满了各种食物和
水果饮料。孩子们在清澈见底的河水
里嬉戏，大人们则在一旁看管孩子，三

三两两畅谈聊天，现场好不惬意。
记者现场走访了解到，不少市民游

客或是带上孩子老人，或是约上三五好
友，在蓝天白云下、绿水青山旁，搭一顶
帐篷，铺一张餐垫，野餐、烧烤，玩乐、聊
天……与大自然来场亲密接触，享受闲
暇时光。

“这里的生态很好，空气清新，特别
适合一家人出游，尤其是带孩子出来游

玩。”游客陈女士说，河道里水流平缓，
来游玩的人多，安全系数相对较高，一
家人选择了小河口作为假期出行游玩
的第一站。

市民王先生：“一直听说这里很好
玩，作为本地人还没来过，今天正好带
着孩子来转转，这两年安顺的旅游发展
得越来越好，出现了许多像小河口一样
的网红打卡点，不愁没地方游玩，真得

非常不错。”
据了解，近年来，猫洞乡充分挖掘本

地特色旅游资源，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
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小河口的开发
建设，有效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带动了
附近村民务工，改善了生态环境，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显著，绘就了宜
居宜业宜游的和美乡村新画卷，有力助
推猫洞乡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

“五一”假期，驾车从关岭自治县的
县城出发，沿关兴公路前行10余分钟，
便能到达当地近郊乡村游的热门“打卡
地”——落叶新村。

“这里可以放风筝、摘草莓、划船、
捞鱼，还能在康养生态公园感受大自
然，总体感觉非常不错。”“五一”假期首
日，游客王秀念一家老小来到落叶新村

体验近郊一日游，徜徉在青山绿水之
间，心情格外放松舒畅。

在落叶新村康养生态公园里，随着
一阵音乐声响起，关岭自治县2024乡

村民族大舞台系列活动之歌舞大赛总
决赛正式开赛，参赛选手们纷纷登上舞
台，或一展歌喉，或翩翩起舞，《花开中
国》《高山流水》《民族竹竿舞》《我爱你
中国》等参赛歌舞赢得阵阵掌声。

“今天的歌舞比赛太精彩了，让人
大饱眼福。”比赛结束后，游客聂康英笑
着告诉记者，现在的生活水平越来越
好，文化娱乐活动也越来越多，人民群
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越发充实。

早在2017年，关岭自治县委、县政
府便在落叶新村大寨组实施美丽乡村

“穿衣戴帽”工程，美化了村容村貌，完
善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该村在此基
础上，以打造具备关岭特色的“药旅小
镇”和“郊野公园”为目标，经过这些年
的发展相继延伸出草莓采摘园、康养生
态公园、小龙虾垂钓园、贵州道地药材
种子种苗繁育中心、坪寨组布依特色村
寨、“印象·落拉河”景区等业态，加上距
离县城仅5公里的区位优势，成为了当
地小有名气的近郊乡村游“必选地”和

“打卡地”。
“‘五一’期间，我们做好充足准备，

让广大游客来到村里看美景、品美食，
体验新时代新农村的新景象新生活。”
该村党支部副书记罗志朋表示，接下来
将不断补齐短板、突出特色、扩大优势，
全力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持续发挥乡村
旅游带动作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趁着天气晴好，来到旧州古
镇，泡一壶清香四溢的旧州小锅
茶，感受当地特色文化，在茶香中
聆听古镇茶叶故事，别有一番
风味。

小锅茶，顾名思义就是用小
锅手工炒制的茶，小锅茶是旧州
古镇的特色之一。据相关资料记
载，明朝洪武十五年，小锅茶被带
入旧州，当时的屯堡人家喜欢用
砂锅炒茶并流传至今。一张板
凳，一个电炒锅，就是制作小锅茶
所需的全部工具。旧州小锅茶因
为制法精良，色香味极佳，得到茶
商的喜爱，被称为上品。

在姚琴的小锅茶店内，记者
看到，一口炒茶小锅被放置在显
眼的位置，同样显眼的还有墙上

挂满的制茶比赛荣誉证书。
“去年从安顺学院农学院毕

业，学的制茶专业，因为这里离家
近，所以决定跟师姐合伙开了这
家店。”姚琴口中的师姐名叫颜维
雯，在当地已是小有名气的制茶
师。“这段时间忙着炒春茶，只是
偶尔接待游客体验，周末和节假
日，入店体验的游客会逐步增
多。”姚琴说，今年明前茶产量不
多，制作明前茶就是在和时间赛
跑，非常忙。现在以制作春茶为
主，店内就她一个人打理，每天都
很忙。

小锅茶的制作不难，但是每
一道制作工序都十分讲究。用小
扫帚刷干净炒锅四周，将新采摘
的茶青倒入炒锅，反复抓起，揉

捻，分散受热，不断重复这一过
程，直至除去茶青水分，一锅茶青
只能炒出二两茶，一人一天最多
只能炒出4斤茶。而且每个制茶
师的经验不一样，掌握的温度、翻
炒的速度也不一样，所以做出来
的茶叶口感也会有区别。

“茶青随着时间的变化价格
也在不断变化，明前茶茶青每斤
50至60元，现在的茶青价格在20
元左右。”姚琴说，她做的小锅茶
以春茶为主，夏秋茶也做一部分，
绿茶占大部分，红茶少一点。

旧州古镇是我市打造茶旅融
合发展的示范点之一，目前镇内
有5家小锅茶现场加工体验店，已
经成为旧州古镇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立夏时节万物秀，油菜籽熟正当
收。“五一”期间，紫云自治县各乡镇抢抓
农时收割油菜，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在猫营镇牛场坡坝区，油菜籽颗粒
饱满，收割机在油菜田里穿梭，轰鸣声
中，油菜籽脱壳后被收入囊中，油菜秆则
被切割成碎末，从尾部喷出，均匀地撒回
田地，成为生态肥料。

据猫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朱永才
介绍，今年“五一”期间，猫营镇组织群众
抢抓农时收割油菜，对适合机械化操作
的地块采用机械化收割，以此提高效益、
降低人工成本。

近年来，紫云大力推行稻油轮作，在
猫营镇牛场坡坝区、坝羊镇红院坝区、格

凸河镇猫场坝区、板当镇尅混坝区等地
推行油菜、水稻全程机械化耕作，示范带
动全县1万余亩油菜实现机械化生产。

在紫云宗地镇德昭、宗地、猛坑等村
村民也在“五一”期间赶农时，收割油菜，
该镇今年种植油菜1.8万亩，目前已收
割1.5万亩。

“我县油菜种植面积20.2万亩，目
前已收割15万亩，为帮助农户抢收油
菜，赶时节腾地轮作水稻、玉米、红芯红
薯等农作物，我们‘五一’期间调配农机
和组织农机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帮
助农户抢收油菜，为栽种夏季农作物做
好准备工作。”紫云自治县农机中心主任
邱宁如是说。

紫云：

抢抓农时收割油菜
□本报记者 姚福进

莺歌燕舞的五月，繁花似锦，绿树成
荫。从平坝城区沿着426县道驱车向东
南，来到平坝区羊昌乡稻香村千亩水稻
高标准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贵州黔稻夫
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留芳正在稻田
里奔忙。

陈留芳的家乡黄土桥，是稻香村下
辖的村民小组。这里群山环抱、山清水
秀、土地肥沃，全年日照充足，是栽培优
质水稻的天然宝地。但近年来，因为劳
作辛苦、收益又低，村里年轻人大都选择
外出谋生，大片农田被长期撂荒。陈留
芳说，希望能把家乡的山水美景利用起
来，与乡亲们一起实现致富梦。

计算机专业的陈留芳，毕业后一直
在贵阳、安顺等地从事室内装修设计工
作。2022年，陈留芳回到了家乡，开启
二次创业路，反哺家乡。

谈及为何选择回农村种田，陈留芳
说：“老家的大米好吃，但是市场的覆盖
却有限，我从中发现了机会。”于是，他便
联系了大学好友拉赞助“众筹”种田。“去
年，我们合伙成立贵州万兴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和贵州黔稻夫农业专业合作
社，向当地群众流转了土地，并为农户发
放了优质水稻种子。”陈留芳说。

“80后”的陈留芳给自己的定位是
“新农人”，农人之新，关键在理念。陈留
芳说，昔日“肩挑担扛、背朝黄土”渐渐成
为过去，科技的力量正逐步改变田间劳
作时“人牛力俱尽”的场景。

除了下力气推广使用大型机械化作
业，首先要改变的是如何让手机成为田
间“新农具”。

“大家好，我是百亩水稻种植‘新农
人’陈留芳……”。2023年，陈留芳以

“留芳新农人”为昵称开通了抖音账号，
上传水稻种植、大米口感测评等相关的

系列视频，希望通过优质的原创内容吸
引更多粉丝关注。靠着轻松愉快、“接地
气”的短视频内容，陈留芳的短视频账号
在这一年涨粉5000余人，收获点赞超过
4万次。

“对于老一辈的农民，锄头、镰刀就
是他们仅有的工具，而对于我们年轻人
来说，因为接触的新事物比较多，所以往
往会在农业生产方面有一些新的想法，
对于一些新技术的接受程度也比较快。”
陈留芳说，只要架起手机，田地就是直播
间，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成为“新农
资”，直播变成“新农活”，“新农人”用一
部手机打通了层层大山，通过日趋完善
的快递物流网络，从乡间走出的农特产
品正丰盈着天南海北消费者的味蕾。

粉丝关注度带动了农产品销售，也
让陈留芳有了更多服务乡亲们的机会。

“这些农产品大多都是我们当地种植的，
我还会实地考察，精选一些优质农产品，
扩大销售品类。”作为乡村振兴的“弄潮
儿”，陈留芳说，这一年来，他的“稻米文
章”越写越精彩：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
为村民统一提供种子、化肥、技术指导、
病虫害防治方法等，并且以水稻统一收
购结算的方式，带动村民种植优质稻。
在营销方面，陈留芳一步步打通了网络
销售的渠道，通过小程序、电商平台、直
播带货以及私域流量等形式让平坝大
米、平坝特产走得更远。

像陈留芳一样，懂经营、会管理的年
轻“新农人”的出现，让创新的力量注入
乡土，给传统农业带来了无限生机，为农
村经济发展注入活力。“我希望把大米种
好的同时，通过互联网把家乡的优质农
产品推介出去，卖个好价钱，带动更多群
众提高收入！”天空湛蓝，乡间的稻田绿
意盎然，陈留芳脸上露出幸福的微笑。

“新农人”陈留芳：

筑梦在希望的田野上
□本报记者 桂传念

5月1日至5日，天龙屯
堡景区天龙学堂举办“屯
堡·屯堡”书画作品展，共展
出书画作品50余件。

□记者 桂传念 摄

关岭落叶新村：

全力打造“药旅小镇”和“郊野公园”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猫洞乡吭州村：

“露营”“烧烤”“打卡”好去处

旧州小锅茶香飘古镇
□记者 李伟 文/图

曝光台

游客在康养生态公园游玩

姚琴正在制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