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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正是育种育苗的好时节。在
位于关岭自治县龙潭街道落叶新村的贵
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中心里，各类
中药材幼苗郁郁葱葱、长势喜人。

“这批中药材百部的种苗已经长成，
温室大棚土层较薄，无法继续供给营养，
所以要将它们移栽到露天的育苗基地
里。”在该中心的温室大棚里，工人们正
小心翼翼地将已经培育好的中药材百部
种苗一一挖出，技术负责人贺杰在一侧
查看移栽进度和药苗生长情况。

在另一个温室大棚里，一进门便能
看到显示屏上显示着“温度25.1;湿度
59.5；光照 0.7”各类数据，大棚里何首
乌、骨碎补等中药材幼苗长势良好。

“在温室大棚内配备水肥一体化智
能灌溉系统是培育优质种苗的保障，它
能有效节约时间和人力成本，搭配上环
境监测系统，可及时调整、反馈土壤的温
度、湿度，让我们更好地观察管理种苗的
生长情况。”贺杰说。

目前，该中心以关岭自治县主要发
展的何首乌、天门冬等 8 种中药材为
主，其余野生驯化和少量培育的还有上
百种中药材，智能控制温湿度、光照，加
上水肥一体化的运用，能够大大提高种
子种苗繁育的存活率和优苗率，让中药
材种苗一年四季都可以在适宜的温度
下生长。

今年，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
中心将中药材产业从种植延伸至养殖，
从河南引进专业技术专家，除了把原有
闲置的一个温室大棚改造为水生动物养
殖棚，用于养殖水蛭之外，还在室外打造

了蟾蜍养殖区。
“今年1月，我从河南来到关岭以

后，便开始着手打造、改造蟾蜍养殖区和
水生动物养殖棚，目前蟾蜍养殖区已经
建设完毕，首批种苗已经投产，水生动物
养殖区已经基本建成，6月初将投入首批
水蛭用于培养种苗。”该中心水生动物养
殖技术人员窦兴祥告诉记者，养殖水蛭1
亩地可产干品100公斤，目前市场1公
斤为1400元，而蟾蜍一身都是宝，可以
生产蟾衣、蟾酥、蟾皮等多种名贵中药
材，经济价值极高。

步入乡村振兴新阶段以来，关岭自
治县按照“三县一中心”发展目标，不断

夯实中药材产业基础，从种子种苗繁育
阶段开始进行产业规划。在2022年 8
月，该县将培育蔬菜幼苗业务集中至辖
区断桥镇蔬菜育苗中心，把原先的关岭
蔬菜育苗中心更名为贵州道地药材种子
种苗繁育中心，专门繁育各类中药材的
种子种苗。

据了解，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
育中心占地160亩，分为室内外育种区
域，由贵州黔药源众鑫现代中药资源有
限公司负责管理，按照功能分为智能玻
璃大棚、播种作业棚和育苗棚，以78穴
苗盘计算，除去播种作业棚外，其余智能
育苗大棚一次性可繁育700万株种苗，
能够供应县内中药材产业发展所需。此
外，该公司配置5个技术人才，并聘请吉
林农业大学教授担任技术顾问，同时以
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中心为中
心，已建成和在建3个室外育苗基地，育
苗育种总面积达到了上千亩。

“在技术和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中
心每亩地能培育天门冬种苗10至15万
株，何首乌的培育数量将更多，除了培育
主要品种之外，我们还将根据市场需求
和价格变化调整其他培育品种。”贺杰表
示，下一步，公司将着力打造何首乌、天
门冬、黄柏3个中药材品种各自1个示范
基地，用于示范带动、技术培训和商业参
观，并将加大培育种子种苗的产量质量、
技术研发和市场开发，还会不定期到关
岭各地寻找野生的珍贵中药材，采取驯
化和保护措施，不断培优全县的中药材
品类、品种、品质，让广大药农能够种下
好种苗，收获好药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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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中心：

育出好种苗 种出好药材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中心温室大棚贵州道地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中心温室大棚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镇宁自治县
的贵州顺立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车间，看到纺织设备飞梭走线，随着上
千根细丝高速旋转进入机器后，迅速
交织成布，与印象中传统的劳动力密
集型企业不同，这家纺织企业偌大的
车间里，工人寥寥无几，生产设备在自
动运行。

该公司有关负责人张迎尧向记者
介绍，生产线上的这批坯布有6万米，
同时也是公司新研发出的具有吸湿排
汗功能的透气纤维产品。产品上市
后，得到多个商家的青睐，销售量持续
走高。

“公司开发的透气纤维和吸湿排
汗面料用在运动服中排汗和透气效果
更好，抗菌面料用在医疗用品方面有
天然的优势，这样就使产品更具特色，
对客户更有吸引力。”张迎尧说。

贵州顺立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是
一家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专业
化纺织科技公司，“满配”智能化设备，

5座标准厂房内，安装了258台高速
倍捻机、274台高速喷水织机，以及相
关配套设备和水处理系统，真正让科
技赋能现代制造产业。

“我们针对布匹收卷、输送纠偏、
烘干、脱水等工艺对设备进行深度的
研究并进行升级改造，形成12个相关
的实用新型专利，同时在产品方面也
同高校合作，进行功能性面料的研发，
目前已形成4个实用新型专利。”张迎
尧说。

近两年，随着公司着力推进数字
化改造，培育新质生产力，生产环节的
每一道工序都实现了自动化，生产效
率和产品品质持续攀升，今年，该公司
获得贵州省2024年创新型中小企业
荣誉称号。

张迎尧表示，接下来，公司会继续
在技术、工艺、产品研发等方面加大投
入，通过人才、生产、创新的融合，推动
产品向高端化方向迈进，提升公司的
市场竞争力。

贵州顺立达纺织科技有限公司：

智能生产线纺出“科技布”
□本报记者 蒋天瑜

根据省委、省政府统一安排部
署，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于 2024 年 5 月 20 日进驻安顺市开展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进驻时间为
期12天。督察组进驻期间（2024年5
月 20 日至 5 月 31 日），设立专门值班
电 话 ：0851-33727288，专 门 邮 政 信
箱：贵州省安顺市A066号邮政信箱，
受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

举报。督察组受理举报电话时间为
每天8：00——20：00。

根据省委、省政府要求和督察组
职责，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
组主要受理安顺市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的来电来信。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
信访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区
处理。

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

贵州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公告

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安顺市
办理群众信访举报每日公开情况

（第十一批）

5月30日，贵州省第九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组接到群众举报12件（来电12件，来
信0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举报8
件（重点投诉件1件），重复投诉2件
（D20240530004 与 D20240521002
重 复 、 D20240530008 与
D20240528004重复），转交安顺市6件。

从污染类型看，反映水污染问题
5件、大气污染问题2件、噪声污染问
题1件。从区域分布看，分别为西秀
区3件、平坝区1件、关岭自治县1件、
开发区1件。

具体投诉信息及办理情况详见
安顺市人民政府网。

5月30日，位于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幸福园区的贵州圆圆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粽子加工制作车间，数十名工人正在包粽子。

端午节临近，粽子迎来销售旺季。工人加班加点赶制订单。
□记者 姚福进 摄

（上接1版）
调研中，尹恒斌强调，要加强统筹

协调，完善工作机制，形成强大工作合
力，扎实做好第十九届贵州旅游产业
发展大会各项筹备工作，力争办出一
届特点鲜明、绿色节约、精彩纷呈的文
旅盛会。要高标准做好规划设计，高
档次丰富经营业态，高品位设计文创

产品和互动体验，高水平完善产业体
系，努力把安顺建成全省乃至全国旅
游休闲好去处。要认真落实各项安全
防范措施，强化旅游服务供给，为国内
外游客提供特色鲜明、舒心便捷、安全
有序的旅游体验。

市政府秘书长郑汝林，西秀区政府
和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距黄果树大瀑布6公里处，有个依
山傍水的布依族村寨——石头寨。碧波
荡漾的桂家河蜿蜒穿村而过，河岸田连
阡陌、绿树成荫，层层叠叠随山就势而筑
的石头房子和临河而建的现代民居，掩
映在绿水青山间，生活在这里的布依族
群众，尽享田园诗画般的美好时光。
2014年，石头寨组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
名录。

“石头王国”留古韵

石头寨位于黄果树旅游区黄果树
镇，建村600多年，现绝大多数人口为布
依族，姓氏为伍。

据石头寨村村干部伍登勇介绍，在
布依语中，寨子名唤“板波森”，意为“世
代居住在石屋之中”。靠山面水的布依
族传统民居大多为石头房子，外墙以就
地取材的石头砌筑，屋顶盖薄石板，内部
用木材装修，冬暖夏凉。

寻访该村，房前屋内，古旧的石梯、
石凳、石槽、石碓、石缸、石磨，转角便能
遇到。不止房屋、器具，石头寨中的寨
门、院墙、街道、桥梁等古建筑皆用石头
修筑而成。

由此可见，当地布依族能工巧匠把
石头的功用放大到了极致，其石雕技艺
令人惊叹。来到石头寨，犹如进入一个

“石头王国”，每一个石头物件都有一段
值得追忆的旧“石”光。

布依族传统石头房屋，一般有三层，
一层抬空为圈舍，二层住人，三层主要存
放粮食、农具、杂物。但房屋有个讲究，
进入堂屋需登山侧面石梯。伍登勇解释
说，除了一楼抬空、石梯不能修太陡峭的
缘故，主要是因为“堂屋中的神堂不能正
对着进大门的路”，这是布依族传统民居
必须遵从的文化习俗。

村寨后山顶，原有明清时期古堡，四
围修筑城墙，以备避难、攻守之用。时光
荏苒，古堡唯独留存斑驳的城墙，藏于荫
翳的树林间，静静地等待着爬山锻炼、登
高望远到此的村民或游客为之凭吊。

布依文化传遗风

“布依族传统民俗文化活动十分丰
富。”伍登勇说，因为地方文化不断融合，
石头寨村民有过春节、元宵节、清明节、

“三月三”“四月八”、端午节、“六月六”、
中元节、中秋节等节庆的习惯，其中“六
月六”是布依族的小年，过得比较隆重。

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布依族群众要
祭祖、祭山神，祈求平安幸福、风调雨顺；
还要相约举行盛会，身着传统民族服饰
的男女老少齐聚一堂，吹响木叶、唢呐和
芦笙，敲响铜鼓、唱响山歌，载歌载舞，以
示庆祝。同时，还要宣读村规民约，对有
功过的村民进行奖惩，教育引导群众向
善向美。

节日当天，村民要做植物染制而成
的“五色糯米饭”，包粽子、吃狗肉、喝米
酒等，丰盛过节。如有客人至，热情好客
的布依人家便以“布依八大碗”美食招
待，寨前迎客或用餐席间，布依族姑娘还
会唱着布依族迎宾歌，为客人奉上以示
敬意的“高山流水”——几个土碗梯状层
叠在客人头顶，让农家香醇米酒从最高
处的碗依次自流入客人口中，以歌佐酒，
酒不醉人人自醉。

“蜡染是中国四大印花技艺之一，在
我们村传承久远，如今成为非物质文化
遗产。”石头寨村村主任伍小江介绍，石
头寨是远近闻名的“蜡染之乡”，傍水而
居且勤劳的布依族村民善织布、绘蜡画、
染布、裁制服饰，技艺世代相传，生活自
足和乐。

从河边的石拱寨门进老村子，便是
一条呈“U”型的布依蜡染风情街，街巷
开设有10多家蜡染作坊，村民伍琴的布
依蜡染工作室就是其一。步入作坊，以
蓝、白为主色调的蜡染服饰挂满墙壁，坊
间制作蜡染作品的染缸、晒架、煮锅一应
俱全，“省工艺美术大师”“安顺工匠”获
得者伍琴安静坐在桌前，于白色画布上
以刀蘸蜂蜡作画。

“过去以传统服饰制作为主，现在主

要做旅游商品，把传统文化和现代时尚
结合起来，纯手工制作衣服、丝巾、壁挂、
桌布、手包、摆台等。”伍琴自信道，其蜡
染产品远销国内外，年均收入20多万
元。现在，蜡染技艺已传给儿子，作坊平
时也教一些研学者临习蜡画、学习染布，
传播蜡染文化。

古村发展显活力

沿寨中光滑而曲折的石步道上爬，
古门洞、古民居建筑群如一位位老人，为
造访者默默讲述着久远的布依族村寨过
往。再往上，山腰林间是一片民宿群，正
以古朴、典雅、清新姿态，等待避暑旅客
的到来。

“石头小筑”民宿由两栋石头民居改
建，保留原传统建筑外观而装饰内部，屋
内温馨舒适，院落和石头小道旁花树成
荫；“云端石头寨”精品民宿在屋基残墙
上增修而成，设计新颖、高端大气。

“我们租了三栋破旧房子，2018年
建成民宿式酒店，客房24间，2019年正
式营业。”“云端石头寨”民宿工程部负
责人伍明兴介绍，民宿对游客实行套餐
式点餐，提供的布依族特色菜肴，深受
青睐，“‘五一’假期客房基本住满，6月
到10月初是旺季，避暑客人居多，一住
就是几天。”

“近十年来，全村加大乡村建设和治
理力度，人居环境变美，乡村气质提升，
旅游业快速发展。”伍小江介绍，依托传
统村落历史文化和自然山水风光，大力
发展“森林康养·避暑之旅”乡村旅游产
业，正是石头寨村当前要做
好的一篇“大文章”。目前，
全村通过引进企业投资，在
三个村民组建成民宿10多
家，共有客房100多间，生
意红火，且民宿产业带动村
民就业增收上百人。

此外，村里还在石头寨
组打造了村级博物馆、烧烤
长廊、亲水河坝、水车网红

打卡点等旅游景点景观，让游客不仅可
以逛古村落、入住民宿、吃传统美食、体
验蜡染技艺，还能参观了解布依族文化、
于河岸树荫间烧烤、在河堤戏水、与水车
合影……不虚一行。

初夏时节，游人悠然在河岸边的榕
树下吹风赏景，在古老的石墩桥、石拱桥
旁感怀古今，在河坝踏步桥上感受清澈
见底的河水在脚下流淌，很是惬意。“来
石头寨，可以感受布依族历史人文，也可
以游山玩水、吃烧烤，还有民宿住，在河
边拍照也很出片，值得一游！”游客李文
英兴奋地说。

近期即将建成的“牧野童话”景区，
将为石头寨乡村旅游赋能，也为游客提
供一个亲子游乐的好去处。“景区设萌宠
观赏区、农耕体验区、民宿区，打造有人
工湖、森林电影院等景观景点，预计6月
中旬试营业。”贵州牧野童话山月集团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负责人杨勇说。

而石头寨布依风情步行街景观提升
改造项目正有序推进，项目涉及中华布
依民俗体验中心建设、沿街房屋立面改
造、步行和车行交通建设、排污工程等，
届时该村将新增商业步行街、亲水广场、
滨水木栈道、珍稀花卉园、观景挑台、休
闲茶吧等旅游业态。

“近年来，石头寨以旅游为主导产
业，同步发展水稻、玉米、蔬菜、精品水果
等农业产业，不断推动传统村落保护与
发展，促进了群众增收，全村人均收入达
12000元。相信，不久的将来，石头寨百
姓的生活会更加美好。”伍小江说。

多彩贵州·文化瑰宝

“留住乡愁·传统村落安顺行”系列报道之四

黄果树旅游区石头寨村：留住传统风貌 建设美好家园
□本报记者 吴学思 伍水清 李伟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近日，由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发展改
革委、省商务厅联合开展的2024年示范
农家乐和示范民宿评选工作启动，将从省
级现代服务业专项资金中安排奖补资金，

“示范农家乐”每户奖励5万元，“示范民
宿”每户奖励10万元，并颁发奖牌和证书。

本次参评对象为在贵州省内登记注
册，依法取得相关经营证照，经营2年以

上（即2022年5月31日前开始经营），无
重大安全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的农家乐
和民宿。此前已获评为示范农家乐、示
范民宿的，不再参评。评选按照经营主
体自愿申报、县级初审、市级复审、省级
评审、公示发布等程序进行。如发现产
品内容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管
理不善造成自然和文化资源破坏、生态

环境退化；旅游市场失范，造成严重不良
社会影响；发生重大安全事故；侵犯农民
合法权益，造成严重不良影响；在推荐过
程中弄虚作假，违反工作程序和工作纪
律；其他经主管部门认定不符合标准的
情形之一的，一律取消示范称号。

据了解，开展2024年示范农家乐和
示范民宿评选工作，旨在贯彻落实《贵州省

促进居民增收三年行动方案（2022—
2024年）》《贵州省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行动
方案（2022—2025年）》《贵州省促进服务
业领域困难行业恢复发展的实施方案》有
关要求，按照《贵州省示范农家乐和民宿评
选工作方案（2022—2025）》总体安排。

（据2024年5月29日《贵州日报》第
11版）

2024年示范农家乐和示范民宿评选工作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