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雨淅沥落下，青山隐匿于晨雾之
间。雨停后，关岭自治县花江镇莲花村
的冰脆李愈发清脆诱人，漫山遍野随处
可见果农采摘的身影，山脚一片熙熙攘
攘，众多果农、工人、收购商汇集于此，
议价、称重、打包的声音此起彼伏……

“今天太火爆了，天刚蒙蒙亮好多
村民就去山上摘果，摘完就立刻送到我
这里排队称重结算。”来自黔西南州贞
丰县的水果收购商刘先云告诉记者，今

年是他来到莲花村收果的第4个年头，
所收购的青果主要销往浙江、广州、福
建等地，熟果销往湖北、四川市场，今天
是开工的第4天，收购价在每斤4至7
元之间。“这两天每天能收七八千斤冰
脆李，高峰期可以收1.5万斤，分拣、打
包、运输的工人远远不够！”看着眼前火
爆的交易场景，刘先云一边忙碌一边
说道。

在冰脆李田间，青色的果子覆满盐

霜挂在枝头，种植大户黄信江正带领10
多名工人紧锣密鼓地采摘。只见他小
心翼翼、轻拿轻放，生怕碰掉果子表面
的盐霜，偶有几颗青果掉落田间，黄信
江连连对工人说：“掉在地上的不要，不
然会影响李子品质。”

据了解，黄信江种植冰脆李已有13
年，目前种植面积40亩，已经开始采摘
一周，每天能收一两千斤李子通过收购
商发往外地市场。“去年一共摘了8万

斤李子，卖了20余万元，今年的冰脆李
还能采摘一个星期，收入也很可观。”黄
信江说。

据莲花村村支书曾光辉介绍，莲花
村自2011年开始调整产业结构，因地制
宜大力发展冰脆李种植产业，并在市农
科院及县农业农村局的技术指导下不断
提升管护水平，提升冰脆李品质。“经过
长期发展，现在我们村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有冰脆李。一枚清脆的小果子，走出
了大山，成就了莲花村一项火红的大产
业。”曾光辉笑着说，目前全村冰脆李种
植面积达2000余亩，年产量约500万
斤，按照每斤5元的市场均价，预计今年
的冰脆李产值可达2000余万元。

而与火红产业相对应的，是村民就
业、百姓增收。来自莲花村茴香坪组的
骆昌琴是收购处从事打包工作的一名
工人，她告诉记者，平时她在家务农、管
护水果，这两天村里用工量大，她便过
来做些散活儿。“现在年纪大了，不方便
去远处，在村里务工一天有150元的工
钱，半个多月下来有 3000 多元的工
资。”骆昌琴脸上笑意盈盈。

而如骆昌琴一样的灵活就业者，只
是莲花村发展冰脆李种植带动就业的
一个缩影。“冰脆李产业现在已经辐射
全村村民，每年可带动约 2000 人就
业。下一步，莲花村打算持续完善交通
等基础设施，打破交通制约，让冰脆李
更好地走出大山，并通过科技特派员等
力量提升冰脆李品质，走精品水果路
线，不断助力村民就业、推动乡村振
兴。”曾光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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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临近，眼下正是粽叶产销的
黄金时节。平坝区天龙镇打磨村2000
余亩粽叶迎来采摘季，伴随连连夏雨，
粽叶近期生长茂盛，品相良好，当地村
民抢抓农时采摘、分拣、加工，供应
市场。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雨热同季的
打磨村比较适宜种植粽叶，该村种植历
史已有上百年。近年来，打磨村创新工
作思路，因地制宜引导群众利用林边、
路边、水边、房前屋后等闲置土地种植
粽叶，成功让荒地变为“宝地”，既科学
处理好了农业产业发展用地需求和耕
地“非粮化”整治的关系，又为群众增收
开辟出了一条新的致富路。

“我家种了10多亩粽子叶，每年能
有五六万元的纯收入。这几年，在村里
多渠道的市场宣传下，打磨粽叶已经名
声在外了。今年我家打算流转土地，扩
大种植规模。”打磨村村民郭丽笑着说，
打磨村对种植粽叶的农户每一亩补助
200元，翠绿清香的小小粽叶已经成为
鼓起村民钱包的“金叶子”。

如何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磨村村两
委和驻村工作队一边开展市场调研拓
展销路，一边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推
进产业结构调整，通过采取“村社一体”

“合作社＋技术能手＋农户”模式，鼓励
村民扩大种植规模。

在打磨村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
陶红的家门口，前来收购粽叶的商贩络
绎不绝。“除了以往的销售渠道外，今年
我们在小红书、抖音等电商平台进行多
渠道宣传，端午节前，我们就接到了好
多订单。”陶红说，以前农户们都是自行
到安顺市区、平坝、贵阳、清镇等地零散

销售，而现在，种植户根本不用再出门
兜售，每天都有很多商贩慕名前来
收购。

现今，全村7个自然寨259户村民，
除特殊情况无法参与生产的外，其余
224户村民参与了粽叶种植。2024年，
打磨村粽叶总产值预计约500万元。

打磨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谢
春介绍，现在家家户户发展粽叶产业的
劲头更足了，打磨村将从粽叶种植管
理、加工生产、产业链延伸等方面持续
发力，进一步引导群众科学高效发展粽
叶特色产业，让一片片绿叶子变成群众
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本报讯（记者 郭黎潇） 当前正值
汛期，镇宁自治县马厂镇紧盯防汛重点
区域和薄弱环节，全面加强防汛指挥体
系建设及物资储备工作，全力保障安全
平稳度汛。

健全防汛机制。各村积极组建防汛
小组和汛期通信群，制定防汛抢险应急预
案，成立防汛抢险指挥机构，明确防汛责任
人。制定落实汛期领导干部带班24小时
值班制度和紧急信息报告制度，强化应急
抢险队伍建设。

强化隐患排查。针对全镇5个地质
灾害点，16个风险斜坡以及山塘等风险
点，在各村组织建立风险点巡查队伍，
每个风险点都设置1名巡查员，对风险
点进行雨前、雨中、雨后巡查，确保责任
到人，风险及时掌握。认真组织开展

镇、村两级防汛物资清查。组织镇村防
汛责任人针对移动照明灯组等抢险设
备的保养维护、操作使用进行现场讲解
实操，确保关键时刻应急物资“备得足、
调得出、用得上”。

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条幅、标语、
入户走访等形式广泛宣传防汛救灾知
识，及时发送雨季汛期信息，指导群众
如何安全度汛，增强群众防汛避险意识
和能力。同时，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防
汛应急疏散演练与宣传教育。以“演”
防筑。通过实战演练巩固提升干部群
众在应急响应、医疗救护等方面的专业
能力，为应对防汛、维护村民生命财产
安全积累实战经验，筑牢安全堤坝，截
至目前，马厂镇已集中组织防汛演练
2次。

镇宁马厂镇：

多措并举打好防汛“主动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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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30日，紫云自治县科学技术协会、县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联合开展紫
云自治县2024年科技工作者日风采展示活动。图为科学文艺爱好者在进行
文艺表演。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记者 李磊） 连日来，西
秀区广泛开展各具特色的科普活动，
为公众奉上精彩纷呈的科学盛宴。

省、市两级科技特派员来到双堡
镇双青村千亩水稻全程机械化生产示
范基地及旧州镇罗官村观摩村级产业
发展，并召开科技服务现场交流会。
科技特派员以栽培管理技术、病虫防
治等为主要内容，通过面对面现场实
际操作,对良种选用、土壤选择、种植
方式、培育壮苗、科学施肥和病虫防治
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细致讲解,并与现
场人员互动交流，为农民送去农业知
识，传播农业科技信息。

2024年安顺市科技活动周系列
活动之“科技政策及科技金融进园区”
宣讲活动在西秀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举
办。活动邀请安顺嘉弘科技服务公司
总经理张利秋、中国农业银行安顺分
行业务部副总经理陈伶俐到场作了科
技政策及科技金融宣讲。从工作政策
依据、申报高企的条件、高企评价标
准、高企申请流程及注意事项等方面
对申报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政策进行了
深入浅出的讲解。来自园区的38家
规上工业企业有关人员参加。

“我知道地球是怎么诞生的了！”
在安顺市第六中学“科技使者进校

园”科普讲座活动中，有学生在活动
结束后激动地说。活动现场，200余
名师生齐聚一堂，听取贵州省地质矿
产勘查开发局一一二地质大队地质
专家魏巍所作的“地球科学与地质灾
害防治基础知识讲座”。在科普课堂
上播放了“地球的诞生”“板块运动”

“岩石圈与三大类岩石”“喀斯特地
貌”等动画科普视频，地质专家结合
安顺地区地质地貌特点，就地球构
造、板块运动、地质地貌、岩石的形成
及种类、地质灾害、如何防范地质灾
害等有关知识进行了生动有趣的讲
解，进一步拓展了同学们的科学知
识，增强了同学们的防灾意识和防灾
避险能力。

“科技活动周作为展示科技创新
成果、交流科学思想、激发创新活力的
重要平台，不仅是一场科学的盛会，更
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机
遇。”西秀区工信局（区科技局）副局长
管颢表示，下一步，西秀区将紧紧围绕

“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
力”的主题，动员广大科技专家、科技
工作者、科普工作者深入基层一线，针
对不同人群，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志
愿服务，全面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
思想。

本报讯（记者 高智） 连日来，关岭
自治县自然资源局组织相关人员深入一
线，对全县范围内地质灾害隐患点开展
排查，有效防范和应对地质灾害风险，切
实做好地质灾害防治巡查工作。

在该县顶云街道谷新村扁山组地质
滑坡灾害隐患点、沙营镇路支村田坝组
滑坡灾害隐患点，该局工作人员同当地
监测员一同重点查看了隐患点自动化监
测设备运行情况，保障监测设备正常运
行，及时排查风险隐患。同时，认真查阅
监测员工作记录，对相关工作提出指导
意见和建议，并走村入户对群众开展安
全宣传。

“入汛以来，我局针对地质灾害防
治工作展开一系列举措，对全县县域
范围内的隐患点和风险斜坡开展全方
位排查，并强化宣传和应急演练，提高
人民群众的预防意识和应急避险能
力，同时强化监测预警预报，落实各项
防灾措施，严格落实‘三个紧急撤离’，
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该县
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景勇
说道。

下一步，该局将加强隐患排查，切实
落实“一体五位”人员的防灾责任，抓好

“人防+技防”措施，切实保障全县人民
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关岭自然资源局
开展汛期地质灾害隐患排查

时下，正值马铃薯丰收的季节。在
普定县穿洞街道兴利村马铃薯种植基
地里，当地农户正在抢抓农时加班加点
采收，现场一派喜人的丰收场景。

“今年种植的是市农科院免费提供
的新品种，产量高，卖相也很好。”看着
满地的马铃薯，兴利村种植户王家普笑
着告诉记者，今年他家种植了1000多
斤马铃薯，在市农科院农技专家们的指
导下，他家的马铃薯长势很好，迎来了
大丰收。

兴利村土地资源丰富、土壤肥沃，
当地村民有种植马铃薯的习惯。2023
年，市农科院免费提供16200斤脱毒马
铃薯种在兴利村开展脱毒马铃薯示范
种植推广，市农科院科技服务团队从新
品种选育、栽培，到后期的施肥疏叶等，
全程为当地群众提供技术指导。

“今年，兴利村通过推广 33亩脱
毒马铃薯示范种植，预计实现产量10
余万斤，产值13万元左右，效益是种

植玉米的两倍，在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的同时，进一步增加了农民收入。”该
村驻村第一书记张红平说，除了提升
产量，兴利村还着重在拓展销路上下
功夫。

今年以来，兴利村通过多方努力，
成功对接到马铃薯批发商，以高于市场
价0.1至0.2元的价格进行统一收购，解
决农户们的销售难题。

“种植那么多马铃薯，最担心的就
是卖不出去。如今村里帮我们联系到
批发商，由批发商到地里来收购。销路
打开了，大家种植马铃薯的积极性就更
高了，明年我家还继续种。”王家普说，
当天他家以每斤 1.3 元的价格卖出
2000斤马铃薯。

“兴利村的洋芋，卖相、个头各方面
都很好。”收购商杨发林说，他们的马铃
薯一般是在普定县城销售，如果量太大
的话，可以发往贵阳、重庆等地。

“发展产业是农户实现增收致富

的根本之策和长久之计。”张红平表
示，下一步，兴利村将积极联系市农科
院的农技专家，邀请他们继续深入田

间地头，为兴利村种植马铃薯“保驾护
航”，保障市民的“菜篮子”、鼓起农户
的“钱袋子”。

天龙镇打磨村：
粽叶市场俏 村民荷包鼓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花江镇莲花村：

小小冰脆李 富民大产业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穿洞街道兴利村：

马铃薯迎丰收 拓展销路下功夫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收购点一片忙碌

村民采摘粽叶

采收马铃薯

2024年西秀区科技活动周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