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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正是西瓜成熟上市的季节，
西秀区杨武乡200余亩西瓜进入采收
期，田间地头呈现一派繁忙丰收景
象。个大脆甜的西瓜正在为当地百姓
增收致富“加码”，也为他们的甜美生
活增色。

6月15日，走进杨武乡家合村西瓜
种植基地，大棚内郁郁葱葱的西瓜藤蔓
爬满一地，一个个浑圆饱满的西瓜掩映
在藤叶之中。家合村瓜农张国荣正忙
着采摘、搬运，等待收购商驱车来地头
收购西瓜，分销各地市场。

“我家种了40多亩，6月初开始上
市，第一批西瓜已经卖了5万多斤。”张
国荣告诉记者，他种西瓜已有4年，今
年所种植的西瓜品种叫美都麒麟瓜，这
种西瓜兼具了美都西瓜口感好、汁水多
和麒麟瓜无籽且甜的特点，炎炎夏日深
受消费者喜爱，除了批量发货，周边不
少市民群众会慕名到基地尝鲜、选购。

“今年我家的西瓜迎来了丰收，亩
产量在1.3万斤左右，总产量预计52万
斤，最后一批瓜可以卖到8月份。目
前，已经拿到了几笔大的订单，销售不
愁。”张国荣高兴地说道。

西瓜经销商程辉是瓜农张国荣的
老客户，正在大棚里查看并挑选西瓜的
他说：“这个美都麒麟瓜的品质和卖相
都很好，收购价大约1.5元，零售可以
卖到4元。今天我要收购3000多斤，

销往罗甸。”
“发展西瓜种植，让我们村走出

了一条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新路
子。”据家合村村支书、村主任陆煌介
绍，为盘活土地资源、发展乡村经济、
促进群众增收，今年该村积极引导农
户种植西瓜，打造了大棚西瓜种植基
地100亩，助力了500多人次务工增

收10多万元。
村民李秀云在家合村西瓜种植基

地务工也有些时日，整地、搭棚、施肥、
除草，什么活都干，正在搬运西瓜的她
笑着说：“一天工资80到120元之间，
这段时间差不多挣了3000元。”

“今年全乡发展西瓜种植产业约
250亩，涉及家合村、石平村和杨武居

委会。”杨武乡农服中心负责人娄启超
介绍道，该乡辖区的沙壤土透气性好、
排水力强，且土壤偏碱性，适合种植西
瓜。近几年来，西瓜产业已成为当地就
业带动力较强的特色产业。“我们将加
大宣传，拓展销路，为瓜农减压，让西瓜
产业成为我乡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
振兴的‘甜蜜产业’。”

西秀区杨武乡：

小西瓜甜了舌尖富了民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文/图

夏日时光，普定县补郎乡草木葱
郁，山野田间瓜果丰收，池塘中，冷水鱼
欢腾游动，良辰美景产业兴旺，处处焕
发着乡村振兴的勃勃生机。

今年5月以来，补郎乡仓田村马铃
薯迎来丰产丰收，时下马铃薯采收已经
接近尾声，种植户抢抓农时，加紧收获，
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我们仓田村的马铃薯有500亩左
右，每年12月开始种植，次年4月下旬
开始采收，6月中旬马铃薯亩产在2000
斤左右，每亩能为农户创收约 4000
元。”仓田村村支书陈勇说。

仓田村气候适宜，加上土壤疏松、
肥沃、排水良好，种出的马铃薯品相好、
品质佳，备受市场的青睐。在补郎乡乡
场上，记者看到一筐筐马铃薯，被运来
售卖。种植户方韦敏和张发翠面前摆
满了马铃薯，她们一边闲聊一边销售马
铃薯，方韦敏告诉记者：“今年马铃薯的
市场价是每斤2元，我家收了有3000
斤左右。”

在仓田村，马铃薯是传统产业，几
乎家家户户或多或少都有种植。而村
民杨春却另辟蹊径，在杨春众诚种养殖
农民专业合作社魔芋种植基地，一株株

魔芋叶肥茎壮、长势喜人。
2021年开始，杨春成立了合作社，

通过流转土地正式种植魔芋，当年种了
100亩，此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今年
种植面积达到400亩。

兴起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发展。“魔
芋种植前景好，希望能带动父老乡亲们
一起发展魔芋产业。”杨春说，他打算明
年建设魔芋加工厂，通过深加工提升魔
芋附加值，为更多的村民提供就业。

仓田村除了马铃薯、魔芋产业，还
有冷水鱼养殖业。2019年仓田村引进
渔业公司和村集体资金入股共同成立
普定县欣兴生态养鱼场，通过“公司+
村集体”的形式，不断将生态优势转化
为富民产业。目前，养鱼基地共有42
个鱼塘，主要以养殖鲟鱼为主，年产鱼
近45万斤，目前渔场大大小小共有30
多万尾鱼。

补郎乡产业之花不仅只在仓田村
开放。近年来，补郎乡结合各村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着力提升产业经济，按照

“北林南果金腰带、全域康养兴补郎”大
发展思路，全力推进产业振兴，激活农
业农村活力。2021年补郎乡成功引进
普定县鸿鑫霖农业有限公司到补郎乡

发展精品水果种植。
走进位于补郎村的普定县鸿鑫霖

农业有限公司精品水果种植基地，一
个个桃子、一颗颗李子果肉饱满，娇艳
欲滴。

“这是晚福景桃，从四川引进的品
种，很受市场欢迎，大概到7月中下旬
就可以采摘了。”该公司负责人周平介
绍，该公司与乡平台公司合作，在补郎
村、仓田村、木郎村三个地方发展种植
精品水果种植1200余亩。今年，该公
司还在果林下套种花生500亩，充分利
用土地资源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时下正值猕猴桃管护关键期，走进
补郎乡上寨村猕猴桃种植基地，藤蔓上
挂满了还未成熟的猕猴桃，村民们正在
对猕猴桃进行管护。

谈及该村发展猕猴桃的历史，上寨
村村委会主任、猕猴桃种植基地负责人
刘松介绍，2016年，为了选择适合发展
的产业，上寨村村两委和种植大户到贵
阳市修文县考察猕猴桃产业，发现贵长
猕猴桃深受市场欢迎，因此，决定成立
合作社，并以每亩300元的流转费向村
民流转 480 余亩土地种植贵长猕猴
桃。2020年猕猴桃初挂果，目前猕猴

桃迎来盛挂。“猕猴桃亩产近2000斤，
市场价大约每斤5元，如果不受天气灾
害的影响，猕猴桃基地480亩产值在
300万元左右。”刘松说道。

在本杰村，依靠发展精品水果产业，
该村每年有几百万元收入，惠及200多
户村民，村民们真正走上了致富之路。
目前，本杰村种有精品水果黑珍珠樱桃
239亩、五星枇杷500亩、柑橘273亩。

乡村要振兴，产业是关键。近年
来，补郎乡紧抓产业“牛鼻子”，加大产
业帮扶资金投入，夯实产业发展基础，
坚持特色化、品牌化、绿色化、融合化
全面推进产业振兴。截至目前，补郎
乡建有乡公司1个、村公司11个，充分
发挥山地优势，拓展产业特色化、规模
化，以普定县鸿鑫霖农业有限公司为
龙头种植的1200亩经果林为核心，辐
射带动南部片区原种植的果树提质增
效，形成规模成片南部果园，建成猕猴
桃基地900亩、金刺梨产业种植1880
亩，韭菜密植400亩；在养殖业方面，
该乡规模养猪100头以上11家；养牛
场22个存栏量10头以上；仓田村鲟鱼
养殖场年出售鲟鱼40至 50万斤，扩
建至15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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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炎夏日，在西秀区杨武乡猛邦村
肉鸡养殖基地，养殖户周保运像往常一
样，早早地开始了一天的劳作，准备饲

料、清扫消毒、记录小鸡生长情况……
“今年已经卖了2万多羽，现在一

个棚刚刚代养了一批小鸡，另外两个棚

的肉鸡再过一段时间又可以出售了。”
谈及代养肉鸡带来的实惠，周保运的脸
上挂满了笑容。

“我们是跟安顺市立华牧业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立华公司’）合作发展肉
鸡代养，按照标准建成养殖大棚，立华
公司还会补助一部分资金，投资成本相
对较少。”周保运说，他家有3个大棚，
由公司统一提供鸡苗、饲料、药品、养殖
技术和防疫服务，该公司还为肉鸡全额
投保，并负责回收所有肉鸡，缺资金的
养殖户还能申请公司低息贷款，养殖风
险小、负担轻。

在养殖基地，记者看到标准的养殖
大棚内配备了自动喂料、饮水等设备，节
省了人工成本，提高了工作效率，实现了
智能化养殖，促进了肉鸡产业的发展。

被问及一年的收入如何时，周保运
高兴地说：“现在代养一只鸡能得到3
至5元，一个大棚一批可以养1万多只
鸡，一年可以养3到4批，产值大概是
20多万元，除去成本一年能赚到10多

万元，收益相当可观。”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

近年来，杨武乡结合实际因地制宜，积
极引进安顺市立华牧业有限公司跟当
地农户合作，在猛邦村建成肉鸡养殖基
地1个，养殖大棚27个，采取“企业+农
户”的模式发展肉鸡养殖，实现助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通过引进企业，发展肉鸡养殖，
好处有很多，他们的养殖技术成熟，销
售渠道稳定，抗风险能力强，此外，还
能示范带动，促进村民致富增收。”杨
武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娄启超说，目
前，猛邦村肉鸡养殖场由9户农户经
营管理，2023年共出栏肉鸡81万羽，
养殖户获得代养费收益324余万元，
肉鸡养殖产业早已成为了该村的主打
产业之一。

娄启超表示，下一步杨武乡将加大
政策宣传，逐步扩大该乡肉鸡养殖规
模，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到肉鸡代养中
来，不断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普定县补郎乡：

特色产业旺 村村活力足
□本报记者 陈婷婷 李伟

杨武乡猛邦村：

肉鸡代养“带”出致富路
□本报记者 詹艳 文/图

养殖户喂养肉鸡养殖户喂养肉鸡

瓜农喜迎西瓜丰收瓜农喜迎西瓜丰收

精美的花纹贴于竹板，十余把刻刀
灵活运用，在劲道与技法的深浅变换
间，一个竹雕工艺品的零部件雕刻完成
……在紫云自治县云岭街道磨向村，竹
艺雕花工匠唐志忠正在以刀为笔、以竹
为纸，全神贯注进行着雕刻工作。

“竹雕的选材要选用5年以上的毛
竹、楠竹或金竹，备料完成后需用煮开
的石灰水浸泡，待风干后，还要在阴凉
处存放两年，之后才开始进行打磨。”出
生于竹艺雕刻世家，唐志忠12岁时就对
竹雕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每天放学
便观看父亲制作竹雕工艺品，16岁时他
正式跟随祖父和父亲学习竹雕工艺，经
过多年学习钻研，他已经成为一名独立
的乡村竹雕工匠，从事竹雕制作工作。

“竹艺雕花鸟笼包括雕刻技术和编
织技术，是一项包含设计、画图、雕刻、
筑笼的综合性工艺，技法多样，工艺复
杂，耗时长久，别看一块小小的竹条竹
板，融合了阴线、阳刻、浮雕、透雕等技
法，要耗费一两天时间才能制作完成。”
唐志忠说，在每天工作10小时的前提
下，一个竹艺雕花鸟笼成品最少需要一
个月才能完工。

经过不断钻研提升和外出交流学
习，唐志忠的雕花笼受到鸟笼收藏家的
青睐，作品曾在2015年中国(贵州)首届
民博会上获得青年组特等奖。在他的
工作室，可以看到鸟笼上九龙戏珠、龙
凤呈祥、鱼戏莲间等图案生动立体，栩

栩如生，花纹精巧繁密，令人啧啧感
叹。而这批鸟笼由来自云南、浙江及省
内的客户定制，单只价格在5000到几
万元间不等，每次参与展销会，尚未正
式开展，他的竹雕鸟笼便预订一空。

“以前我爷爷编织鸟笼，主要是为了
生活，步行几公里到县城才能卖到几元
钱，现在人们对鸟笼有了更高的艺术追
求，一个工艺精湛的鸟笼可以卖到上万
元。”唐志忠告诉记者，去年他制作了20
余套竹艺雕花鸟笼，产值达到30余万元。

而除了参加线下展销，唐志忠还
开设了直播团队及电商平台，接收来
自全国各地的竹雕订单，让竹雕工艺
走出黔中腹地。与此同时，他紧跟时
代需求，结合当下现代人的审美，致力
于将木雕工艺融入现代生活，研发竹
雕挂件、竹制电风扇、游戏人物木雕、
车挂、手机架、书签等新产品，并通过
电商平台进行销售，让竹雕工艺在传
承中焕发新生机。

祖孙三代，从一开始为了生活学
习木雕工艺，到如今的喜爱、自发学
习，唐志忠希望竹雕这门工艺能够在
今天得到更好地传承，被更多人了解、
接受和喜爱。下一步，他将招募更多
年轻人进入自己的工作室，学习竹雕
技艺，在提高竹雕工艺品知名度的同
时，不断加强与其他雕刻工匠间的技
艺切磋，将多种雕刻技艺融会贯通，在
传承中守正创新。

唐志忠正在雕刻竹板唐志忠正在雕刻竹板

竹雕工匠唐志忠：

在传承中创新
□本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本报讯（记者 罗野） 6月18日，安
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禁毒新闻发布
会，会上通报了安顺两级法院禁毒工作
开展情况，并发布禁毒典型案例。

据了解，近年来，安顺法院始终坚
持党对禁毒工作的绝对领导，始终将禁
毒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抓紧抓
实，始终坚持对毒品犯罪零容忍，依法
严惩毒品犯罪。2023年至今，全市法院
审理各类毒品一审案件37件64人，审
结36件63人。二审案件13件30人，均
已审结。在审结的毒品案件中判处五
年以上重刑人数28人。通过对毒品犯
罪依法严厉打击，充分发挥了刑罚震
慑、遏制毒品犯罪作用，彰显党和国家
打击毒品犯罪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不断
提升人民群众安全感。

同时，安顺法院立足审判职能，充分

利用富有特色的“安法护航·学法论坛”
“刑学堂”培训机制及积极参与省法院组
织的毒品审判培训，加强对毒品案件法
律运用的学习研判。深入各基层法院进
行调研指导，及时了解全市法院在毒品
案件中证据把握、法律适用、程序规范方
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并指导帮助，切实把好
毒品案件的事实关、证据关、程序关和法
律适用关，全面提高全市法院毒品案件
办理质量，全面提升毒品案件审判质效。

2023年以来，全市法院共开展禁毒
宣传30余场。当天，安顺中院、西秀法
院、平坝法院集中宣判了3件毒品案件，
同时，西秀法院、平坝法院、普定法院、
镇宁法院、关岭法院、紫云法院分别走
进社区、学校和村寨开展了禁毒宣传，
营造良好禁毒宣传氛围，着力提升禁毒
综合治理效能。

安顺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禁毒新闻发布会
发布禁毒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 高智 文/图）日前，
关岭自治县多家部门（单位）开展2024
年“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立宣传
咨询台、宣传展板展示、悬挂宣传横幅、
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广大
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有关政策和法律法
规，普及安全知识和应急逃生技能。

“今年6月是全国第23个‘安全生

产月’，借助赶集日，我县多家成员单位
在滨河广场开展安全生产咨询日活动，
向群众宣传安全生产有关知识，加强广
大人民群众的安全意识，有效提高风险
防范能力。”该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邓
成文说道。

此次宣传活动共发放相关宣传资料
2万余份，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安全生产
意识，营造了浓厚的安全发展氛围。

关岭开展2024年“安全生产月”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