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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一批紫云人赴广东广州、东莞、茂名、惠州、佛
山等地承包荔枝农场管理经营，成为了荔枝农场主。学中
干、干中学，他们逐渐掌握了荔枝的种植管护技术成为行
内人。近日，记者走进他们，了解他们的“荔志”故事。

从烟农到荔农

“今年荔枝挂果不多，但市场行情好，好品牌的冰荔
300元1斤、糯米糍80元1斤，普通荔枝最低也要10元1
斤。”在东莞市黄江镇承包荔枝农场的紫云人石桃元说，
他承包了130亩荔枝，今年共采摘9000多斤，上周已全部
卖完。

石桃元是紫云板当镇兴联村人，曾是一名烟农，在兴
联村种植了10多年的烤烟，后因土壤肥力下降，影响烟叶
的生长，出现了收入下降的情况。

为持续增加家庭经济收入，2021年，石桃元赴东莞市
黄江镇承包了两个荔枝农场，一个荔枝农场面积50亩，每
年承包费2万元；另一个荔枝农场面积80亩，每年承包费3
万元。

“承包的两个农场里全是25年以上树龄的老荔枝树，
要想挂果好、品质好，能早熟、抢得市场先机，如何管护就
成为了一门学问。”石桃元说，为掌握更多的荔枝管护技
术，他与妻子租住在荔枝农场附近，常年在荔枝农场里劳
作，修枝、施肥、打药、除草等工序都是自家干，只有采摘荔
枝时偶尔会请人帮忙。

“东莞荔枝品质较好，不愁销，大部分荔枝销往粤港澳
大湾区，还有一部分荔枝销往国外市场。”石桃元说，每到
荔枝成熟季节，常有港商来农场收购荔枝。

来到黄江镇承包荔枝农场的第一年起，石桃元就坚
信，只要勤劳，管护好每一棵荔枝树，投入的资金和劳动总
会有回报。截至目前，石桃元每年采摘销售荔枝的收入有
20多万元，除去承包费、药物和人工成本，纯利润12万元。

从工厂到农场

“要在荔枝产业上‘淘金’，学好荔枝管护技术是关键。”在东莞市大朗
镇承包荔枝农场的紫云板当镇兴联村人罗金保告诉记者，荔枝树每年1月
开花，这时需注意观察每棵荔枝树开的是什么花,如果开的是雌蕊就不用
管，要是开的是雄蕊，就要打药及时把雄蕊花打掉，让荔枝树重新开雌蕊，
因为雌蕊才挂果。

上世纪九十年代，罗金保赴粤务工，在东莞市先后进了几家工厂，做着
按时上班、赶货加班的工作，成为了一名工厂员工。

为挣更多的钱，2012年，罗金保从工厂辞职，来到有中国荔枝之乡著称
的东莞市大朗镇，承包了两个荔枝农场来管理经营，面积共120亩。此后，
罗金保在学中干，干中学，逐渐掌握了荔枝的种植管护技术，成为了行内
人，完成了从工厂员工到荔枝农场经营者的华丽转身。

“我承包的两个农场，虽然每年只需要2万元的承包费，但荔枝农场种
植的都是小苗，前两年只投入没收入。”罗金保说，经过两年的精心管护，第
三年荔枝挂果产生效益，采摘销售后除去人工等成本，有10万元的利润。

再过段时间，罗金保农场的荔枝将采摘销售完成，紧接着，他将给荔枝
树施肥，补充荔枝树的营养，为来年荔枝丰收打下基础。

“施好肥后，我们有1个多月的休闲时间，到了9月修剪荔枝树，紧跟着
10月对荔枝树进行控水管护。”罗金保说，为方便与本地人及荔枝种植行家
交流，他租住在农场附近的本地民居寨子里，通过交流学习不断积累荔枝
管护技术。

随着管护技术的提升，以及自己辛勤的付出，10余年来，罗金保荔枝农
场的利润一直保持在每年平均20万元左右。

从商人到农场主

“近两天，我正在采摘销售一品种名叫仙进奉的荔枝，通过线上、线下
销售到全国各地，每斤售价80元。”在广州市增城区承包荔枝农场的吴海浪
说，来增城区承包荔枝农场已有3年，前两年荔枝挂果好，销售尚可、价格稳
定，除去荔枝农场的承包费外，还有不少利润。今年广东一带的荔枝挂果
普遍较少，呈现有价果少现象，按广东人的话讲：“今年是小年，荔枝挂果少
属正常现象，不是管护技术问题所致。”

吴海浪是紫云板当镇同合村人，之前长期在紫云县城和板当镇街上经营
水果生意，2021年到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承包了一个面积100余亩的荔枝
农场；经过3年来的管理经营，吴海浪从水果经营商转型成为了荔枝农场主。

“桂味，刚下树，有需要的老板下单；明天早上仙进奉接单……”记者浏览
吴海浪的微信朋友圈发现，荔枝成熟季，他的朋友圈都是销售荔枝的信息。

“广东荔枝品种较多，比如冰荔、妃子笑、莞香荔、桂味、糯米糍、岭丰
糯、观音绿、塘厦红等品种是知名荔枝品牌，我承包的农场里有10多个荔枝
品种。”吴海浪说，增城区位于东莞市的北面，增城荔枝要比东莞荔枝晚熟
半个月左右。目前，东莞荔枝已基本采摘销售完成，增城荔枝正在采摘销
售，巧打了上市“时间差”保证了收益。

近年来，紫云像石桃元、罗金保、吴海浪一样，到广东承包荔枝农场的
人越来越多。目前，全县共有1000余人到广东各地承包荔枝农场，带动乡
亲在荔枝农场的务工数量达2000人。

阳光灿烂，夏风清凉。近日，走进贵
州爱上大肥牛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
肥牛公司），牛叫声此起彼伏，宽阔的牧场
内，先进的肉牛养殖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大肥牛公司位于平坝区天龙镇，2021
年4月平坝区通过招商引资引进该公司，
同年9月，该公司初步建成4栋牛舍，并开
始小批量饲养肉牛。此后，11栋牛舍全部
建成，建筑面积达9万多平方米。

“公司的牛舍设计存栏量是1万头，平
均保有量在5000头左右，饲养的肥牛是通
过国外引进的优质肉牛品种进行繁育的，
分别是纯血澳洲和牛、安格斯肉牛、西门
塔尔牛3个品种。”该公司副总经理莫测介
绍，公司充分利用科学的思维模式养殖肉
牛，搭建了大肥牛产业大数据中心和大肥
牛养牛小助手小程序等，建立了大肥牛肉
牛交易平台，采集、分析、处理肉牛养殖相
关数据，助力提升肉牛饲养水平。

不同于传统的养殖方式，大肥牛公司
将数字化、智能化设备设施、人工智能技
术等应用于肉牛养殖全过程，使肉牛养殖
更加科学、高效、便捷。

走进大肥牛公司高标准交易育肥场，
一栋栋高大宽敞的钢结构牛舍整齐排列，
牛舍里一头头膘肥体壮、毛色光亮的肉牛
或悠闲地躺着或自由地来回走动，让人感
到惊叹的是，育肥场内竟然没有一点异味。

莫测指着牛舍说：“我们在肉牛休息
的卧床上铺了一层2公分的橡胶垫，确保
肉牛睡得好，这里的每头牛都有9平方米
的活动空间，肉牛吃好、睡好、生活得舒
心，品质才好。”

“牛舍安装了自动化刮粪板，将粪便
刮到粪沟，再利用沼液回冲，把牛粪收集
到发酵罐，进行厌氧发酵，发酵好的牛粪
进行干湿分离，成为有机肥，最后将有机
肥还田，种植有机牧草再回收喂牛，真正
实现种养循环。”莫测介绍。

在育肥场记者注意到，该公司牛舍内
的牛都打着两个耳标。莫测介绍，肉牛耳
朵上的两个耳标分别是：电子耳标和可视
耳标。电子耳标上有不易被清除的二维
码，通过机器扫描，能详细地查询到肉牛
的养殖档案，包括入场前多少斤、免疫做
了什么、驱虫用了什么药等；而可视耳标
上写的是每头牛的“身份证号”，每个号码
都是唯一的，跟随牛一生，根据两个耳标，
即使肉牛到了餐桌也可以进行溯源。

走进大肥牛公司饲料生产加工车间，
一堆堆金黄的玉米片散发出浓郁的香味。

这些玉米片看似简单，却与众不同，
经过多道工序才能加工而成。玉米有2%
的杂质，玉米粒外表还有一层釉质，牛吃
完之后，无法吸收，传统的饲养方法是将
生玉米磨成粉直接喂牛，经过分析，消化

吸收率只能达到60%。而在大肥牛公司，
会先将收购的玉米粒除尘去杂，然后放入
浸泡罐4至5个小时，再利用发酵罐产生
的沼气带动蒸汽发生器对玉米粒进行蒸
熟、压片、烘干，做成压片玉米喂牛，玉米
消化吸收率提升到95%，其蛋白质和淀粉
得以充分吸收，饲养的牛长得快，品质好。

摆脱落后的传统产业模式，实现产业
创新，并探索新的发展产业生态，是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所在。

打开小程序“大肥牛养牛小助手”，里
面有三个板块“我的牛场”“供求信息”“犊
牛交易”，每个板块功能不一样，但却是将
大数据应用于肉牛养殖的全过程。在“我
的牛场”板块，牛场主可通过牛只管理、物
资管理、员工管理、牛场账本四大模块，实
现对肉牛养殖全过程的控制；通过“供求
信息”功能板块，用户可发布或搜索如土
地流转等所需信息；“犊牛交易”板块，用
户可对大肥牛就近服务网点进行查询和
咨询，获取优质牛源。莫测说：“大肥牛养
牛小助手可科学提升牛场管理效率，为养
殖户提供高品质肉牛养殖服务体系。”

大肥牛公司的企业理念是“联农带农

富农”，通过平台带动实现共同富裕。
养殖户养牛有三大痛点：买牛难、养牛

难、卖牛难。此外，肉牛的育肥也很关键，
育肥阶段分草饲和谷饲，前期草饲，后期谷
饲，养殖户可能会面临投入压力大、技术不
到位，难以养出标准化的肥牛，导致终端的
餐饮企业和屠宰场不用这样的牛。

通过大肥牛肉牛交易平台可以解决
这些痛点。大肥牛公司提供牛犊交易的
时候，技术人员会不定期上门进行牛犊养
殖技术指导；另一方面养殖户将牛犊养大
之后可以和公司置换小牛犊，扩大养殖规
模，或者通过平台找到满意的交易对象。

小规模，大产业，藏牛于民，联农带农
富农，才是发展牛产业的关键，目前，大肥
牛公司在贵州省内联农带农养殖肉牛千
余户，有效带动养殖户创新肉牛养殖模
式，增加肉牛附加值。莫测介绍，下一步
公司将不断加大科技投入，通过肉牛大数
据交易中心平台的服务体系助力肉牛产
业转型升级，改变传统的自繁自养模式，
用数字化、智能化的方式引导农户科学喂
养、分段养殖，通过平台带动农户富起来，
让产业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王思源） 6月27日，由
上海市摄影家协会艺术推广委员会主办的

“民俗风——安顺市紫云自治县、西秀区非
遗摄影”作品展在上海举行，旨在展示安顺
独特的自然风光以及非物质文化的独特魅
力，让更多人了解安顺、知晓安顺，吸引更
多人来安顺旅游，感受安顺的民族文化之
魅、风情风光之美。

摄影作品展围绕“紫云·风蕴”“西秀·
风物”“安顺·风景”三个主题，以大山深处
原生态环境和国家级、省级等非遗传承人
为聚焦对象，将山水风光、非遗项目、民俗
元素与环境写实人像的摄影相结合，涵盖
西秀区、紫云自治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民
俗、手工技艺以及安顺自然风景等，由上海

“海上·非遗”摄影团队拍摄，用镜头记录安
顺秀丽的自然风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
统技艺、传习活动、制作过程。“安顺地戏”

“蜡染技艺”“苗族刺绣”等国家级、省级非

遗，以及黄果树大瀑布、坝陵河大桥、云山
屯等均在作品中亮相。

2023年7月，上海“海上·非遗”摄影团
队10名摄影人组成的赴黔（安顺）公益摄影
队，深入西秀区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云峰
景区、刘官乡、蔡官镇，紫云自治县板当镇、
坝羊镇、猫营镇、猴场镇以及格凸河景区等
地，以安顺最具特色的地戏、屯堡傩雕、苗
族蜡染、亚鲁王、布依族“六月六”、苗族跳
花节等众多非遗项目为拍摄主题，利用图
片、短视频、沉浸式VR等形式，立体、形象
地展现安顺最原生态的自然风光、人文历
史、民俗风情、非遗文化。

据悉，上海“海上·非遗”摄影团队“非遗”
题材摄影实践已有10年，上海“非遗”作品
2018年在上海国际民间艺术节、云南彝族

“非遗”作品和2023年拍摄的安顺“非遗”作
品分别在2021年和2023年江苏省“长江文
化节”的“未来非遗”当代视觉艺术展中展出。

紫云自治县、西秀区“非遗”摄影作品展在上海举行——

“海上·非遗”聚焦安顺

摄影作品展现场摄影作品展现场

（上接1版）
“学校按照《贵州省农村义务教育营

养午餐推荐带量食谱》和学生电子营养师
食谱进行科学配餐、营养供餐，每顿保证6
种食材以上，均是‘三菜一汤’加水煮蛋和
适量水果严格做到每周25种食材以上与
2次固定豆类食品。”彭军告诉记者，该校
还推行“明厨亮灶”工程，在食堂的加工
区、烹饪区等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并在食
堂大厅显眼位置配有显示屏，师生可同步

看到烹饪加工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督。
在关岭自治县顶云中心小学，随着一

阵下课铃声响起，各年级学生相继来到食
堂用餐，学生们自行盛好米饭后，有序排
队打菜，最后在食堂值班教师处领取水煮
蛋和水果。

“今天有我喜欢吃的土豆炖排骨和炒
花菜，我要多添一点饭。”该校四年级（7）
班的学生左思思说，学校每天的菜品都不
同，还有鸡蛋和水果，既营养又好吃。

在该校食堂里，除了有老师为每名学
生分发水煮蛋和水果之外，两个出入口和
就餐区还有值班老师维持秩序，每个班级
也有陪餐老师与学生一同就餐；食堂墙上
张贴的食堂管理制度、饮食和配餐卫生管
理制度、食品采购验收制度和管理人员职
责等内容清楚了然。

“我校始终将学生餐作为重点工作
来抓，在学生取餐就餐环节，要求每天至
少有一位学校领导、一位中层干部和一

位教师陪餐，每班上午最后一节课的老
师下课后要组织学生有序进入食堂排队
取餐，并回到指定地点就餐，取餐时尽量
做到吃多少打多少，不铺张浪费。”该校
副校长谢立琼说，学校供餐食品每顿按
照“三菜一汤”加水煮鸡蛋、适量水果或
牛奶、面包，并且学校每周一会将本周带
量食谱在班级家长群进行公示，每天也
会将饭菜图片转发至班级家长群，自觉
接受家长及社会的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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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安顺市发展新质生产力调研采访报道之二安顺市发展新质生产力调研采访报道之二

“一头牛”背后的新质生产力
□本报记者 李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