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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盛夏，走进关岭自治县花江镇，
上万亩蜂糖李相继迎来采摘季，枝繁叶
茂的李子树上挂满了颗颗浑圆饱满的蜂
糖李，果农们遇着晴日便要早起上山，采
李入筐，分拣销售。

“我家种植了30多亩蜂糖李，其中
有15亩是老树，结出来的蜂糖李味道
特别好。”在该镇多德村，蜂糖李种植大
户汪桥元提着刚采摘的两大筐李子来
到村合作社称重销售，一天下来能赚好
几百元。

今年，多德村以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消费帮扶为契机，采取“帮扶单位+村级
合作社+果农”的发展模式，由村合作社
以高于市场批发价1至2元的价格向果
农收购蜂糖李，并精心挑选直径超过4.5
厘米的蜂糖李，以精品礼盒的形式销售
至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旗下多家子公司，
如今不出村就能卖李子，大大降低了当
地果农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增加了产业
效益。

据了解，多德村共种植蜂糖李2000
亩，其中进入产果期的有千余亩，发展蜂
糖李产业不仅让农户稳步增收，还有效
治理了当地的石漠化，让原先光秃秃的
石头山变成了绿油油的李子林，实现了
生态和经济效益双提升。

在太坪村，当地致富带头人刘大学
种植了上百亩蜂糖李，自蜂糖李成熟上
市以来，他便订单不断，每日组织人手上
坡采摘李子，忙得不亦乐乎。

“我家这百亩蜂糖李亩产在1000斤
左右，去年就卖了40多万元。”刘大学告
诉记者，他是太坪村首批发展蜂糖李产
业的农户，由于村里海拔、土壤都适合蜂
糖李的生长，所产的李子甜度高、卖相
好，每年都是供不应求。

太坪村是花江镇最早种植蜂糖李的
村寨之一，全村536户农户，其中就有
495户种植蜂糖李，总面积达 3000多
亩，挂果面积为2500亩，全村蜂糖李产
业年产值就能达到数千万元。

“我村不仅产业丰富，由于区位、
交通较为便捷，一直以来还是周边村

寨的集中赶场地点。在2022年，村里
获得了东西部协作资金700万元，用于
建设具备农贸交易、冷库仓储、产品分
拣的特色农产品分拣中心，预计今年
就能正式营业。”太坪村驻村第一书记
吴泽宇告诉记者，目前太坪村特色农
产品分拣中心基础设施已经建设完
毕，为了方便交易、分拣、包装蜂糖李，
暂时将大棚提供给有需要的果农、果
商使用。

从重庆远道而来的水果商王建伟到
花江镇已有月余，他以太坪村新建的特
色农产品分拣中心为中心，大量采购花
江镇各村各寨的优质蜂糖李，并聘请了
当地农户参与分拣、包装、搬运等工作，
通过务工增加收入。

“我已经连续6年来花江镇采购蜂
糖李，足以说明这里的李子品质不错，所
以只要品相、规格、甜度符合要求，有多
少我就收多少。”王建伟说，这段时间他
共计采购了近20车蜂糖李运回重庆，每
车载重为2吨。

早在2016年，花江镇便以实施“退
耕还林”项目为契机，按照当地群众意
愿，在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的石山荒
坡大力发展蜂糖李产业，并且为了保
障项目实施进度与树苗存活率，当地

群众还委托政府引进公司进行种植管
护，3 年挂果后再转交给农户自行管
理，极大激发了发展动力，保障了产业
效益。

如今，该镇经过多年的推广和发展，
辖区太坪村、莲花村、多德村、白泥村、田
坝村、坡蝉村、五里村、坪寨村、坝山村、
前锋村、云庄村、锡厂村均种植了蜂糖
李，总面积超过10000亩，蜂糖李真正成
为当地有效治理石漠化，带动群众增收
致富的“金果子”。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安顺经开区的
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内，浓郁的中药气味扑鼻，工人
们正在对中药材进行初选、洗润、切制
等处理。穿过车间，来到该公司实验
室，技术人员则在对中药材进行检测、
化验。

据了解，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
有限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一家集中
药材种植、中药饮片生产、中药材植物
提取、中医药科研、中药材产品销售、

“一、二、三”产联动于一体的中医药全
产业链综合发展企业，其产品以中药饮
片为主，共有686个品种。

“公司的产品一直备受市场青睐，
去年产值达到6.8亿元，今年上半年已
经实现了5亿元的产值。”该公司生产
总经理于轩俊告诉记者，公司之所以能
不断发展，就是源于对产品质量的坚
守，而对质量的把控离不开科技创新的
力量。

于轩俊向记者介绍，为了确保中药
材在最佳生长条件下茁壮成长，公司积
极引进智能农业技术，今年新建了100
亩智能水肥灌溉系统，实现对中药材生
长环境的精准监测与智能调控。同时，
在生产加工环节，引进了先进的自动化
中药材提取生产线和智能检测设备，采
用超临界萃取技术，高效提取中药材中
的有效成分，实现降本增效。

“除了更新设备，我们还与广东药
科大学联合共建宝林科技中药民族药
协同创研中心，共同对传统的中药饮片
炮制工艺进行优化和升级。通过智能
化的生产管理系统，不仅提高了生产效
率和精准度，更确保了产品质量的稳定

性和可靠性。”于轩俊说，协同创研中心
的成立，不仅为公司提供了资金支持，
更重要的是提供了技术、人才支撑，为
公司创新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近年来，该公司一直非常注重研发
投入，2023 年公司全年研发费用达
2300万元。不仅组建了专业的研发团
队，还积极与贵州大学、贵州医科大学、
贵州中医药大学等高校和安顺市食品
药品检验所等科研机构紧密合作，促进
知识与技术的交流融合。

“毛慈菇是公司现在正大力培育的
中药品种，它具有清热解毒、润肺止咳、
活血止痛、消肿散结等功效。”于轩俊告
诉记者，毛慈菇因为种植程序复杂且药
苗生长风险大，一直以来少有种植。因
此，公司一直在攻克毛慈菇的种植难
题，探索育苗技术，目前在种植毛慈菇
方面已取得2个专利。

除此之外，药膳食疗产品也是公司
产品研发的重要方向。“通过深入研究
药膳食疗的原理和方法，将中药材与食
物进行合理的搭配，开发系列具有药食
同源的药膳食疗产品。目前已开发出
石斛粉、黄精苗条、灵芝茶等30余个产
品。”于轩俊说。

经过近10年的发展，该公司如今
已成长为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
业，并获得25项专利。于轩俊表示，新
质生产力是推动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力
度，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持续增强科
技创新投入，引进和培养高素质科技人
才，同时深化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
加强技术攻关，用科技赋能企业高质量
发展。

本报讯（记者 唐琪） 连日来，位
于安顺经开区的亿丰冷链物流园建设
项目正如火如荼地推进，记者走进项
目现场，繁忙而有序的画面映入眼
帘。吊车、挖掘机等大型机械在工地
上挥舞着“铁臂”，装卸车辆往来穿梭，
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首激昂的建设
交响曲。

亿丰冷链物流园项目作为国家级
示范物流园区的子项目，于2023年6
月开工建设。目前，该项目已完成主
体框架结构的施工，一座现代化的冷
链仓储交易集散中心正逐渐成形。据
介绍，亿丰冷链物流园将建设冷冻库9
万立方米、智能化管理系统2套、大数
据智慧交易管理中心平台1个，并购置
冷链车30辆，完善仓储、运输、流通、分
拨配送等冷链服务功能，旨在打造安
顺地区乃至西南地区的农副产品冷链
集散地。

亿丰冷链物流园建设项目经理刘
俊新信心满满地表示：“项目部制定了
详细的实施计划，计划于7月底完成进
厂道路、厂区道路和管综的施工，并确
保整体项目达到竣备要求。为此，我

们加大了人力、物力的投入，加班加
点，确保质量与安全并重，项目预计于
今年12月投产。”

亿丰冷链物流园项目的建设，不
仅将极大提升安顺地区的冷链仓储和
交易能力，还将进一步完善生鲜农产
品质量安全体系。项目涵盖了食品加
工、冷冻、冷藏保鲜、食品批发经营、食
品进出口等多个方面，将推进商品化
包装与冷链包装一体化，实行专业化、
智能化、规模化经营管理，完善脱水干
制、称量包装、检验检测、低损输送、质
量管控等配套功能，提高果蔬与肉制
品产地商品化处理能力，有效减少流
通损耗。

亿丰冷链物流园项目投产后，将
是西南地区较大的农副产品冷链集散
地，以关岭牛为主的肉制品物流集散
中心，预计投产后年税收达千万元，年
交易额在5亿元以上。建成后可直接
带动300余人就业，间接带动2000人
就业。同时，项目还融入了绿色发展
的理念，建设了屋顶光伏发电系统，以
科技力量助力节能减排，预计投产后
将实现显著的节能效果。

在平坝区，有这样一位农业技术工
作者，她以推动全区农业农村发展和
农民增收致富为目标，无怨无悔扎根
于农业农村工作21年，她就是安顺市
平坝区果蔬茶叶蚕桑站站长、高级农
艺师王菊。

2003年，大学毕业的王菊经过层层
选拨，于同年9月在平坝区羊昌乡农业
服务中心参加工作，正式开始了和农业

“打交道”。在外人看来，农业技术推广
工作量大且枯燥无趣，不但需要懂技术，
还需要一定的体力劳作，而王菊从业以
来始终专注如一，用专业知识和拼搏付
出，持续为“三农”发展保驾护航。

光阴如梭，21年时间，她凭借着优
秀的工作能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共产党
员，同时，也从一名初入职场的懵懂青
年，成长为行业专家，这期间是她与草
帽、农田为伴，持续编织农业振兴梦的初
衷与决心，更是她双脚沾泥土，以科技兴

农书写乡村振兴的实践与担当。
王菊经常深入农村和企业一线，传

播技术，指导农业生产，为企业出谋划
策，足迹早已遍布全区9个乡镇（街道）
大大小小的村庄。“最大的感受就是要不
断学习，不仅向行业专家和身边的领导
同事学习，同时也向基层的老百姓学习，
老百姓在农业生产过程中是很有智慧
的。”在谈到工作中的最大感触时，王菊
认为始终保持学习的状态，不断提升自
己的综合素质和能力水平，才能更好地
适应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更好地为广大
农民朋友服务。

作为长期奋斗在一线的农业科技特
派员，王菊在对蔬菜、辣椒、茶叶、中药
材、水果、食用菌等产业主要推广中，5次
被贵州省农业农村厅评为“先进个人”

“优秀工作者”；2次被市委组织部、市科
技服务中心评为“工作优秀”；1次被市农
委评为“先进个人”；2次被平坝区人民政

府评为“先进个人”，为全区农业产业的
发展和农民增收做了积极贡献。而她也
以饱满的工作热情、扎实的工作作风得
到基层干部、第一书记、乡村振兴服务队
和广大农民的一致认可与赞扬。

作为专业技术骨干人员，王菊深知
创新的重要性，“不能单打独斗，只有集
聚资源、联合攻关，才能有大成果、大进
展，实现集成性突破。”工作中，她主动联
合省农科院、贵州大学等优势科研力量
和龙头企业，主持、参与省、市、区三级乡
村振兴提振计划，任农艺师以来，共主持
完成了16个示范推广项目，其中省级项
目9个，市级项目3个，县区级1个。

扎根基层多年，王菊心中一直秉持
着一个目标，便是把实用的新技术、优良

的新品种送到千家万户的农民手上，实
现大家增产增收，让技术创新受惠于民，
让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群众利益无小事，为农户服务最光
荣。”这是王菊最常讲的一句话。“每次看
到农民群众对我露出笑容，我心里都很
开心，这是对我工作最好的奖赏和鼓励，
他们的丰收，是我最愿意看到的事情。”
王菊表示，在今后的工作中，将不断学习
新的先进的农业现代知识，努力提高农
业技术推广能力，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积
极研究农业技术推广、农业生产中的热
点、焦点和难点问题，为平坝区农业生产
发展、农民增产增收、农业增效、推动全
区农业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工作贡献
力量。

躬耕沃野守初心
——记安顺市平坝区果蔬茶叶蚕桑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王菊

□本报记者 桂传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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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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花江镇太坪村致富带头人刘大学正采摘蜂糖李花江镇太坪村致富带头人刘大学正采摘蜂糖李

关岭花江镇：

万亩蜂糖李 石山增绿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安顺市宝林科技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科技创新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本报记者 罗含瑶 文/图

（上接1版）
在微生物菌剂生产室，朱勤黎一

边操作机器一边介绍：“由科研机构为
我们提供微生物原种，然后在公司的
实验室里进行活化，接着再到生产室
进行扩繁。我正操作的就是扩繁器
械，48小时能扩繁100升微生物菌剂，
等扩繁到 1000升就可以放入储存罐
里储存，然后再根据不同用途，应用到
田间。”

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化肥、农药使
用量过高会导致土壤污染、环境污染、
水资源污染等一系列问题。微生物菌
剂的使用就是要在减少化肥、农药使用
量的同时保证粮食的稳产、高产。

水稻施用了微生物菌剂后效果怎
么样？大屯村村民吴先琴告诉记者：“6
月28日，我们刚刚生产完3000斤的大
米，使用微生物菌剂的水稻不用化肥农
药，品质更好，合作社还打造了‘好孝
稻’品牌有机大米，已获得了有机认证，
今年的价格在每斤15至38元。”

吴先琴回忆道，农业共享庄园以前
是一片荒地，杂草丛生。如今这里翠绿
葱茏，种上了有机玉米、水稻和蔬菜，生
机盎然，还建起了有机谷物转化中心和
蔬菜分拣中心，完善了产业链条。

记者了解到，2022年以来，农业共
享庄园示范种植有机水稻69亩，带动周
边农户种植300亩。同时，该村采取“合
作社+种植大户+农户”的方式，发展有
机蔬菜种植1500余亩，不断促进农业
增效，农户增收。

在动物饲料或饮水中加入复合益
生菌，有提高消化吸收率、减少排放、减
少养殖环境臭味等好处，将微生物进行
发酵饲料饲喂动物，饲料适口性好、好
消化，还能增强动物的免疫力。

在农业共享庄园里，记者看见平坝区
李光祥生物养殖场负责人李光祥正在把
微生物菌剂放进饲料里搅拌，再分发到一
个个食盒里，随着他的一声口哨吹响，四
面八方的鸭子摇头摆尾地从田野间成群
结队走回养殖基地，围着食盒吃起来。

“养殖场也属于我们农业共享庄园
的一部分，微生物技术通过调节鸭舍内
的微生物群落结构，有效降低了臭味的
产生，也能够有效控制疾病的发生。”李
光祥告诉记者，他去年通过微生物技术

养殖的将近900只鹅，今年年初卖了约
15万元，今年养殖的2000只鸭也订出
去了，他还要引进3000只鹅来养。

“在养殖环境或水域每段时间泼洒
养殖场污水生物处理剂，就可以干干净
净养殖，保障鸭鹅不生病，我还想呼吁
更多乡亲们一起养殖。”李光祥笑着说。

如今，李光祥不仅实现自己增收，
还带动大屯村8户养殖户通过微生物技
术一起增收。

一旁的朱勤黎指着农业共享庄园
旁的生猪养殖基地说：“我们也把微生
物技术运用到养猪上，猪在微生物发酵
床上排泄尿液和粪便后，发酵床会将尿
液吸收，并将粪便自然分解转化为有机
物，解决了粪便污染环保问题。”

据了解，微生物发酵床通过微生
物作用，能抑制病原菌的生产和繁殖，
有效抵制病毒入侵，用完后还可作为
有机肥，用于村庄的有机水稻和有机
蔬菜种植。

有机生态循环种养尽管大有前景，
但是也存在着困难。朱勤黎坦言：“我
们的微生物菌剂开发目前已经初见成
果，种植的有机水稻和有机蔬菜品质都
很好，但是市场还是不太理想，推广度
不高，农户的参与度还有待提升。”

“现在许多高校老师也来我们这里
进行科研，我们基地还是贵州师范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生物工程系产学研基
地。接下来，我们将推进饲料发酵床标
准化，继续加大与微生物菌剂开发与应
用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心合作，推
广有机生态循环种植、养殖发展模式，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领更多群众共
同富裕。”朱勤黎说。

本报讯（记者 刘念） 7月6日至7
日，安顺公安深入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
防集中统一行动，全面强化打击整治、
巡查防控、隐患清查和防范宣传，最大
限度挤压犯罪空间，拧紧夏夜“安全
阀”，当好群众“守夜人”。

根据夏季社会治安形势和规律特
点，按照“屯警街面、动中备勤”要求，此
次行动在重点区域科学部署警力，累计
投入警力4723人次、车辆870余台次，
形成强大武装震慑力，有效提高见警
率、管事率和警力覆盖率，有效防范震
慑打击各类街面违法犯罪活动。

按照“夏季行动”的时间要求，增加
巡逻警力和巡逻警车的投入密度，延长
巡逻时间，各机关、派出所警力错时、错
位，采取车巡与步巡相结合、不同时段
交叉巡逻的方式，实施“点、线、面”巡
逻，真正让警力巡起来、警车动起来、警
灯亮起来，做到“白天见警察，晚上见警
灯”，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警察就在
身边，有效警情环比下降10%，取得明
显成果。

以夏夜案件易发部位、流动人口密
集区域为重点，紧盯人员聚集场所，重

点加强夜间的针对性防控，在警情高
发、多发、易发等重点区域，持续亮灯巡
逻守护，特别强化酒吧街、美食街等夜
间营业区域的重点巡查，严厉打击寻衅
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
切实提高夜间震慑力、控制力，坚决防
止发生有影响的案事件。

行动坚持“以打开路、以打促防”，
全面加强案件查处，集中手段和资源，
打攻坚战、集群战，抓获违法犯罪嫌疑
人61人，查处交通违法1792起，查处酒
驾、醉驾154起，实现破案打击质效快速
提升、大幅提升，形成严打快处的进攻
态势。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明
确重点清查点位和场所，共检查重点场
所、巡查重点部位27530人次。

行动期间，广泛开展以防盗、防诈
骗、防毒、防矛盾纠纷、防治安灾害事故
为主题的宣传活动，期间设置宣防点
146个，播放宣传视频196条。利用社
区公告栏、LED显示屏、楼道广告栏、警
务室宣传栏等宣传阵地，发放宣传资料
8485份，受教育群众11747人。通过多
次宣传覆盖，不断扩大防范知识群众知
晓率和防范宣传的社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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