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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日来，普定县化处镇兴达农机专
业合作社紧跟时令，开启秋种准备
工作。

在普定县黄桶街道太平社区，一台
耕地机在田地间来回穿梭，不一会儿便
把一整块地翻耕好了。“早上八点左右
开始耕地，到现在已经完成近20亩。
一台机器一个人一天能耕地近40亩，
如果是依靠人力的话，一天最多只能整

地2亩。”该合作社农机操作手袁廷谋
指着远处的播种机介绍，播种机一天能
播种60亩，效率比耕地机还要高。

普定县化处镇兴达农机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2009年6月，现拥有社员20
人，固定资产近200万元，是安顺市最
早成立的农机合作社之一，设立了信
息、维修、培训等服务机构。目前合作
社拥有农机具180余台（套）。

该合作社负责人袁道明介绍，合作
社不仅流转土地实现全程机械化耕种，
同时还提供农机社会化服务。

普定县兴达农机专业合作社毗邻
普定县太平农场，该农场拥有上万亩土
地，这些土地对外转租，兴达农机专业
合作社的重点农机社会化服务对象就
是流转这些土地发展产业的农户。此
外合作社流转了3000亩土地发展全程

机械化农业种植。合作社每年完成机
械化试验示范 3000 余亩、产粮 500
余吨。

谈及合作社开展的农机社会化服
务，袁道明拨通了一个服务对象的电
话。电话那头，名叫吴德龙的种植户告
诉记者，去年他种植水稻、玉米共计60
余亩，与兴达农机专业合作社达成托管
合作，整体效果非常不错，省时省力还
节约成本。

吴德龙在电话里向记者算了一笔经
济账：“我种1亩水稻，请人打田、插秧、
收割就需要800多元的人工费，托管之
后只需470元就能解决从打田到收割的
问题。产量不减，品质更好。”

袁道明介绍，合作社拥有10名农
机操作人员，均在农机部门取得了操作
证，有成套的农机作业机具，可开展水
稻、马铃薯、油菜、玉米、高粱等农作物
耕作、播种、植保、收割、秸秆还田机等
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服务。服务领域
涵盖农作物机械化耕作、播种、植保、收
割、还田、收获后烘干处理。

“我们每年都要到镇宁、关岭、西秀
区、织金、大方、黔西等地区进行跨区域
作业，作业面积达4.5万亩，带动县域内
3家农机专业合作社、周边脱困户60户
参与作业。”袁道明说，下一步将继续提
升农机装备水平，做好农机社会化服
务，不断扩大服务范围，提升农业产业
全程机械化率，助力广大种植户种好
地、收好粮。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1949年至1978年）

学党史、知党情，颂红谣、念党恩；

安顺红、口口诵，赤子心、代代传。

1950年：

激情放歌高原阔，黔中大地红

色沃；

人民当家做主人，齐心建设安

顺城。

巩固政权任务重，剿灭匪患立

首功；

历时两年三阶段，消灭敌人逾

三万。

鸭绿江边战火掀，保家卫国上

前线；

壮哉黔中好儿郎，抗美援朝精

神扬。

严厉镇压反革命，肃清反动残

势力；

天朗气清正气盈，抓革命来促

生产。

1.“剿灭匪患”：安顺解放后，境内

共有大小土匪185股，34000余人。

从1950年 2月上旬至1951年 12月

底，安顺开展了历时两年的剿匪斗争，

在经过大举清剿、重点进剿、肃清残匪

三个阶段艰苦斗争，组织大小战斗

940余次，付出了牺牲干部、战士585

人的代价，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2.“镇压反革命”：1950年11月至

1953年5月，安顺结合反封建斗争分

三期开展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肃清

了国民党反革命残余势力，为国民经

济发展扫清障碍。

1951年：

轰轰烈烈大土改，封建枷锁全

破拆；

千百年来头一回，实现耕者有

其田。

成立纪律检查委，召开首届人

代会；

选举产生新政协，组建人民新

政府。

3.“大土改”：1951年2月至1952

年 10月，安顺分期分批完成土地改

革，摧毁了封建主义的经济基础，结束

了封建剥削制度，极大地解放了生

产力。

4.“首届人代会”：1951年8月22

日至28日，安顺地区召开了337人参

加的首届各族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大

会通过了《大力发展抗美援朝、土地改

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搞好文教卫

生和城市工作的决议》。大会选举产

生了安顺专区各族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政治协商委员会和安顺专区人民政府

委员会。

1952——1953年：

队伍建设葆初心，三反运动彰

决心；

立身做事守纪律，公正严明赢

民心。

5.“三反”：反对贪污、反对浪费、

反对官僚主义。

1954——1955年：

颁发新证用新币，两社发展出

新绩；

一化三改影响深，社会主义变

成真。

6.“新证”：1954年6月中共安顺

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颁布土地证的

意见》，要求8月份开始颁发土地证，

分期分批至年底结束。

7.“两社”：指农业生产合作社、手

工业合作社。

8.“一化三改”：是中国共产党在

1953年提出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

心内容。“一化”就是逐步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三改”即逐步实现

国家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

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6年：

马鞍山人沈志英，大胆提出两

统一；

季节包公强互助，极大释放生

产力。

经验触动毛主席，批下按语作

肯定；

农村建设新高潮，传遍神州留

美名。

9.“两统一”：即土地统一经营，劳

力统一使用，“季节包工”模式通过把

分散的社员组建成一个合作体，增强

劳动力量；把工作性质逐一分解，按工

计酬，激发劳动热情；把临时小包工改

进为更大范围的“季节包工”，进一步

提高生产力。

1957——1963年：

正式设立安顺市，百废俱兴从

头越；

真抓实干促生产，纠正一化祛

五风。

加强青年团领导，支援农业强

基础；

召开科学工作会，首条铁路全

贯通。

10.“一化”：指干部特殊化。

11.“五风”：指共产风、浮夸风、平

调风、强迫命令风、瞎指挥风。

12.“科学工作会”：1959年6月2

日至6日，地区科委召开全区第一次

科学工作会议。

13.“首条铁路”：1960年 2月12

日至14日，安顺地区第一条全长7公

里的地方铁路在盘县西冲公社建成。

1964——1965年：

仪表轴承发动机，云贵高原育

雄鹰；

规模空前建三线，航空报国度

华年。

二千干部援贵州，建好〇一一

枢纽；

大山深处厂连厂，星罗棋布耸

峻岭。

1966——1976年：

十年动荡笼阴霾，党的事业受

阻碍；

乱云飞渡仍从容，歼六震翅破

长空。

14.“歼六”：1973年12月26日，

贵州航空工业基地生产的单座双发超

音速喷气式战斗机歼—6甲型在安顺

双阳机场首飞成功，

1977——1978年：

扫除四人帮乌云，滇黔锁钥出

顶云；

定产到组超奖励，三敢经验激

活力。

农村改革第一乡，南是顶云北

凤阳；

唱响改革春之声，拨云破冰唤

星晨。

15.“三敢经验”：顶云经验的核心

是“敢闯敢试、敢为人先”，这一经验在

中国农村改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特

别是在推动农村土地改革方面，成为

与安徽凤阳小岗村齐名的改革标志。

——颂红谣、记红史，追忆往昔知

不易；

——听党话、跟党走，实现复兴勇

前行。

近日，由国家图书馆指导、省图书馆主办、紫云自治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承办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暨“书从国图来·悦读在身边”好书共读阅读推广活动在紫云自治县云岭街道城东
社区举行。图为读者在流动图书车旁阅读。 □记者 姚福进 摄

黔中故事天天读

安顺红·数年轮
（二）

10月10日，紫云自治县坝羊镇红
院坝区一块田地里，40名村民正忙碌着
栽种菜心。

“为充分利用好土地资源，实现良
田使用效益最大化，坝羊镇推行稻菜轮
作。时下正是水稻收割时节，也是秋种
蔬菜时节，为此，我们一边收割水稻，一
边翻整地块种植蔬菜。”紫云自治县坝
羊镇党委书记杨开胜说，红院坝区是全
市打造的高标准农田示范点，今秋水稻
收割后将全部种植蔬菜。

坝羊镇红院坝区地块涉及红院、五
星两个村，坝区土地由紫云自治县坝羊农
业经济发展有限公司（镇公司）以每年每
亩840元的价格从农户手中流转过来，以

“稻菜轮作”方式种植水稻和蔬菜。其中，
水稻由镇公司统筹，采取全程机械化作业
方式种植；水稻收割后，镇公司把土地承
包给蔬菜种植大户，以自主经营方式种植
半年蔬菜，到次年种植水稻的季节，蔬菜
种植大户把土地交还镇公司。

“蔬菜早栽种一天就早收割一天，
多种植一季就多一季的收益。为此，水
稻收割前我们就开始培育菜苗了，镇公
司每腾出一块稻田，我们就翻耕整理一
块并进行栽种。”蔬菜种植大户杨发芝
说，他在宁夏从事蔬菜种植行业多年，

积累了丰富的蔬菜种植经验和蔬菜销
售市场资源。他种植的蔬菜主要销往
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栽种的菜心1个
月就可以收割销售了。

同样从镇公司承包红院坝区土地
种植蔬菜的紫云人韦兴荣告诉记者，他

常年在宁夏青铜峡市种植蔬菜，每年10
月至次年3月，那里气温较低，不适合
种植蔬菜，这期间他便返乡，来坝羊镇
红院坝区种植菜心、芥蓝、豆苗、西兰花
等蔬菜。

“蔬菜种植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该

镇在红院坝区推行稻菜轮作，为群众秋
冬农闲时节提供了就近务工增收的机
会。”杨开胜说，目前该镇正在组织农
机技术人员收割水稻，预计10月中旬
完成红院坝区的水稻收割；到11月初，
红院坝区稻田就会全部变成蔬菜田。

坝羊镇红院坝区：

稻菜轮作“一地两用”双收益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普定县化处镇兴达农机专业合作社：

农机社会化服务助农种好地收好粮
□本报记者 李伟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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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机正在耕地

本报讯（记者 陈婷婷）“特等奖杨小筛、任田英，一
等奖常云祥、张健、宋修凯……”10月12日，2024年安顺
市“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暨方晖农业第四届辣椒种植大会
在西秀区双堡镇举行。上千名来自双堡镇及周边的椒农
参加。

活动现场，市农业农村局有关专家作农资、农产品质
量安全培训。企业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土壤修复菌剂现场
演示并开展辣椒病虫害防治沟通培训。还为种植辣椒取
得好收益的种植户颁发了价值约2万元的农资等奖励。

杨小筛作为特等奖的获得者，他开心地说：“我觉得
种植辣椒很有前景，我种植辣椒4年了，公司从育苗、物
资、技术到收购，提供一条龙服务，让我们能安心种植。
我从最开始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5亩，一亩可以有5000
元的纯收入。明年我准备扩种，发展到30亩。”

安顺市方晖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黄晖介绍：“我
们今年在西秀区收购了约1500吨辣椒，覆盖2000多
亩。双堡镇作为种植辣椒的核心区域之一，在科学种植
的基础上，今年大部分农户都获得了好收益。今天除了
西秀区的椒农，还有来自紫云自治县等地的椒农，大家齐
聚一堂，分享辣椒产业带来好收成的喜悦。”

“椒”出好成绩之后……
——2024年安顺市“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暨

方晖农业第四届辣椒种植大会小记

本报讯（记者 卢维） 10月 12日
至13日，安顺市第二十四届老年人运动
会棋牌交流活动在多彩万象旅游城怡程
酒店举行。来自各县、区两百余名老年
人参加交流活动。

活动由象棋、围棋、掼蛋、桥牌四个
项目组成。来自平坝的刘光汉告诉记
者：“此次活动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切磋棋

艺的平台，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活动。”
“本次棋牌交流活动，是我市老年棋

牌爱好者相互结识、切磋棋艺、交流经验
的一个平台，也进一步满足了我市老年
人的精神文化需求。”市老体协副主席陈
勇说，“希望通过举办此类交流活动，让
老年朋友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体育锻炼项
目，促进身心健康，丰富老年生活。”

安顺市第二十四届老年人运动会
棋牌交流活动举行

村民在栽种菜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