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甘良莹/校对：刘朵凤/组版：陈红 ANSHUN DAILY 综 合 3 2024年11月7日 星期四

眼下，正值生姜采收上市的季节，
在平坝区天龙镇高田村，500亩连片的
生姜地里，务工群众正忙着拔姜、剪秆、
去泥、装箱，等待装车运往各地市场，田
间地头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我今年种植了60多亩二黄姜，亩
产能达4000斤以上，目前市场价格在3
至4元。”生姜种植大户王大开有着40
年生姜种植经验，多年来，他和妻子辗
转安顺、黔西南等市州多个县区种植生
姜。据王大开介绍，现在生姜的市场价
较低，今年采收的生姜在姜地里经过称
重、装箱后将集中送往冷库冷藏，待市
场价格上涨时再销往浙江、广东、湖南
等地。

生姜种植不仅为种植大户带来了
可观的收益，也为周边出行不便、赋闲
在家的村民提供了就业机会。正在基
地务工的娄贵琼告诉记者，她家就住在
高田村附近，一年四季在这里都能找到
合适的农活，现在趁着生姜成熟来姜地
采挖生姜，每天的收入有100元。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作为平坝
区十里五万亩高标准蔬菜种植园区的
核心区域，今年，高田坝区将村里的
1475亩土地划分为大葱、黄瓜、生姜、
冬瓜以及零星烤烟种植区域，通过引
进大户示范种植，引领群众发展，把蔬

菜种植做成强农富民产业，拓宽群众
就业增收渠道。

“大葱、黄瓜已经采摘结束，生姜采
收还会再进行半个月左右。同时，规模
化种植生姜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从选

种、栽种、田间管理到采收每个环节都
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因此，生姜种植也
有效带动了高田村周边村民就近务工
增收。”高田村驻村第一书记陈恒红说，
高田村有着良好的区位优势和产业发

展基础，近年来，村里充分利用当地的
条件优势，积极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
构，因地制宜发展生姜、黄瓜、冬瓜等特
色种植产业，不仅丰富了群众的“菜篮
子”，更是鼓起了农户的“钱袋子”。

“这个电视机多少钱？有优惠吗
……”近日，在镇宁自治县诚宁供销家
电的商铺里，彩电、冰箱、洗衣机、热水
器，各种家电产品琳琅满目，前来咨询

“以旧换新”活动相关政策和购买家电
产品的市民络绎不绝，消费者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求选择心仪的产品进行“以旧
换新”。

自7月开始，镇宁逐步推动新一轮
“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落实，激发广
大消费者购买热情，不仅促进家电产品
的更新换代，也进一步激活了消费市场
的新动能，为消费者提供更多的便利。

“我看到朋友圈有这个‘以旧换新’
的活动，觉得很实惠，刚好家里的冰箱
也想换了，就过来看一下，算下来大概
可以节约2000元。”正在认真挑选家电

的市民余女士说道。
“我们店是从9月中旬开始‘以旧换

新’的活动，活动比较惠民，流程也很简
单，只要是旧机器就可以参与，比如一
级能效补贴20%，二级能效补贴15%，
最高可以补贴到2000元，一个人可以
享受5件不同产品进行补贴购买。”镇宁
诚宁供销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郭承林
介绍。

据了解，此次“以旧换新”涵盖了多
个领域的商品，包括汽车、电动自行车、
家电等，补贴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消费
者申领与使用补贴方式更加便捷。除
了镇宁诚宁供销家电外，镇宁还有苏宁
易购、镇宁自治县家佰电器经营铺、林
鸿家电等17家家电经营企业商户参与
到此轮“以旧换新”活动中。

镇宁：

新一轮“以旧换新”惠民利民
□本报记者 郭黎潇 文/图

市民在挑选家电

本报讯（记者 卢维 文/图） 11月6
日，由安顺市征兵办公室主办，安顺职
业技术学院承办的安顺市首届“贵送精
兵”军事兴趣社团比武竞赛在安顺职业
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多所高校的
多支队伍近200人参加比赛。

本次比武竞赛包括大合唱、理论知
识竞赛和思政（军事）优质课3项必选
科目，还有基础队列动作、国旗护卫

队、战场救护等多项技能科目。每一个
科目都充分考验着参赛选手的身体素
质与团队意识。比赛中，参赛选手们以
顽强的毅力、拼搏的精神、聪明的智
慧、密切的配合，完成了一项又一项高
难度挑战。

据介绍，此次活动的开展，为普及
国防教育、增强高校青年军事技能提供
了重要平台。

安顺市首届“贵送精兵”
军事兴趣社团比武竞赛举行

比武竞赛现场

11月6日，紫云自治县格凸河镇和
谐社区“非遗工坊”里，务工人员有的在
纺线，有的在蜡染布匹，有的在绣花包、

缝头帕等，各自忙碌着。
“自社区‘非遗工坊’建成，我就来

这里干活了，重操旧业赚点小钱补贴

家用。”和谐社区居民王细妹说，之前
在格凸河镇旁如村老家，农忙时节干
农活，闲时种植青麻纺线织布、蜡染、
缝制服饰，搬到和谐社区后，生活环境
变好了，但祖辈传承下来的手艺却没
有“用武之地”。

同样在和谐社区“非遗工坊”蜡染布
匹的居民罗果妹告诉记者：“现在社区提
供了开展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的空间和设
施设备，我们做得多就赚得多，生活也更
有意义了。”

和谐社区是一个新型社区，居住着
182户来自深山区、石山区的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户。其中不少是苗族妇女，她
们从小就有织布、蜡染、缝制服饰的习
惯。今年，该社区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安
装了12台织布机，修建了蜡染池、购置
了蜡染缸，设立集刺绣房、民族服饰展厅
等为一体的“非遗工坊”，目前已吸引30
余名妇女就业务工。

“‘非遗工坊’吸纳社区留守妇女集
中就业，社区提供设施设备，居民自己投
劳加工生产民族服装和挂件饰品。销售
方面分为居民自行销售和社区搭台‘线

上、线下’销售。”和谐社区党支部书记卢
启瑞说，同时，“非遗工坊”还在传承民族
手工艺方面，邀请市县非遗文化传承人
来社区开展蜡染、刺绣等技能培训，不断
提升居民们的民族服饰、蜡染制品等民
族手工艺品加工制作技能，实现促进就
业增收、技艺传承“双赢”。

此外，和谐社区推出“非遗手工艺+
体验”新模式，引导居民们到“非遗工坊”
实际体验蜡染、刺绣、织布工艺，感受民
族文化，真正让民族传统技艺走出大山，
走进大众视野。

“和谐社区‘非遗工坊’对格凸河镇
传承民族文化和发展民族手工艺品制
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带头作用。”格凸
河镇党委书记叶博文说，下一步，格凸
河镇将积极探索“民族手工艺品+电商”

“民族手工艺品+旅游”“民族手工艺
品+文创”等融合发展新模式，在全镇各
村推广，让“绣娘”在“干中学，学中干”，
持续提高自身非遗技艺，提升产品质
量，探索开发新产品，打造格凸河镇特色
非遗文化品牌，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
感、幸福感。

自进入11月份以来，关岭自治县
断桥镇的果冻橙正式迎来丰收季，木
城河畔、戈尧果山……行走在山与水
之间，皆能看见片片橙黄。

当果冻橙丰收的季节遇上秋阳高
照的周末时光，满园橙香吸引着无数
游客前往。近日，在位于该镇木城村
的丰庆木城果园内，前来体验“采摘
游”的游客络绎不绝，有的穿梭于林

间，手持果剪认真挑选果冻橙，有的拿
出相机、手机拍照打卡，有的摘下一个
先行“尝鲜”。

“果园就在木城河畔，交通便利，
风景优美，今天带着家人来到果园采
摘，品尝之后发现这里的果冻橙口感
好、果味浓、水分足，品质相当不错，体
验感很好。”游客张荣对果冻橙赞不绝
口，一口气采摘了数十斤。

据了解，该镇丰庆木城果园的果
冻橙种植面积有70余亩，预计今年产
量近20万斤，开园以来每天可接待游
客约500人次。

与丰庆木城果园一样的景象还发
生在戈尧村的精品水果基地。连日
来，戈尧村果农曹勇一早便来到自家
的果园里，不仅要采摘部分果冻橙售
卖，还要接待慕名来到村里体验采摘
的游客。

“我自己种植了40亩果冻橙和大
五星枇杷，今年又流转了100亩果园，
其中有70亩是果冻橙。”曹勇告诉记
者，只要用心管护，每亩能产3000斤以
上的果冻橙，按照今年每斤6.8元的价
格，亩产值能达到2万元，经济价值相
当可观。

听闻断桥镇果冻橙上市后，家住
安顺的周秋月一早便带着家人、约上
朋友出发前往戈尧村精品水果基地。
走进果园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果树
上挂满了汁水饱满的果冻橙。

“来到断桥镇戈尧村的精品水果
种植基地，体验了采摘的快乐，在现场
品尝了新鲜的果冻橙，口感很好，还买
了20多斤带回家同家人分享。”周秋
月说。

戈尧村精品水果基地自2017年开
始种植果冻橙，是断桥镇最早种植果
冻橙的村寨之一，因该村具备日照充
足、昼夜温差大等自然优势，所产的果
冻橙果味浓、汁水足、味道好、品相佳，
深受关岭当地及周边县、市消费者的
青睐。目前，该村果冻橙种植面积已
达800多亩，其中挂果面积近400亩，
预计年产量在80万斤以上，产值突破
500万元。

“当前，断桥镇柑橘类水果面积达
2.5万亩，其中果冻橙1万亩，挂果面积
为3000亩左右，主要分布在戈尧、木
城、德兴、纳建4个村，亩产量在3000
至4000斤。今年，我们在戈尧村和木
城村的果园打造了智能化监测中心，
可以对果园的土壤、气温、虫情、水分
进行实时监测，从而根据环境数据及
时采取施肥、施药等管理措施。”断桥
镇副镇长王帮华表示，随着果冻橙品
牌逐渐打响，接下来，断桥镇将在市场
渠道上下足功夫，除了果农自售、游客
采摘之外，还紧抓东西部协作、中国航
空工业集团帮扶等契机，加大对接力
度，搭建产销平台，并积极组织各地水
果经营企业、经销商来到产区实地考
察，达成大宗采购合作。

一墙一风景，一墙一文明。11月4日，记者看到在黄果树大街驼宝山红绿
灯路段的人行道上，一段外围墙的宣传画十分醒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文明礼仪”“健康生活”等积极向上的图文凸显在绿色的背景上，让人赏心悦
目的同时，也让文明创建的理念深入人心。 □武贵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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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岭断桥镇：

橙香引来八方客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天龙镇高田村：

500余亩生姜喜迎丰收
□本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格凸河镇和谐社区：

“非遗工坊”让老手艺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蜡染产品制作蜡染产品制作

生姜丰收生姜丰收

采摘果冻橙采摘果冻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