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补郎乡仓田村：

“魔”力十足“芋”见丰收
□本报记者 李伟

眼下，正是魔芋收获的季节。
11月28日，记者来到位于普定县

补郎乡仓田村的普定县杨春众诚种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魔芋种植基地，只见
新鲜采挖的魔芋如小山般堆积，村民们
正在忙着采挖、分拣、装袋。

“我们合作社昨天开始采挖魔芋，今
年魔芋长势好，亩产超过4000斤。”合作
社负责人杨春说，今年有100多亩魔芋
进入采挖期，预计需要采挖十来天。

“采挖好的魔芋通过卡车直接卖到

云南，8600元一吨。”杨春笑着说。
据介绍，补郎乡仓田村、补郎村一

带，以山地为主，土质疏松含酸，非常适
合发展魔芋种植。2021年，杨春成立
合作社，通过流转土地和与村民合作的
模式发展魔芋种植，当年种了100亩，
此后逐年扩大种植面积。如今，在仓田
村、补郎村种植面积达到400亩。

杨春说，为了选择适合的产业，他
花了2年时间进行市场调研，到云南调
研时，发现种植魔芋效益好，还能带领

村民一起发展，最终确定了产业发展方
向。魔芋从种植到采挖都需要大量的
务工人员，以此带动村民务工增收。

仓田村村民周琴说：“在合作社采挖
魔芋离家近，100元一天，可以挣点钱补贴
家用。”

“现在每天近30人在基地务工，都
是附近村寨的村民。”杨春介绍，下一步
他打算扩大魔芋种植面积，带领更多村
民一起发展种植，增加魔芋产量，之后
再建设魔芋加工厂，提升魔芋附加值。

仓田村党支部书记陈勇给记者算
了一笔经济账：一亩地的魔芋产量在
4000斤左右，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每斤4
到5元计算，一亩地产值可达17000元
左右，一亩地投入成本在9000元左右，
2年的生长期，算下来每亩地每年的纯
利润为4000元。

“目前我们村魔芋种植面积达300余
亩，下一步，仓田村将积极引导村民学习
魔芋种植技术，促进魔芋种植规模化、标
准化水平，助力群众增收致富。”陈勇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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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不忘耕，冬不赋闲。眼下，正值李
树冬季管理的关键时期。连日来，位于平
坝区羊昌乡龙海村的贵州龙辛农业产业
发展有限公司李子种植基地内，工人们忙
着剪枝、施肥、除草等，一派繁忙景象。

“我们施的肥料主要是生物有机
肥，含有配比科学的氮、磷、钾等营养元
素，既能促进果树生长发育，又能改善
土壤环境，增强果树抗病能力，结出的
李子甜度更高，口感更好。”基地负责人
熊乐英说。

据了解，贵州龙辛农业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是羊昌乡引进的一家种植企业，
公司负责人熊乐英从事水果经销生意
30余年，2017年开始在龙海村种植冰
脆李，今年该种植基地种植了冰脆李以
及半边红、脆红李和蜂糖李等品种，目
前种植面积已达到800余亩。

“剪枝要遵循看、算、剪、查四步法，
不能剪得过早过短，也不能剪得太晚太
长，要预留好芽眼的位置，这样才能不影
响枝条生长。”农技员李果祥一边修剪枝
条，一边向其他工人讲解剪枝技巧。

“今年，我们特地从四川聘请了更
专业的果树栽植技术员，利用他们先进
的管理管护技术，帮助果园更好地做好
今冬的果树管护。”熊乐英说，基地今年
得到了100万元的东西部协作资金支
持，对果园加装水肥一体化设施设备，
覆盖李子种植面积500亩，并带动周边
村寨10000人次以上的劳动力务工。

近年来，龙海村立足资源禀赋，狠
抓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做大做强特色农
业产业，做优做活农文旅融合，不断提
升现代农业发展水平，壮大集体经济，
有力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

羊昌乡龙海村：

果园催农忙 管护正当时
□本报记者 桂传念 高兰萍 文/图

工人为果园除草

本报讯（记者 罗含瑶 文/图） 11
月28日，安顺市2024年食品安全突发
事件应急演练在紫云自治县民族中等职
业学校举行。

本次应急演练立足实战模拟紫云自
治县民族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在食堂
就餐后引发细菌性食物中毒，相关部门
按照法定程序和相关规定启动食品安全
突发事件四级应急响应，市、县两级多部
门快速反应、密切合作、协同处置。

随着指挥长的一声令下，各演练小
组迅速就位，按照预设内容有条不紊地
开展演练。现场通过部分场景视频播

放、人物角色扮演、现场主持讲解等多
种形式，演练事件的发生与报告、先期
处置与响应、紧急处置与调查、维稳疏
导、响应终止、后期处置6个环节，全方
位展示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工作
流程。

通过演练，进一步加强我市应急组
织机构各小组之间的协同配合以及应对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组织指挥、协调配
合、快速响应及高效处置能力。演练达
到了练队伍、强技能、找短板、补弱项的
目的，为今后做好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
置工作提供有益示范。

我市开展2024年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演练

演练现场

满月酒、贺寿酒、搬家酒、升学酒
……说起村里曾经滥办酒席的风气，普
定县猫洞乡和谐村党支部书记王成伍
告诉记者，以前村里平均每年要有各类
酒席70多台，各种名目繁多的办酒行
为，给村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和谐村红白理事会会长支艳对滥
办酒席也是“印象深刻”：“酒席多，吃
酒的人负担也不小，外出务工免不了
人情就三三两两地来回跑，一年下来
攒的钱都花在路途上了。”

为刹住滥办酒席的歪风，倡导文
明节俭新风尚，2022年，和谐村村两
委痛下决心，通过开院坝会，广泛听取
村民的意见建议，成立红白理事会，制
订红白喜事各项规章制度。

“制度规定，除婚丧酒席外，其他
酒席一律不准办理。时间、体量严格
控制，婚嫁酒1天，办酒桌数最多20
桌；丧事酒最多3天，办酒桌数最多
30桌。”王成伍说。

和谐村还创新推出“四钵宴”，即
一钵荤菜、一钵素菜、一钵烩菜、一钵
汤，分量不够可以加，但绝不浪费，让
村民改掉陋习，树文明新风。

“过去一桌至少要16至20个菜，
成本在320元以上，办酒成本高、开支
大，现在一桌‘四钵宴’控制在120元
以内，大家一个标准，互相不攀比。”支
艳说，以前农村操办红白喜事，程序繁

琐，村民攀比成风，这不仅增加了群众
的经济负担，也助长了讲排场、比阔气
的奢靡风气。

在办酒席的过程中，红白理事会
还会派成员参与村民收礼金，对于不
按规定随礼的人员当场劝退、对不按
规定办理酒席的现场劝阻制止，同时
设立“红黑榜”，树立移风易俗典型模
范，引导大家学习。

“前期，很多村民不理解，有自己
的顾虑，村两委便主动靠前，贴公告、
走上门，耐心为办事村民家的客人说
明村规。”支艳说。

结合村情实际，和谐村把18至
60岁的村民，按每20人一组组建酒
席互助队，建立8对女子组、4队男子
组，由大家投票选出小组长。村里哪
家有红白事，各互助队就轮组帮忙，完
成酒席一条龙服务。在开展移风易俗
方面还专门为群众免费提供文化大厅
使用，为群众提供便利。

“现在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有了
酒席互助队后，在外打工群众也不用
来回跑，免去了‘人情债’，邻里关系也
越来越好了。”支艳说。

“目前，和谐村通过系列有力措
施，大操大办、乱办滥办酒席之风已从
村里消失，每年红白喜事也从原来的
70多台降至10台左右，无一例违规
操办酒席的现象发生。”王成伍说。

“宋旗是个好地方，好山好水好风
光。移风易俗人人讲，文明乡风处处
扬。”近日，记者走进安顺经开区宋旗
镇和兴村，驻村第一书记何孝友正以
打快板的形式，向群众进行创文宣传，
树立文明乡风。

近年来，和兴村紧密结合村情发
展变化，以修订完善村规民约为抓手，
通过制定实施“一约四会三榜”，不断
规范完善村规民约，建立健全农村全
覆盖的红白理事会、道德评议会、村民
议事会、禁毒禁赌会、红黑榜、积德榜、
乡贤榜，并切实发挥其作用，不断提升
农村社区治理水平。

和兴村有4个村民组733户3135
人，原属“贵州省一类贫困村”，如今已
变成远近闻名的“小康示范村”“平安
村”“文明村”。

据何孝友介绍，和兴村的新村规
民约从“操办酒席”“宜居创建”“粮食
安全”“整治撂荒土地”“移风易俗”等
方面对村民作了具体要求，引导村民
树立文明新风，摒弃陈规陋习，有效增

强了村民的自律意识，推动了乡风文
明建设。

在和兴村，党员示范带头，争当
移风易俗宣传员、乡风文明指导员，
引导村民百姓树立文明新风尚，尊老
敬老、厚养薄葬的文明新风在和兴村
蔚然成风。

“文明实践活动是我们服务群众
零距离的重要载体，群众在哪里，文明
实践就要延伸到哪里。”何孝友介绍，
和兴村将移风易俗工作与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工作紧密结合，设立教育服务
阵地9个，文明实践点12个，组建服
务队伍7支。志愿者们开展移风易俗
宣传、文明城市创建、乡村卫生整治等
志愿者活动，弘扬新时代文明新风尚，
打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此外，该村还以文明家庭、文明村
镇创建为载体，加强村容村貌整治和
农村环境保护，创造舒适、美观、便捷
的生活环境，积极引导群众开展群众
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倡导健康文明
的生活方式，引领文明新风尚。

猫洞乡和谐村：

移风易俗“移”出文明新风
□本报记者 鲁开伟

冬日，西秀区旧州镇把士村进入
“休整期”的民宿店主们，忙着清扫、基
础设施改造等工作，为来年更好地迎客

“蓄能”。
今年入夏以来，分布在把士村5个

村民组中4个村民组的31家乡村民宿
500个床位全部住满，累计接待避暑旅
居客1500余人，全村旅游创收360余
万元。民宿产业在这里迸发出强劲的
发展活力。

“这几年，每年全国多地发布高温
预警，但安顺气候凉爽舒适。随着安顺

‘21℃的城市 360度的人生’城市IP的
宣传，良好的避暑资源引来越来越多的
避暑游客。这就是我们发展乡村民宿
产业的底气！”把士村党支部书记陈平
自信地说道。

陈平介绍，把士村山环水绕、绿树

成荫，景色宜人，离安顺城区近，紧邻旧
州古镇景区，地理位置好，村容整洁、乡
风文明，为民宿发展奠定了基础。

为此，把士村村两委抓住发展“避
暑经济”的机遇，盘点避暑旅游资源，引
导村民走上民宿产业发展之路。

“2019年出现首家民宿，2020年增
至11家，2023年增加到24家，今年再
新增8家。短短五年，把士村民宿产业
实现了量变发展。”陈平说。

鑫辰宾馆经营者金柏茂，是把士村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2019年，四处经
商的他嗅到了发展民宿的商机，把自家
住房二楼6个房间装修后，开门迎客。

“刚起步，6个房间就住满了，确实
出乎意料！”金柏茂说，2020年他又装
修6个房间，依然客满。今年6到8月
份，营业额就达10多万元。

“有‘回头客’，也有‘老带新’，其中
老年人居多。”金柏茂说，为让客人乘兴
而来，满意而归，我们拿出当地特色菜
肴招待客人，比如辣子鸡、盐菜肉、炸茨
菇等。

通过游客“口碑”带动，把士村客源
从开始的湖南、四川、重庆，拓展到湖
北、江西、广西、广东等地。

“为让游客‘住得下、体验好’，我们
要把把士打造成游客的第二个家。”陈
平道出了把士村民宿产业发展的定位
和目标。

把士村常态化进行村庄保洁，种花
植树，打造村级公园，修建旅游公厕等，
并举办屯堡服饰走秀等文体活动，邀请
客人参加全镇“避暑旅居游客联谊活
动”、民俗文化活动，成立旧州古镇旅游
协会把士村分会，规范民宿经营行为，

积极推荐民宿经营者参加中式面点师、
粤菜师傅等技能培训，提升旅游服务质
量和水平。

目前，该村正在推进解决村中河道
水源问题，美化提升通村路沿线民居院
落，实现水清岸绿、路洁院美，让游客获
得更舒适的旅居体验。

“为了避免恶性竞争，我们协会对
全村民宿费用进行合理定价，严格把关
餐饮、住宿的质量和安全，让游客吃得
放心、住得安心。”同是旧州古镇旅游协
会把士村分会长的金柏茂补充道。

“住得下”“体验到”有了，如何让游
客“带得走”？陈平表示，把士村将搭建
农特产品、旅游商品销售渠道，在方便
游客“带货”的同时，带动当地群众通过
从事种植、加工增加收入，也让地方特
色产品插上“旅居的翅膀”飞出黔山。

旧州镇把士村：

发展民宿经济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吴学思 李伟

宋旗镇和兴村：

乡风文明处处扬
□本报记者 唐琪

初冬时节，走进黄果树旅游区石头
寨村，绿水与青山相互映衬，道路两旁
绿树葱茏，屋舍纵横错落。路上游客三
两成群，或欣赏田园风光，或探寻布依
蜡染技艺，或入住特色民宿体验“诗与
远方”。

近年来，石头寨村依托优越的自然
风光、独特的民族文化以及毗邻黄果树
景区的区位优势，明确“旅游立村”发展
思路，全力推进旅游产业发展，助推乡
村振兴。

在蜡染一条街，蜡染手工艺人正在
专注地绘制精美图案，细腻的线条在洁
白的布料上逐渐成型，吸引了路过游客
的目光，有的游客还上手体验。

“我制作了40多年的蜡染，随着村
里的旅游产业发展起来，游客对我们的
布依蜡染很感兴趣，便开设了一家蜡染
制作工艺室，既能增加收入，还可以向
游客推广蜡染文化。”石头寨村民韦启
珍告诉记者。

“我们深度挖掘布依族文化资源，
打造民族文化特色品牌。”石头寨驻村
第一书记柴儒刚告诉记者，目前村里自
主经营蜡染工坊的村民共有12户，为

了进一步扩大产业规模，带动更多村民
发展，石头寨村积极组织非遗传承人进
行蜡染技艺培训，同时向上争取资金搭
建电商销售平台，帮助村民拓宽销售
渠道。

据统计，近年来石头寨村蜡染产业
年产值达170余万元，通过布依蜡染协
会培养蜡染技艺非遗传承人7名，累计
培训蜡染学员180余名，接待省内外游
客参与蜡染制作3000余人，蜡染文化
逐渐成为石头寨旅游新名片。

沿着村里的道路一直前行，一家充
满童趣的民宿吸引了记者的目光。

“以前这里是一片‘荒原’，为了盘
活闲置资源，石头寨村招商引入贵州
山月集酒店管理公司打造牧野童话民
宿项目，养殖梅花鹿、长毛兔等动物，
结合滑草、玩沙、钓鱼等游乐设施打造
亲子乐园，吸引了众多亲子家庭前来
游玩。”石头寨村村委委员伍德雄告诉
记者。

牧野童话并非石头寨村引进的第
一个民宿项目，在此之前，该村还引入
了匠庐·村晓、笙品·云端石头寨等精品
民宿。

“这些民宿的入驻，不仅盘活了闲
置资源，还带动了本村近60人就业，再
加上房屋租赁，实现了多渠道为当地群
众创收。”伍德雄说道。

“随着游客逐渐增多，服务品质也
必须跟上。”石头寨驻村工作队队员王
忠欢说，石头寨村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志
愿服务队，负责村寨环境卫生打扫，为

游客提供咨询、停车指引等服务。
目前，该村蜡染产品销售、蜡染技

艺体验、导游讲解服务、烧烤垂钓、民宿
等多种业态发展欣欣向荣。柴儒刚表
示，下一步，石头寨村将坚持“产业围绕
旅游转、功能围绕旅游配、民生围绕旅
游兴”理念，推动农旅深度融合，绘就乡
村旅游产业发展新图景。

黄果树旅游区石头寨村：

乡村旅游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本报记者 罗含瑶/文 李伟/图

石头寨村一角

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建设一流旅游城市 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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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