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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土生土长的安顺人，方芳是一
个地道的“农三代”。2014年，方芳家
的农资店扩大规模，注册变更为安顺垦
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垦源农
业）。2021年，方芳辞去稳定的工作，
成为一名“新农人”。

从内勤、财务管理到农资销售、种
管技术等，方芳从头学起。参加农资相
关知识培训、外出交流学习，深入田间
地头与老百姓和泥土打交道便成为方
芳的日常。三年时间，方芳从一个技术

“小白”逐渐成长为田间作物“好把式”，
对各种常见的农作物病虫害及防治方
法了然于心。

引导农户使用土壤改良化肥、进行
土壤熏馏、加强绿色防控和田间管理
等，近年来，垦源农业不断开展放心农
资下乡进村，向农户培训理论知识，以
科学种植管护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去年，垦源农业共开展放心农资下乡进
村15次，累计培训农户约5万人次。

与此同时，垦源农业积极与贵州大
学、市农科院、安顺学院、深圳诺普信农
化股份有限公司作物研究院进行技术
交流合作，致力于改良土壤性状，实现
土壤减肥增效。

“今年我们着重向农户推荐了防重
茬有机化肥，其中含土壤修复菌剂，可
以使土壤中的重金属下沉，从而有效保
护土壤，帮助农作物吸收微量元素。”垦
源农业技术人员彭龙清说。

旧州镇一名种植户将黄瓜苗移栽
半个月后，迟迟没有动静，心急如焚的
他立刻向垦源农业请求技术指导。次
日凌晨，技术人员便来到了他家的黄瓜
田间“把脉问诊”。

“把土挖开细看发现种植户移栽的
时候没放底肥，苗也蘖得比较老。”垦源

农业技术人员谌鹏说，当时通过灌根和
使用蘖苗喷雾的方法进行处理，三五天
之后，黄瓜苗便从土里长了出来。

除此之外，埋设滴灌带、利用无人
机飞防、探索黄瓜种植进大棚则是垦源
农业改变传统种植方式的有力举措。

2021年，为实现农业产业提质增
效，垦源农业免费向种植户发放30万
元的滴灌带，试点探索黄瓜滴灌种植，
目前公司超90%的黄瓜种植户实现了
大棚种植。

如今，垦源农业已成为一家覆盖农
业产业全链条的公司，以统一农资、统
一育苗、统一管护、统一技术、统一收购
的模式带动农户种植辣椒、黄瓜、茄子
和蜂糖李等农作物。

以辣椒为例，2024年，垦源农业带
动辣椒种植面积5万亩，辣椒采收期共
设置了10个收购点，收购辣椒1400

吨，收购金额4200万元，带动2000余
户农户务工增收。

在关岭自治县断桥镇坝陵村，种植
户潘万华告诉记者，他种植黄瓜十多年
来，一直使用的都是垦源农业的种子和
化肥，并享受该公司的技术服务。

“去年种植了40多亩黄瓜，大丰
收！纯利润有100万元。”潘万华难掩
喜悦地说。

看着农户不断增加的幸福指数，方
芳干劲满满。垦源农业先后获评为“全
国百佳优秀服务商”“全国放心农资下
乡进村参展商”“全国农资优秀农资服
务商服务案例”。

“下一步，垦源农业将依托现有数
据和技术人员，搭建农资销售、作物种
植、病虫害统计分析数据平台，完善技
术服务平台，帮助农户更好地发展种
植。”方芳说。

本报讯（记者 刘凤）自2024年以
来，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特供酒”清
源打链专项行动。

自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已对全市18
家白酒生产企业、15家酒类经营者、19
家广告经营者进行行政约谈，出动执法
人员1460人次，检查食品生产者140家
次，食品经营者1622家次，包装印刷企
业19家次，和公安、文广旅等部门开展
联合检查5次，查办“特供酒”案件2件。

同时，加强平台监测和宣传引导。
行动开展以来，对辖区涉及酒的网店
24家监测 576个次，酒类广告 944条

次，联合市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不轻
信、不购买“特供酒”，谨防上当受骗消
费提示》，提醒酒类生产经营者要严格
落实主体责任，提醒消费者要理性消
费。张贴《关于严禁制售“特供酒”公
告》1158张，通过“市场主体直通车”发
布“特供酒”相关视频4条，浏览量3.4
万次。

下一步，市市场监管局将持续推进
“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加大对问
题线索排查和市场监管力度，加强和公
安、邮政等部门的沟通协作，严厉打击
各类酒类商品违法违规行为。

市市场监管局持续开展
“特供酒”清源打链专项行动

上世纪90年代，西秀区县府路大梨
树巷里，商户们将凉粉（米豆腐）、洋芋等
常见食材煮熟后，让食客以竹签“叉”取，
放入麻辣芡粉中蘸食，因方言中“叉”与

“夺”发音相近，“夺”凉粉的说法逐渐传

开，夺夺粉由此诞生。大家围坐在热气
腾腾的锅前，手持竹签“夺”粉，不仅让小
吃变得生动有趣，更在民间扎下了根，开
启了其独特的美食发展之路。

近日，记者来到西秀区太和街大梨

树巷夺夺粉火锅店看到，店内老式青砖
的墙壁、铺满瓦片的围墙、木质的桌椅和
横梁，复古的装修仿佛回到了上世纪90
年代的大梨树巷。

“现在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挑剔’，
夺夺粉火锅要在口味、服务、环境上不断
升级。”大梨树巷夺夺粉火锅店的老板蒋
文涛说。传统的夺夺粉锅底以酸汤为
主，选用发酵过的野生毛辣果为主要食
材，这种酸汤浓郁且爽口，再搭配麻辣蘸
料，口感丰富刺激。如今他们在传承多
年的经典酸汤锅底基础上还新增了麻辣
锅底、清汤锅底、酸辣锅底，满足不同口
味、不同人群的需求。

锅底之外，配菜亦是夺夺粉火锅的
一大亮点。火腿肠、鲜肉片、鹌鹑蛋、酥
肉、小瓜、土豆片、冻魔芋、软哨等传统配
菜，与凉粉（米豆腐）搭配在一起，相互映
衬，相得益彰，极大地丰富了食客的用餐
体验。

“唯有打造优质的用餐体验，才能
让外地慕名前来的游客满意而归。”蒋

文涛说道。凭借独特风味、优质服务与
舒适环境，大梨树巷夺夺粉火锅店于
2024年夏成功成为网红打卡店，旅游旺
季日均接待超250桌，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领略夺夺粉的独特魅力，品味当地饮
食风情。

“闻名而来，一试倾心。独特的吃法
与丰富的味道，让我领略到安顺美食的
独特魅力。”来自湖北的游客刘莎表示。

如今夺夺粉的影响力早已突破地
域限制，吸引了大量外地游客。各大夺
夺粉火锅店常常门庭若市，游客们在饱
览黄果树瀑布、龙宫等自然奇观后，纷
纷慕名前来品尝这一特色美食，亲身感
受安顺的热情与活力，体验其独特的饮
食文化。

从往昔的街头小吃，到如今的地方
美食代表，夺夺粉以美食为载体，传递城
市温度，吸引八方游客，助力安顺美食文
化传承发展，让更多人因夺夺粉而钟情
于安顺这座魅力之城，为安顺冬季旅游
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与动力。

安顺夺夺粉：

“夺”了食客的胃
□本报记者 陈思雯 文/图

夺夺粉火锅夺夺粉火锅

1月7日，在平坝区天龙镇合旺村和兴旺村，300亩马铃薯种植科技示范基地
正式开始播种。此次试验开展马铃薯机械起垄黑膜覆盖打孔栽培、马铃薯新品种
引进筛选和种薯扩繁等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试验示范3项，马铃薯抗旱栽培技
术农业主推技术1项。 □记者 郝媛 摄

近年来，黄果树旅游区龙宫镇木厦
河村坚持以党建引领产业发展，深挖自
然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带动
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如今，一幅“乡村
美、产业兴”的美好图景正在木厦河村
徐徐展开。

走进木厦河村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30多个养鱼池鳞次栉比，一条条黑色
的中华鲟在鱼池中欢快地游动，几名工
人正穿梭其间投喂饲料。

“目前全场的鱼苗数量有60万尾，
存塘量可达200吨，预计年出塘量能够
达到700至800吨。”安顺市黄果树旅
游区众鑫丰鱼顺渔业发展有限公司总
经理林厚庭告诉记者，该鱼塘于2023
年6月放苗，2024年7月进行了第一批
次销售，2024年销量达到100吨，主要
销往广州、上海、南京等城市。

木厦河村的水量大、水质好，且
水温适宜，非常适合冷水鱼养殖。因
此，村两委立足本土资源优势，招商
引进公司发展养殖业。木厦河村村
支书雷兴发告诉记者，该公司的落
地，为当地群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
处，鱼塘共租赁了 40 多户村民的土
地，并且在修建过程中提供了众多临
时岗位，建成后为当地提供10余个就
业岗位，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就业，实
现多渠道增收。

“我们家两口子都在这上班，以前
在外面打工，现在年纪大了回到老家，

还能找个班上，有点稳定收入很不错。”
村民李大芬说。

冷水鱼养殖是近年来木厦河村因
地制宜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除此之
外，村两委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带
头作用，培育农业大户，带动村民共同
致富。

沿着蜿蜒的山路，记者来到了梅花
鹿养殖场，养殖场负责人王雄正穿梭在
鹿群中察看它们的生长情况。

“我于2024年10月退伍之后回到
村里，在村两委的支持和鼓励下，决定
养殖梅花鹿。”王雄告诉记者，在养殖过
程中，村两委积极帮忙协调解决养殖用
地、用水等问题，为梅花鹿养殖项目顺
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目前总共养殖了20头梅花鹿，一
只梅花鹿一年可以割取约4斤鹿茸，市
场上鹿茸的价格在3000元1斤左右，
经济效益十分可观。”王雄说道，自己作
为一名党员，这次率先在村里养殖梅花
鹿，也是希望能够起到一个示范带动作
用，让更多村民加入到梅花鹿养殖业中
来，带领大家一起致富。

不仅养殖业，近年来木厦河村也不
断推动种植业转型升级，从水稻、油菜
等传统种植向精品果蔬类经济作物种
植转变。

“为了号召村民种植经济作物，村
两委通过群众会、院坝会等多种方式，
给村民讲好处、算收成，进组入户鼓励

村民。”木厦河村副支书伍元刚说，同
时，还在土地流转、技术培训、市场开拓
等方面给予了全方位的支持，为种植业
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村两委的带动下，如今，木厦河
村种植了茶叶 200余亩、蜂糖李 700
亩、生姜160余亩、八月瓜20余亩、蟠
桃60亩以及茄子棒豆60余亩等，形成
了多元化的种植结构，进一步助力村民

增收。
产业兴则乡村兴。木厦河村村两

委不断立足本地优势，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以产业兴旺为引擎带动乡村振兴。
雷兴发表示，下一步，村两委将深化现
有冷水鱼养殖、梅花鹿养殖、果蔬种植
等产业发展路径，探索多元乡村产业，
让产业旺带动百姓富，努力打造乡村振
兴的典范和样板。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 2024年，我
市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围绕涉农重点领
域、重大专项执法行动，依法打击各类
涉农领域违法行为，全面开展“绿剑护
粮安”执法行动。

在农资打假方面，我市聚焦春耕备
耕关键时期，加强农资生产、流通环节
质量保障，重点围绕“忽悠团”进村兜售
化肥、网络越区违规售种等突出问题，
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切实净化了农资市
场。2024 年，全市共出动执法人员
5250人次，检查农资经营户4093个次，
立案查处涉及种子、农药、肥料、兽药、
饲料、农机等案件124件，罚没款56万
余元，移送司法机关案件1件。

针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各级农业农
村部门以豇豆、水产品、热带水果质量
安全整治为重点，加大监督抽查种植业
产品、畜产品、水产品等产品的力度，严
厉打击农产品种植、养殖过程中质量安
全管控不规范、违法违规使用禁限用药
物和非法添加物、农药兽药残留超标等
问题，切实筑牢农产品质量安全防线。
全年共完成农产品监督抽检共3683批
次。对2批次不合格产品立案查处，移
送司法机关案件1件。

围绕动植物检疫执法，执法人员聚
焦肉食品安全开展执法，组织开展生猪

非法交易和违规调运专项执法行动，配
合公安机关开展肉制品专项整治，严厉
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2024年，全市出动执法人员200余人
次，开展屠宰场执法检查80余次，立案
查处动物卫生、生猪屠宰等案件26件，
移送公安机关线索1件，取缔或捣毁未
经定点屠宰点13个。

在渔政专项执法方面，我市重点开
展长江十年禁渔和渔政亮剑专项执法，
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联合执法
行动，严厉打击“电毒炸”“绝户网”等非
法捕捞等违规行为。2024年出动执法
人员800余人次、执法船艇88艘次，检
查渔港码头及渔船自然停靠点 30个
次、市场13个次、养殖场62个次、渔船
200艘次，清理取缔涉渔“三无”船舶16
艘、清理整治违规网具数量220张，查
办违法违规案件31件，移送司法机关
案件2件。

2024年，我市共立案查处各类农业
违法案件182件，处罚没款64.00685万
元，销毁假劣农药、兽药9.21吨，移送司
法机关案件4件，案件线索1起。下发
责令改正通知书13份，调处涉农纠纷
27件，挽回经济损失14.898万元，全力
保障了全市粮食安全和农产品安全的
有效供给。

我市开展“绿剑护粮安”执法行动围绕“四新”主攻“四化”
在乡村振兴上开新局

安顺垦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农人”助力“新农业”
□本报记者 李超然

黄果树旅游区木厦河村：

特色产业兴旺 村民增收路宽
□本报记者 罗含瑶 文/图

梅花鹿养殖场梅花鹿养殖场

近日，安顺经开区星光社区服务中心学苑社区依托周末“加油站”举办“讲好
成语故事 品悟中华文化”主题活动，让青少年们了解成语的由来，学习其中蕴含
的智慧，激发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了解。 □记者 唐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