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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紫云自治县猫营镇牛场坡村举办包粽子比赛，村民们
欢聚一堂，共庆布依族“六月六”风情节。

□记者 姚福进 摄

本报讯（记者 李超然） 6
月30日，西秀区轿子山镇郭家屯
村举办2025年“六月六”民俗节
日系列活动。

活动现场，来自轿子山镇周
边的30余支表演队伍齐聚郭家
屯村，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精彩
纷呈的视听盛宴。地戏演员们
头戴木雕面具，手持戈矛刀戟，
在斗转腾挪间上演了《三英战吕
布》的精彩剧目。随后《上春山》
《南湖红船》《故乡的歌谣》《喜事
临门》等30余个歌舞表演连番
登场。

除花灯、地戏等丰富的文艺
汇演之外，此次“六月六”民俗节
日活动还设置了古街巡游、农特
产品展销、共享晚宴、篝火晚会
等环节，满足村民及游客多元文
化需求。

“今天不仅在如诗如画的郭
家屯村欣赏到各种精彩的歌舞
表演，在古色古香的街巷中驻足
欣赏、打卡拍照，还带回了绿色
原生态的菜籽油。”来自西秀区
蔡官镇的游客张女士说。

据郭家屯村村支书孙雪介
绍，此次举办“六月六”民俗节

日系列活动，旨在通过丰富多
彩的活动形式让村民重温祈
福纳祥、感恩丰收的文化内
涵，以节日作为展示乡村特色
产业的窗口，成为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孙雪表示，未来，
郭家屯村将依托传统村落的
文化底蕴和优越的自然条件，
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发展农业
产业，利用传统民居打造特色
民宿，并通过丰富的文体活动
不断提升知名度，将郭家屯村
打造为集文化、产业、旅游为
一体的旅游乡村。

轿子山镇郭家屯村：

“六月六”民俗节日系列活动举行
白岩镇讲义村：

“六月六・民俗美食节”
非遗主题活动精彩纷呈

本报讯（记者 李伟） 6月30日，2025年“非遗
点亮乡村”——白岩镇讲义村“六月六・民俗美食
节”非遗主题活动举行，现场吸引近2000名游客前
来感受民族文化魅力。

活动当天，举行了讲义古村徒步游、白族非遗项
目“讲义擂茶”展示和苗族非遗项目蜡染展示，鸡公
车大赛、舂辣椒大赛、挑山货大赛、打粑粑大赛等趣
味赛事，游客们踊跃参与，近距离感受非遗魅力。

“这里的风景特别美，空气清新，河水清清，途经
的每一个地方都是一幅风景画。”来自江苏的吴女士
在古村徒步游环节被讲义村的自然风光深深吸引，
她激动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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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走进普定县穿洞趣野乐
水亲子营地，水雾门、七彩滑道、樱花秋
千树等经典游乐项目人气火爆，而全新
入驻的《开心向前冲》水上大闯关项目，
无疑成为乐园的全新亮点。该项目精
心设置了极速之履、大步流星、旋风之
力、五星连珠等多个关卡，将惊险刺激
与趣味挑战完美融合，不仅考验参与者
的勇气，更是对平衡力的极大挑战，参
与者在重重关卡中尽情挑战自我，收获
独特乐趣。

穿洞趣野乐水亲子营地董事长王
二虎介绍，水上大闯关项目由无动力乐
园主体建设，并邀请水上开心向前冲栏
目组入驻。项目自4月18日开工建设，
目前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截至目前，
报名参与的人数已突破1000人，且后
续报名持续火热。“筹备了这么久，我们
希望能为游客打造绝佳的亲子时光，这
里不仅是挑战自我的舞台、亲子互动的
温馨空间，更是夏日避暑纳凉的理想之

地。”王二虎表示。
项目施工现场一片热火朝天，工人

开展卫生打扫、设备调试等工作，做足
准备迎接游客到来。

“我们正在对水上大闯关的每个关
卡进行反复调试，从设备稳定性到关卡
衔接，每个细节都不放过，必须做到万
无一失，只为给游客带来最安全、最刺
激的游玩体验。”项目建设负责人程寅
说道。

据悉，《开心向前冲》赛事将于7月
5日正式开赛，全新打造的露营打卡区、
趣味鱼塘也将同步开放运营。这些新
区域的开放，不仅为市民游客提供了夏
日游玩的绝佳选择，而且将带动周边群
众就业增收。

该营地总经理徐阳表示：“项目正
式运营后，将带来超150个就业岗位，
有效激活区域经济活力，让更多人在家
门口实现就业，收获职业价值与生活幸
福感。”

穿洞趣野乐水亲子营地：

解锁多元游玩新体验
□本报记者 刘凤

仲夏时节，走进西秀区旧州镇罗官
村，黄柏林在山间错落有致，林下成片
的树莓果缀满枝头；远处的稻田里，嫩
绿的秧苗随风轻摆。

“去年4月我们种植了500余亩树
莓，在今年5月底就迎来了丰收，采摘
期达35天，经济效益相当可观。”贵州
恒信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建
明说，在黄柏树下套种树莓，不仅可以
通过“以短养长”来增加收入，还为当地
村民提供了更多就业岗位，去年公司发
放的务工工资达30余万元。

2021 年贵州恒信通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落户罗官村，经过一年多的准
备，2023年初该公司在罗官村成功种
植了1000余亩黄柏。“黄柏是中药材，

药用广、市场紧俏，经济效益显著。”
罗官村驻村第一书记汪翔介绍，发展
黄柏种植不仅能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还能有效利用土地资源，促进生态环
境的改善。

黄柏是多年生中药材，生长周期长
达8至10年，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罗
官村探索出“黄柏+树莓”立体种植模
式，通过“以短养长、长短结合”的模式，
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2024年年初我们认识了贵阳康
养职业大学树莓专家申刚博士，并引进
了黔莓 1 号无刺黑树莓进行林下种
植。”汪翔说，在黄柏林下种植树莓，既
能有效利用林下空间，又能为黄柏的幼
苗生长提供良好的遮阴条件，实现了土

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树莓不仅生长适应性强、周期短、

见效快，而且富含花青素、超氧化物歧
化酶（SOD）、鞣花酸等活性物质，作为
短周期经济作物，亩产可达 2000 余
斤。“树莓是一种高营养价值的水果，市
场需求量大，树莓可以售卖鲜果，在贵
阳批发价高达40元一斤，高端水果店
零售价高达100元一斤，还能入园采
摘，发展乡村旅游增加收入。”申刚介
绍，在种植过程中，贵阳康养职业大学
还会为村里提供专业的种植技术和市
场分析，确保他们种植的树莓品质上
乘，销路畅通。

今年贵阳康养职业大学还引进了一
套先进的树莓汁加工设备，该大学还介

绍引进企业按照6元一斤的保底价收购
罗官村的树莓剩果，用于加工，通过加工
成树莓汁、果酱、果酒等产品，有效延长
树莓的产业链，增加产品的附加值。

山上黄柏绿树成荫，山间树莓长势
喜人。通过“黄柏+树莓”的立体种植模
式，罗官村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
效益的双赢，还为乡村振兴探索出了一
条新的发展路径。

如今的罗官村，还发展种植了
1000余亩优质水稻、300余亩金银花、
290余亩水苔、150余亩金荞麦等经济
作物。接下来，该村将继续坚持绿色发
展理念，以特色产业为引擎，不断奏响
致富“增收曲”，让村民们的生活越来越
美好。

盛夏时节，走进位于关岭自治县新
铺镇的大盘江村，远眺北盘江流水滔
滔、碧波潋滟，近看布依寨瓜果遍地、农
人笑颜，美景与丰收的“邂逅”，奏响了
当地“盘江西瓜”的上市季。

“个头大、汁水多、甜味足是我们
‘盘江西瓜’的特点。”在该村连片的瓜
地里，一个个圆鼓鼓的大西瓜掩映在翠
叶绿藤间，当地瓜农吴龙正忙着收瓜、
装车、销售，提及今年的收成，他笑着告
诉记者：“我今年种了10来亩西瓜，亩
产在8000斤左右，除开成本能挣10来
万元。”

大盘江村毗邻北盘江，水源极其丰
富，并且平均海拔只有585米，日照充
沛，气候宛如一个纯天然的“大温室”，
使得当地瓜农种出来的西瓜不仅品质
好，长势也快，平均要比周边其他产区
早半个多月上市，所以卖得出价，也卖
得很快。

该村发展西瓜产业可追溯至上世
纪90年代，30多年来，瓜农们不断更新
种植技术，先后探索学习了西瓜嫁接技
术，解决了土地连种易发生病虫害等问

题，并且随着村里的西瓜产业面积逐步
扩大，当地政府每年还会组织农技专家
到村进行指导，使得瓜农们的种管技术
越发娴熟，这两年不少瓜农根据市场需
求，开始尝试种植新品种。

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加上娴熟的
种管技术，“孕育”出果品优质、汁水饱
满、爽口甘甜的“盘江西瓜”，所以每到
西瓜上市季，该村码头上便会车水马
龙，人潮攒动，前来买瓜的商贩络绎不

绝。
“‘盘江西瓜’的品质顶呱呱，又好

吃又好卖，这次买的11吨，运回去几天
就卖完了。”安顺水果商贩陈维富是大
盘江村的“老顾客”，20多年来，每到西
瓜上市时他总会“雷打不动”到村里挑
瓜、收瓜。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提升大盘江村
西瓜产业的质效，方便当地农户的生产
生活，在县、镇两级的大力支持下，该村
获批生产码头扩建项目，使原本仅能停
下2辆货车的码头，经过扩建之后可同
时停下8辆货车，群众船舶停靠量也翻
上了好几倍，并且在码头周边还新建了
包含六角亭、公厕和产业长廊的中转
站，有效改善了西瓜的运输条件。

“村里的码头扩建之后，农户们售
卖西瓜的效率提高了两倍，极大满足了
当地瓜农的生产需要，让他们可以安安
心心发展产业、售卖西瓜。”大盘江村驻
村第一书记黄剑表示，大盘江村今年共
种植优质西瓜400余亩，总产量达到
350万斤左右，预计产值在300万元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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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铺镇大盘江村：

400余亩盘江西瓜盛夏迎丰收
□本报记者 高智 文/图

当地瓜农正在收瓜当地瓜农正在收瓜

旧州镇罗官村：

“黄柏+树莓”立体种植模式促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本报记者 詹艳

连日来暴雨天气多发，部分路段存在安全隐患，安顺交警闻“汛”而
动，顶风冒雨坚守一线，全面投入道路疏堵、交通指挥、秩序维护、抢险救
援及应急处置等工作，以“保畅通、护安全”为核心，全力构筑安全有序的
道路交通防线。 □记者 罗野 摄

本报讯（记者 郝媛） 6月27日，
省、市、县三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专家，
对镇宁自治县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开展课题测产验收工作。该基地作为
镇宁自治县唯一的省级农业科技示范
基地，此次验收结果彰显了其在农业科
技推广与应用方面的显著成效。

据了解，该基地规模达280亩，由
贵州六马蜂味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负责建设。这家企业是集水果种植、技
术服务、仓储、配送于一体的现代化农
业企业，在当地农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基地主推镇宁蜂糖李山地高效
水肥一体化技术、绿色矮化高产栽培技
术、镇宁蜂糖李果实蝇绿色防控技术及
蜂糖李产量品质双提升配套集成技术
等多项先进技术，通过试验示范和技术
培训，带动周边农户实现增产增收。

经过专家现场测评，项目基地示范
点的蜂糖李产量表现突出。其中，3年
生蜂糖李果树平均单果重43.0克，亩产
122.98公斤；8年生蜂糖李果树平均单
果重39.33克，亩产553.23公斤。

据悉，该基地通过推广示范水肥一
体化技术，实现了科学种植与可控化管
理，不仅省工省力，更推动传统农业向
生态高效农业转型。这一技术有效解
决了蜂糖李生长期间各阶段水肥需求
调控，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用量，在降低
环境污染、改良土壤环境方面效果突
出，为农业生态保护贡献了积极力量。

同时，该基地作为科技特派员联
结企业的技术服务点，对蜂糖李主产
区标准化技术的跟踪服务、培训与技
术推广，充分发挥了示范引领和辐射
带动作用。

镇宁省级农业科技示范基地：

护航蜂糖李增产增收

本报讯（记者 卢维） 6月29日，
安顺职业技术学院“聚力拓岗优服务
百日冲刺促就业”2025年毕业生、实习
生校园双选会举行。

在双选会现场，毕业生们手持简
历，详细了解招聘企业的发展前景、岗
位要求、薪资待遇等，并结合自身专业
和兴趣特长，有针对性地投递简历。不
少学生表示，此次双选会为他们提供了
一个很好的就业平台，让他们有机会与
众多优质企业面对面交流。

据安顺职院招生与就业指导处处长
马清介绍，本次双选会旨在帮助用人单
位拓宽人才招聘渠道，搭建人才队伍与
用人单位供需平台，更好满足毕业生就
业需求，充分促进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本次双选会参加单位（企业）104
家，岗位数253个，招聘人数4000余人，
向招聘企业投递简历或表达求职意愿
的有500余人次，涉及医护、经济管理、
现代工程、信息工程、旅游管理、农学类
等多个专业。

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

安顺职院开展2025年
毕业生、实习生校园双选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