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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生态好蜜源，好养蜜蜂日
子甜。

四大寨乡地处紫云南边陲，全乡
森林覆盖率达71%，近年来该乡依托
良好的生态资源大力发展林下蜂产
业，蹚出了一条生态致富路。

11月14日，四大寨乡噜嘎村林下
蜂养殖点，管理员伍光学正在收割蜂
蜜，只见他揭开蜂箱盖子，取出附满蜜
糖的蜂脾放到盆中，用小刀剥开蜜糖
表层，随着一脾脾附满蜜糖的蜂脾放
入摇蜜桶，蜜糖在蜂脾的快速转动下
流入桶中，空气中弥漫着阵阵清香。

“林下蜜糖现摇现卖，不仅让我
们购买到纯正的林下蜂蜜糖，还现场
感受到了摇蜜的乐趣！”客户令狐荣
瑞说，家里有老人喜爱吃蜂蜜，听朋
友说四大寨乡有现摇现卖的林下蜂
蜜，于是慕名前来购买。

与令狐荣瑞一同来的还有村民
胡永强，他尝了尝刚摇在桶里的蜂蜜
说：“纯正的林下蜂蜜，味道香甜、草药
味浓，说明是蜜蜂采集五倍子花、野草
花等山花酿的蜜，味道就是不一样。”

“我们现在摇的蜂蜜属秋蜜，是

蜜蜂到四周山上采集五倍子花、野刺
花、小叶树花、野草花酿成的蜂蜜，入
口微苦浓香，有补养脾脏的作用，且
有药用价值。”四大寨乡乡级平台公
司负责人班誉说，噜嘎村林下蜂养殖
点在噜嘎水库边，生态良好，这里养
殖有 300箱林下蜂，预计每箱可摇 5
斤秋蜜共有 1500斤，以 100元 1斤销
售可收入15万元。

在四大寨乡纳容村林下蜂养殖
点，记者看到，蜜柑林下整齐地摆放
着一个个蜂箱，一些村民正在收割蜂
蜜。管理员班国富揭开蜂箱盖，看着
附满蜂蜜的蜂脾笑得合不拢嘴。

“瞧！蜂脾上附着的蜂蜜都流出
来了，真诱人。”班国富说，这季蜂蜜
收成比较好，每箱至少可摇 5斤蜂
蜜，600箱林下蜂，可摇3000斤蜂蜜。

“打开蜂箱就知道这蜂蜜纯正，
等我出差回来，请他们给我现摇20斤
蜂蜜带回去。”重庆人周燕赞不绝口。

蜂蜜是很多消费者喜爱的健康
食品，不过近年来蜂蜜行业频频爆出

“掺假”，让消费者犯愁。为了买到纯
正蜂蜜，一些消费者驱车数十公里到

四大寨乡购买。为证明自己的蜂蜜
纯正，打消消费者的担忧，今年四大
寨乡开启蜂蜜现摇现卖模式，让客户
购买到纯正林下蜂蜜的同时，还体验
了一把现场摇蜂蜜的乐趣。

“我们实现蜂蜜现摇现卖，客户
现场选定蜂箱，且可以参与体验摇
蜜，感受从蜂箱取出蜂脾、剥开蜂蜜
表层、蜂脾放入摇蜜桶摇蜜、蜂蜜过
滤装瓶等全过程。”四大寨乡党委副
书记、政法委书记王丰志说，开启蜂
蜜现摇现卖销售方式，满足了客户购
买纯正蜂蜜、放心蜂蜜、满意蜂蜜的
需求，打响了四大寨乡绿色生态林下
蜂蜜品牌，助推林下养蜂产业发展。

“林下蜂 1年摇蜜两次，春末夏
初摇春蜜，深秋冬初摇秋蜜，为确保
蜂蜜品质纯正，每次摇蜜时要留足蜜
蜂的口粮，每箱蜂每次只摇 5斤蜂
蜜，预计今年全乡可摇蜂蜜5万斤。”
王丰志说，目前，全乡有 20多个林下
蜂养殖点共有林下蜂 5000箱，年产
值达 500万元，带动 100余名村民通
过长期务工、土地流转、加工包装等
方式增收。

紫云四大寨乡：

蜂蜜香日子甜
早报记者 姚福进

近年来，安顺经开区双阳小学围绕“一切为了
孩子”的办学理念，大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
通过不断深化教育改革，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打造
特色德育阵地，优化育人环境，校园环境不断美化，
校园文化不断提升，“人文”管理不断加强，教育教
学质量稳步提升。

11月9日，走进双阳小学，扑面而来的是浓浓的文
明气息：校园内文明标语随处可见，校园环境整洁优
美，校园广播每天中午按时播报，学生讲文明、懂礼貌，
教学环境宽松和谐，形成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今天我们来诵读……”在双阳小学的广播站
里，两位小播音员正在进行优秀文章的诵读，师生
们通过多媒体直播的方式在各教室进行收听收
看。作为学校的宣传窗口，广播站通过播报时事新
闻、国韵诵读、科普天地等内容丰富师生校园文化
生活，创建健康活泼的校园文化氛围。

除了校园广播站的建设，国学书法室也是双阳
小学的一大亮点，精雕细琢、古色古香的课桌、带有
书法特色的壁纸、整齐摆放的笔墨纸砚，传统国学
的韵味充盈着整个书法教室，学生们正在全神贯注
的跟着老师学写字。

“我特别喜欢这个书法社团，老师教得很认真，
我自己的字也写得越来越漂亮了，还可以增加很多
的课外知识。”双阳小学学生陈丽说。

广播站和国学书法室是双阳小学结合现代教
育科技，可随时利用网络进行教学的社团活动室。
历年来，双阳小学强化素质教育，重视学生全面发
展，先后成立了国学书画室、广播室、校园电视台、
绘画、航模等十几个社团，每年举办艺术节、运动会
活动，展示学生成果，提高学生素质。同时注重发扬
传统文化，合理安排古诗词进入晨读的书目，开展经
典诵读主题活动，以名篇经典促进学生成长；开设写
字课程，让孩子们在书香与习字中陶冶情操。

学校还利用资源优势，有意识培养专业性强的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队伍。注重协作互助，
充分发挥家校携手的优势，利用社区“五老”队伍、
驻地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各类志愿者和校外
辅导员的特长，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专
题讲座、主题活动、拓展实践等方式共同做好未成
年人的教育管理工作。通过争创“美德少年”“新时
代好少年”“文明班级”和“文明学生”等活动，树立
学生模范典型。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以
学生终身发展为培养目标，依托课堂，以德育活动
为主线，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多年来，双阳小学全力
做好教师队伍建设，以提升素养为重点，改进教师
培训工作机制，确保切合教育教学实际需求。坚持
组织教师参加不同层次的继续教育培训，主动开展
班主任培训、新任教师岗前培训等专题培训活动，
为教师的自我发展提供良好的学习机会。同时，着
力推进教育科研工作，通过教育科研出思想、出经
验、出成果、出名师。

截至目前，双阳小学共有获得大专以上学历的
专业教师 131人，一级教师（小学）60人。近年来，
先后有 60余名教师在全国及省、市、区组织的各类
教育教学竞赛中获一、二等奖，学校省级骨干教师6
人，市级教学名师5人，市级骨干教师、教坛新秀、区
级骨干教师共36人。在全体教职工的努力下，双阳
小学各项工作目标明确，责任清晰，成绩喜人。先后
获得了国家“体育达标先进集体”、国家级“最美校园
书屋”、省级“文明校园”、省、市级“校本研修示范校”

“体育工作示范校”“五好先进基层党组织”等称号。
“文明校园创建是一项重要的长期工作。”双阳

小学副校长岳立辉表示，下一步学校将认真贯彻落
实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的各项要求，抓住文明校园创
建工作的契机，继续着力进行校园文化建设，培育
校园文化的特色和内涵，按照测评体系标准，谋划
好各项工作，从小事做起，从薄弱处改起，坚持不
懈，久久为功，把学校的精神文明建设引向深入，不
断迈上新的台阶。

一切为了孩子
——安顺经开区双阳小学

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纪实
早报记者 罗野

文明校园

11月 13日，在黄果树旅游区白
水镇的山坡上，一个个果子挂满枝
头，金黄色的果子与一片片绿叶交相
辉映，果农们正在采摘橙子、砂糖橘，
不时传来阵阵笑声，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我家种植的 20多亩黄果有橘
子、椪柑等，1亩地可以采摘 1400多
斤，前天采摘了 500多斤到景区去
卖，价格还可以，卖了 1500多元。”打
翁村村支书伍永江笑着说，打翁村坡
地较多，发展传统农作物种植产量
低，经济效益不明显，为此，打翁村发
挥距离黄果树景区仅有 5公里的地
理优势，结合气候条件，大力发展柑
橙水果种植产业。

“打翁村种植黄果的历史悠久，
但是一开始只是部分村民在种，种植
面积小，不成规模。”伍永江说。为更
好地发展黄果产业，打翁村积极调整
农业产业结构，争取上级部门支持。

“经过不断努力，2015年，林业部
门免费为打翁村提供了 14万株黄果
树苗、70吨种植肥料，还定制了几万
件水果包装盒，修建了 21公里的产
业路，村民们种植的积极性越来越
高，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业发展也
越来越好。”伍永江说。

果树种好了，如何巩固发展好黄
果产业，成为了近年来打翁村产业发
展的主要任务。

“镇政府经常邀请省、市农技专
家前来给我们作技术指导，村民们经
过培训后，在种植技术上有了很大的
提升，我们的果子品质也更好了。”伍
永江说，如今的打翁村，家家户户都
种上了黄果树，经过几年的精心管
护，大部分果树已经挂果，都是在景
区销售，因为口感好，得到广大游客
的一致好评，供不应求。

打翁村黄果种植只是白水镇发
展黄果产业的一个缩影。目前，白水
镇黄果种植面积达 3700亩，种植品
种有椪柑、血橙等，主要分布在打翁、
郎宫等村，2022年全镇黄果总产值约
380万元，惠及农户近3000余人。

“黄果产业的发展，有效带动当
地农户增收致富，不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白
水镇副镇长夏思勇说，经过多年的发
展，白水镇黄果产业已然成为了当地
农户们的致富产业。

据悉，2016年安顺“黄果树旅游
区生态黄果及休闲体验农业园区”正
式授牌，并启动“黄果树柑橘产业技
术协同创新示范基地”建设，2019年，
农业农村部正式批准对“黄果树黄
果”实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
下一步，白水镇将因地制宜，以百姓
增收、农业增效为目标，全面夯实现
有产业基础，助力乡村振兴。

白水镇打翁村：

黄果丰收 助农增收
早报记者 詹艳 文/图

伍永江为游客采摘橘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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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