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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胡典文/图） 3月8日，团市委组
织团员青年在普定县马官镇金荷村开展 2024年

“青春绿动·美在安顺”植绿护绿行动第十季活动。
植树现场，110余名团员青年分工协作，相互

配合，井然有序地挖坑、扶苗、培土、踩实、浇水等
工序，精心种植每一棵树苗，现场一派热火朝天
的劳动景象。大家纷纷表示，将继续以实际行动
投身生态文明实践，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践行者
和推动者，希望自己亲手种下的小树苗能茁壮成
长，为生态环境建设贡献微小力量。

据悉，自 2015年以来，我市以“青春绿动·美
在安顺”植绿护绿系列行动为统揽，持续开展“小
林长”“古树名木 1+1”“生态文明青年突击队”等
系列活动，旨在广泛组织开展青少年生态文明实
践，引导全市青少年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近十年来，团市委共组织动员
团员青年 9万余人次，开展植绿护绿活动 130余
次，植树面积8000余亩，招募“青清河”保护河湖
志愿者5000余人，累计开展巡河2.5万人次。

团市委开展2024年
“青春绿动·美在安顺”

植绿护绿行动

植树现场植树现场

易地扶贫搬迁，要搬家，更要立业。近日，记
者在普定县鑫旺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了解
到，该安置点打造的就业车间为搬迁群众拓宽

“就业路”、搭建“致富桥”，帮助搬迁群众实现了
家门口就业。

走进鑫旺社区的安顺安淇尔服装有限公司，
大门上张贴着招工信息，该公司主要从事服装代
加工，最近刚接到几批外贸服装加工订单，正急
着寻找工人进行订单生产。

“我们公司全年招工，同时也会为新员工提
供技术培训，解决其用餐需求。我们工作时间也
比较灵活，方便他们接送孩子上下学，根据现在
订单需求，未来我们公司还能解决易地扶贫搬迁
区域100多人的就业问题。”公司法人杨亚飞说。

据了解，该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鑫旺社区的搬
迁群众，2019年公司进驻社区后，社区居民赵丽便
开始到公司就业，稳定的工作和收入，加上公司体
贴、灵活的管理制度，让她一直留在家门口就业。

“我从开厂就在这儿做工，我孩子还小没人
照顾，我都是带着孩子来工作，公司很支持，特别
人性化，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赵丽说。

张道琼是公司的老员工之一，从补郎乡搬迁
到鑫旺社区后，由于没有技术和文化，只能在附
近做一些散工，收入来源并不稳定。该公司来到
鑫旺社区后，招收妇女劳动力进行技术培训，为
她们提供就业岗位。“来到公司我学会一技之长，
收入也比原来高了，这里离家近，可以照顾家里，
我希望一直在这里工作下去。”张道琼说。

据悉，目前鑫旺社区主要通过“扶贫车间”、
社区周边的蔬菜种植基地、培训引导群众外出务
工以及开发一些公益性岗位来满足搬迁群众的
就业需求，同时，还积极引导有技术、有经验的部
分搬迁群众自主创业。

普定县鑫旺社区：

就业车间拓宽群众致富路
早报记者蒋天瑜

春风十里茶飘香，又是一年采茶
时。眼下，随着气温逐渐回暖，茶树开
始吐露嫩绿新芽，西秀区大西桥镇九
溪村近 3000 亩茶园陆续迎来今年春
茶开采季。

走进九溪村下九溪的茶山，暖阳
下，一排排茶树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长满嫩绿的茶尖。村民们穿梭在茶垄
间忙着“掐嫩取鲜”，将今年最早的一
茬嫩芽小心放入茶篓里、布袋中。

“现在采的明前茶是早茶‘乌牛早
’。这段时间温度升高，茶叶长得快，
我们都在隔三差五组织茶工采茶，抢
抓时令赶早供应市场。”九溪村茶农冯
东海说，他种了 10 多亩茶树，2 月 22
日就提早开园采茶了，1 月份凝冻天

气虽然伤到了一小部分茶树，但也冻
死了一部分病虫害，让茶叶品质更佳。

冯东海家的茶园今年预计可产干
茶 500多斤，目前所收茶青主要卖给
村里一家加工厂炒制明前茶，茶青 60
元 1斤，他每次都要请 10多个茶工帮
忙采茶，以 20元采摘 1斤的方式带动
当地群众增收。

“我一天能采 4 斤多，收入 80 多
元，有钱挣，总比坐在家里强。”九溪村
村民马灵芝笑着说。

上世纪 90年代开始，九溪村农户
利用分到户的集体林地大面积种茶，
2010年时出现制茶作坊 50多个。现
该村种有“乌牛早”、福鼎大白、福云
六号等茶树品种，茶园面积达 3000

亩，仅下九溪组就连片种植了 2000
亩茶园、涉及农户 170户。该村每年
干茶产量达 10万斤，其中明前茶 3万
多斤。

“全村现有 5 家茶叶加工厂，生
产的绿茶、乌龙茶等茶叶深受浙江、
上海、广州等地客户青睐。”九溪村党
总支委员冯志齐介绍，近年来，九溪
村不断做好茶树扩种、茶树品种优
化、茶园管护、产业便道建设等茶产
业发展文章，茶叶生产条件逐步改
善，茶叶产量和品质持续提升，实现
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双提升。目
前，该村茶产业每年可带动 5000 多
人次实现就业增收，成为当地群众的
富民产业。

西秀区九溪村：

春茶抢“鲜”开采
早报记者吴学思

春风吹，李花开。3月 6日，记者
在紫云自治县火花镇平寨村李子园看
到，漫山遍野的李花竞相绽放，洁白如
雪，铺满山间。微风拂过，空气中弥漫
着李花淡雅的芬芳，让人仿佛置身洁
白素雅的白雪世界。

周宾文是平寨村板母组的李子种
植大户，几年前，他利用承包的荒坡地
种植了 200 亩李子，每年在李子产业
上的收入达 50 万元。看着盛开的李
花，他满是喜悦：“只要在保花、保果、
蔬果管护方面下足功夫，今年肯定是
一个丰收年。”

据火花镇党委书记胡伟介绍，近
年来，火花镇按照“四季花果园，稻
香火花镇”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李
子产业，在禾弘、懂桑、平寨、洗鸭
河、兴合、克田等村集中连片种植，
其余各村以分散种植方式种植，全
镇李子种植面积达 6.5 万亩，品种包
括冰脆李、蜂糖李、四月李。目前，
已挂果 4万亩。

在该镇洗鸭河村仓边组，种植户
陈志奎在盛开的李花树下，忙着清理、
修剪枝条，清除杂草等管护工作，为今
年的李子盛产丰收辛勤劳作。

“我家种植有 80 亩蜂糖李，随着
蜂糖李树逐渐长大，挂果率增加，在蜂
糖李产业上的收入随之增多，2022年
收获10余万元，去年收入20万元。”陈
志奎说，要想在蜂糖李上获取更多利

润，精心管护是关键，从修枝、施肥、除
草、保花、保果等做起，每个节点都马
虎不得。

美丽的李花，也吸引了许多群众
前来观赏。

在火花镇兴合村的李子园内，几
名身着布依族服装的村民在李花树
下，哼着民歌，或拍照留影，或拍摄制
作抖音，或用微信视频分享美景。

据兴合村党支部书记杨仕明介
绍，兴合村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条
件，大力发展蜂糖李产业。3 年前，
村合作社利用闲置土地示范种植了
500 亩蜂糖李，见效后，亩产值达 1
万元。村民们看到种植蜂糖李收益
可观，也都利用自己承包的坡地大

面积种植蜂糖李。目前，全村 512
户农户都种植有蜂糖李，种植面积
达 1 万亩，2023 年，全村蜂糖李产量
达 40 万斤，产值 1500 万元，户均增
收 2 万余元，直接或间接带动就业
2000 余人次，为该村乡村振兴奠定
了产业基础。

“经过几年发展，火花镇的李子产
业从原单一的冰脆李，逐渐向品质更
优、市场前景更好的蜂糖李方向发展，
李子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让群众
鼓起了钱袋子，过上了幸福好日子。”
胡伟说，下一步，火花镇将引导群众在
管护上下功夫，提升李子品质，不断拓
展销售市场，让群众种植的李子卖得
出、卖得好。

紫云火花镇：

6万亩李花齐绽放
承载致富新希望

早报记者姚福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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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李花树下拍照留影村民在李花树下拍照留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