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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镇宁自治县丁旗街道塘堡村
的姜田里，旋耕机正有条不紊地进行松
土、起垄，十多位种姜的“老把式”熟练的
摆放姜种、施肥、盖土……田间地头一派
忙碌的景象。

“今天有十多名村民在地里干活，工
钱是10元一个小时，一天干9小时。”姜农
吴玉希介绍。

丁旗街道是镇宁生姜种植主要产区
之一，这里几乎家家会种姜。眼下，正是
生姜种植的好时节，一块块姜田里，农户

们躬身埋头，抢抓时节种姜忙。
“我们村今年生姜种植面积 800亩左

右，有外地来的种植大户，也有散户，这里
大部分种的是二黄姜，一亩地大概能收
5000多斤，租金一亩 700多元。”塘堡村党
支部书记叶刚介绍，很多村民自家会种两
三亩生姜，每户姜农年收入2万多元，村民
还可以通过务工增加收入。

塘堡村种姜历史悠久，受当地独特的
气候和土质等自然条件影响，这里种植出
来的生姜又嫩又好，很受消费者欢迎，加

之收获时间较其他地区早，吸引了贵阳、
云南昭通等地区的收购商到现场收购，销
售不愁，价格也不错。

“我家是宁西街道的，种姜很多年了，今
年种了30多亩，每天最少七八个工人，种完
最少也要十多天，现在主要是把姜种下去，
后期管护也需要人。”吴玉希说，他在塘堡村
租地种植生姜，一亩地租金700至800元，最
近每天结算工钱最少都是500至600元。

“生姜是我们这里的主要经济作物，
也是村里老百姓增收的主要来源，我们现

在计划邀请技术好的姜农和农技专家来
给大家培训，让大家把生姜种植好，今年
能够卖个好价钱。”叶刚介绍，塘堡村将通
过开展技术培训，减少生姜病虫害，确保
今年有个好收成。

近年来，塘堡村充分发挥自身地域环
境优势，因地制宜发展好生姜产业，通过
加大种植技术指导与服务、引进生姜收储
企业、拓展生姜销路等措施，推动生姜产
业向规模化、产业化、效益化方向发展，助
力乡村振兴。

丁旗街道塘堡村：

抢农时种生姜
早报记者郭黎潇

眼下，西秀区杨武乡各村纷纷抢抓农
时开展辣椒烤烟等农作物的移栽，一派繁
忙景象。

在杨武乡顺河村的村委广场上，停着
一辆满载嫩绿辣椒苗的卡车，周围挤满了
椒农，有的背着背篓前来排队领取辣椒
苗，有的骑着三轮电动车赶来装运。

顺河村农户罗发忠告诉记者：“我已
经种了两年辣椒，效益还不错，今天打算
领取16盘，下雨后就可以移栽了。”

据西秀区杨武乡顺河村达旺农民种
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伍新介绍，合作社
成立于 2022年 10月，与农户签订辣椒种

植协议，并向农户提供相关服务。“今年和
农户签订了 700多亩的辣椒苗订单，育了
近 2万盘辣椒苗，目前苗已经发放得差不
多了，等天气合适就开始移栽。”伍新说。

近年来，杨武乡立足实际，采取“农户+
合作社”的模式，大力发展辣椒“订单”种
植，合作社不仅为农户统一育苗，还提供统
一收购、统一销售等“一条龙”服务，保证了
辣椒的品质，又解决了辣椒销售难题。

这边辣椒移栽如火如荼，另一旁烤烟
移栽有条不紊。在杨武乡平田村烤烟种
植基地，村民们正在有序进行移放烟苗、
喷施定根水等作业，抢抓时节移栽烤烟

苗。“现在村民正在使用‘井窖式移栽’法
移栽烟苗，先打出深窝再放苗，可以保温、
防晒、抗旱，有效提高烤烟成活率。”杨武
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娄启超说。

据悉，杨武乡种植烤烟历史悠久，目
前烤烟已经成长为杨武乡的支柱产业之
一。近年来，该乡采取“烟草公司＋大
户＋散户”的种植模式发展烤烟产业，由
烟草公司向农户提供农药、肥料、薄膜等
物资，烤烟成熟期统一收购烘干，从种植
源头到销售端解决农户后顾之忧。同时，
采取技术人员划片包保的方式，对烟地选
址、育苗、移栽、田间管护、烘烤和收购等

烤烟生产全过程提供“一条龙”专业化技
术指导，全力保障烤烟品质。

安顺市烟草公司西秀区分公司技术人
员杨波正在石平村烤烟种植基地检查烟苗
移栽情况，向农户讲解移栽技巧。他告诉记
者，除非极端恶劣天气，否则技术人员每天
都会下地指导烟农，在几个烤烟基地来回
跑。“每名技术人员大概能分到400至500亩
的（管理）指标，在烤烟移栽、管护、收购、烘
烤等各个流程为农户提供技术指导。”

“目前，杨武乡烤烟种植面积约 2400
亩，年产值近700万元，一年可带动6000余
人次就业，有力推动乡村振兴。”娄启超说。

夏日将至，雨水渐丰，正是种植中药
材头花蓼的好时候。近日，在关岭自治县
断桥镇中药材头花蓼示范种植基地里，数
十名工人抢抓农时，俯身种药，挖坑、栽
苗、填土……一株株刚从育苗大棚里运来
的头花蓼幼苗被一一种下。

“断桥镇中药材头花蓼示范种植基地
位于木城村，种植面积达 500余亩。”断桥
镇副镇长叶凯说，今年以来，断桥镇聚焦
关岭自治县“三县一中心”发展目标，与贵
州威门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达成了“订单
式”合作，依托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政策
帮扶，通过基地示范、技术指导、政策推广
等方式，计划在全镇范围内种植中药材头
花蓼2000亩。

为了抢抓农时，赶在雨季种下药苗，
断桥镇在产业发展的前期准备工作上做
足谋划，在育苗方面依托辖区蔬菜育苗
中心的优势，运用科学、系统的育苗技
术，所培育出来的头花蓼幼苗存活率非
常高，在整地阶段，该镇大量采用翻犁
机、撒肥机、小型挖掘机等山地农业机
械，效率上提高了十多倍。早在今年三

月，该镇便积极邀请贵州威门药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技术人员到辖区各村开展实
地技术培训，围绕头花蓼高效栽培技术、
采收技术和主要病虫害诊断及绿色防控
等方面内容作详细讲解，把最实用的农
业技术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之所以选择发展种植中药材头花
蓼，除了与企合作，有稳定订单之外，还
考虑到头花蓼好种植，不挑地，每年能够
收两季，年亩产量在 2000斤左右，亩产值
可达 4500至 5000元，当年种植当年就能
见效益，具有管护成本低、种植周期短、
产业见效快的特性，所以农户的种植积
极性较高。”断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陈
忠刚说道。

在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帮扶下，断桥
镇辖区监测户和脱贫户发展种植头花蓼，
每亩能够获得补助1840元，每户可享受补
助金额不超过 2万元。此外，该镇针对部
分有种植意愿，却缺乏劳动力和种植技术
的农户，计划推出“64模式”，由村合作社
集中实施种植、管护和销售，产业发展所
需成本和后期收益按照农户60%、村合作

社40%来分摊和分红。
“断桥镇中药材头花蓼示范种植基地

从 4月 22日开始种植，预计 5月上旬全部
种植完毕，8月份就能采收第一季。”陈忠

刚表示，镇里将持续加大头花蓼产业的推
广，用好中央财政衔接资金的惠农政策，
让农户积极参与到中药材产业发展中来，
以产业发展实现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关岭断桥镇：

种下头花蓼 增收有“良方”
早报记者高智文/图

断桥镇蔬菜育苗中心内断桥镇蔬菜育苗中心内，，工人正在为中药材头花蓼幼苗浇水工人正在为中药材头花蓼幼苗浇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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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秀区杨武乡：

辣椒烤烟火热移栽
早报记者李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