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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盘江畔，布依人家。
盛夏，走进位于关岭自治县新铺镇

的大盘江村，可泛舟踏波于北盘江之上，
一览山水风光；可穿行于布依村寨之中，
领略民族风情，但更加吸引人的，是当地
个大、汁多、味美的“盘江西瓜”。

“大温室”孕育优质盘江瓜

毗邻北盘江，水源丰富；平均海拔
585米，日照充沛；产业发展三十余年，农
技娴熟……在大盘江村，得天独厚的自然
优势与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孕育出果品
优质、汁水饱满、爽口甘甜的“盘江西瓜”。

“我们村里的气候就像一个‘大温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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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销得很快。”大盘江
村党支部书记吴海告诉记者，市场瓜价
好时，每斤西瓜均价可卖 1.8元，一亩地
瓜农随随便便能挣上万元。

大盘江村西瓜产业可追溯至上世纪

90年代，多年来所种品种为“缅甸瓜”，
但由于种管技术不成熟，不仅产量不高，
土地种植一年瓜后还不能连续种植，否
则极易发生病虫害。直至2000年，当地
瓜农自行探索学习西瓜嫁接技术，彻底
解决了土地连种问题，并且随着该村西
瓜产业面积的逐步扩大，当地政府每年
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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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根据
市场需求，部分瓜农还开始尝试种植新
品种“麒麟瓜”。

今年，大盘江村的瓜农岑杰种植了
10多亩西瓜，由于瓜田在北盘江对岸，
瓜熟后他每天都要驾船来回采瓜、运瓜、
卖瓜，虽然辛苦，但看着一船船西瓜销售
一空，黝黑的面庞上也泛起了笑容。

“今年两个品种我都种了，目前测算
下来，‘麒麟瓜’亩产6000斤左右，‘缅甸
瓜’8000斤左右，但‘麒麟瓜’价格要略
高一些，总的来说都很不错。”岑杰说，惊
蛰种瓜，端午收瓜，村里的“盘江西瓜”半

个多月就能卖完，接着耕地或种第二季
瓜，或种水稻玉米，都能挣到钱。

“好路网”推动好瓜出大山

对于大盘江村来说，一年之中最热
闹的时候，除了春节之外，便是“盘江西
瓜”的上市季，届时村里车水马龙，人潮
涌动，前来买瓜的商贩络绎不绝。

“‘盘江西瓜’品质相当不错，要不然
我也不会年年都要专门跑一趟。”从贵阳
市远道而来的水果商齐学勇便是“购瓜
大军”中的一员，十多年来，一到“盘江西
瓜”上市时，他都会亲自来到村里挑瓜、
买瓜。

商贩能够到村里，西瓜能够出大山，
得益于多年来大盘江村路网交通建设的
巨大变化，让好瓜不再怕“巷子深”，让瓜
农不再怕瓜难卖。

“我还记得小时候村里不通路，我爸
采好西瓜装上船，要运到320国道旁，背
瓜到路边才能售卖，可谓跋山涉水卖西
瓜；现在大货车直接就能开到码头装瓜，
省时、省力又省事。”回想起儿时跟着父
亲卖瓜的场景，大盘江村副主任吴代官
至今唏嘘不已。

2008年，大盘江村修建第一条通村
路，虽是毛路，但彻底打破了“盘江西瓜”
难出山的困境；2013年，通村路平整路
面，铺了沥青，是新铺镇第一条沥青通村
路；2017年，大盘江村又新建一条通村
路连接沪昆高速岗乌收费站。

如今搭乘着便捷的高速路网，一辆
辆满载西瓜的货车驶向全国各地，“盘江
西瓜”产业品牌越发响亮，真正成为关岭
自治县小有名气的农特产品。

“新码头”助力产业新发展

连日来，在大盘江村生产码头扩建
项目工地上，工人们抓工期、抢进度，持
续加快建设步伐，目前扩建码头堡坎已
完工，正在进行中转站场地平整。

对于大盘江村的农户来说，码头是
产业发展的重要运输渠道之一，承载着
船舶停靠、装卸货物的重要功能。由于

“盘江西瓜”声名鹊起，每年一到丰收时，
大量商贩涌入村内争相购买，各种规格
的货车也齐聚码头，极易造成交通堵塞。

2023年，在县、镇两级的大力支持
下，大盘江村获得 500万元的宜居乡村
建设项目资金，其中包含了房前屋后“三
园”改造、落秧河旅游步道建设和生产码
头扩建项目，在提升村容村貌的同时，也
为产业发展增添了助力。

“现在的码头承载量难以满足生产
生活的需求，村民们希望扩建码头的意
愿非常强烈，为此我们积极向上级反映，
获得项目资金的支持，并在扩建项目的
基础上，还要在码头旁新建产业中转站，
方便车辆掉头、停放、装运。”大盘江村驻
村第一书记黄剑说道。

目前，大盘江村现有生产码头仅能
停2辆货车，扩建之后可同时停下8辆货
车，并且群众船舶停靠量也将翻上几倍，
而新建的产业中转站包含六角亭、公厕
和产业长廊，能够极大满足当地瓜农的
生产需要。

吴海表示：“码头扩建之后，我村的
西瓜产业发展将再上一个新台阶，我们
还将抓好‘盘江西瓜’提质增效工作，并
进一步依托村里自然资源丰富，有山有
水有特产的比较优势，聚焦农旅融合发
展，全力打造落秧河景区，让村里的老
百姓既能端稳‘农业饭’，又能吃上‘旅
游饭’。”

近日，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副
首席、湖北省恩施州农业科学院院长沈
艳芬一行人来到安顺，与省、市、县、乡农
技推广站的相关专家一同前往安顺综合
试验站，在西秀区蔡官镇袤焦坡村马铃
薯抗旱绿色轻简化栽培示范基地进行现
场测产。

示范基地现场，沈艳芬一行人与贵
州省农技推广总站、安顺市农业农村局
农技推广站、西秀区农业农村局及蔡官
镇农服中心等五级专家，在示范基地随
机选取3个点进行现场实测产。只见蓬
松肥沃的泥土翻开后，遍地露出圆润饱
满的“金土豆”，现场一片沃野丰收的喜
人景象。

经检测得出，三个测产点的亩产量
分别为 3643.02 公斤、3315.04 公斤、
2918.47公斤，平均亩产量3292.18公斤，
单个马铃薯最重的达1.2公斤，平均商品
薯率达96.6%。沈艳芬表示：“按照该村
农户目前的销售价 2.4至 3.0元/公斤计
算，亩产值达到 7901至 9876元，除去投

入成本，亩净产值可达4901至6876元。”
据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安顺综

合试验站站长张鹏介绍，近年来，安顺综
合试验站在袤焦坡村通过扶持经营主
体，建立了马铃薯产业“五统一”创新发
展模式示范基地。

“该基地虽然遭遇了出苗前期低温干
旱、苗期凝冻、中期冰雹、后期持续降雨等
极端天气影响，但在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
体系专家的指导、试验站团队成员及示范
县技术骨干的应急跟踪服务、农户的积极
配合下，最终实现了马铃薯丰收。”

而技术力量的支撑，不仅有效提高
了马铃薯产量，更筑牢了马铃薯产业抵
御灾害的屏障。现场采收的种植户告诉
记者，每当棘手的病虫害来临时，他们第
一时间向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安顺
综合试验站求助，技术团队接到反映后
立即来到田间把脉问诊，开出相应良方，
并全程跟踪落实，最终共同克服技术难
题，以良技良法实现良种丰收。

“针对今年田间收购价低迷的情况，

我们鼓励农户采取自行销售的方式，取
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并实现了‘试验站
—示范基地—经营主体—种植户’的有
效衔接，带动了当地马铃薯产业优质高

效发展，助力马铃薯成为当地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优
势产业，为保障我市夏粮安全、促进乡农
民增收提供了示范样板。”张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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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专家进田间 技术服务解难题
早报记者 李超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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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高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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