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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情夏日，瓜果飘香。自六月中旬
以来，镇宁的六马镇、良田镇、沙子乡、简
嘎乡等蜂糖李产地又迎来了一年忙碌的
季节。

连日来，六马镇蜂糖李交易中心，人
头攒动，热闹非凡。客商们忙着询价，了
解果子品质，大货车络绎不绝，将一筐筐
沉甸甸的蜂糖李打包装箱，最后运送至全
国各地。

果农肖唐富种植李子已有 11 年，近
几年他尝试种植了 50多亩蜂糖李。一大

早他带着 600 多斤摘好的蜂糖李来到交
易中心，下午 4 点多，肖唐富的蜂糖李就
卖完了。“今年，我的李子品质不错，每斤
价格最低 20 多元，很快就卖完了。”肖唐
富笑着说。

“这家蜂糖李品质不错，今天准备采
购几百斤拉到遵义卖。”市场内，一名客商
一边认真挑选果子一边说道。

蜂糖李销售“火热”，果农们也在忙碌
中品味丰收的甜蜜。

六马镇致富村种植户唐亮洪正忙着

核对线上订单，最近，他每天都要往外地
邮寄蜂糖李。唐亮洪说，他自家种植了80
多亩蜂糖李，今年预计产量3万多斤，这些
蜂糖李远销北京、上海等地，除了销售自
己的果子，他还帮村里其他果农销售，仅
去年他就帮村民销售了价值 20多万元的
蜂糖李。

“这是我们 4.5 公分的果子，品质很
好，很甜……”六马镇街头的一家店铺内，
种植户杨建华正在通过直播销售蜂糖
李。去年，杨建华还在交易中心摆摊售卖
自家的 100亩蜂糖李。今年，怀着对这份
事业的憧憬和期望，靠着蜂糖李有了一家
店铺的杨建华成为了一名蜂糖李经销商，
并与他人合伙继续扩大果园规模，聘请10
多名员工，尝试直播销售蜂糖李，打造自
己的蜂糖李品牌，最近几天，他的蜂糖李
每天都能卖出3000多斤。

“带”着果香奔上致富路，远销四方的
一颗“小李子”，正在成就镇宁万千群众的
致富梦。

近年来，致富村大力发展特色农业，
将蜂糖李作为特色优势农产品进行重点
培育，推广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
致富村的蜂糖李种植实现了快速发展，几
乎家家都有种植。“近年来，随着蜂糖李产
业迅速壮大，村民们的腰包越来越鼓，生
活条件也越来越好，家家盖上了新房，买
上了小轿车……”致富村村支书卢丹介
绍，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便是村里很多年
轻人选择回到了家乡发展，种起了蜂糖

李，唐亮洪便是其中之一。
致富村的发展变化也折射出近年来

镇宁蜂糖李产业和产区的发展变化。曾
经一度卖不出去的“野果”，如今变为带农
致富的“金果”。“甜蜜”事业的背后，正是
源于当地政府及老百姓的不懈努力。

自2014年开始，镇宁抢抓国家政策机
遇，因地制宜，出台惠农政策、完善配套设
施，大面积推广换种蜂糖李。随着蜂糖李
走俏市场，多年来，镇宁更是把蜂糖李产
业作为兴县富民的支柱产业来抓，着力从
种源保护、种管提升、供应保障、品牌建
设、渠道拓展、主体培育等方面做优做精
蜂糖李。通过设立蜂糖李产业发展中心
统筹产业发展，加强技术服务指导，打造
示范基地不断提升产区标准化种植水
平。以“镇宁蜂糖李”区域公用品牌为依
托，全力培育产品品牌，强化品牌保护，扩
展宣传销售渠道等，全力推动产业逐步向
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发展，助推蜂糖李
产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镇宁全县种植蜂糖李 22.01 万
亩，投产 15.73 万亩，2023 年总产值 30.01
亿元，带动1.5万户6.2万人增收致富。核
心产区六马镇 2021 年、2022 年分别被农
业农村部评为全省唯一一家“全国乡村特
色产业十亿元镇”和“全国乡村特色产业
超十亿元镇”。

因“李”致富，镇宁蜂糖李正在为乡村
振兴注入新的活力，不断助推镇宁走上产
业兴旺、生态宜居、生活富裕的快速通道。

“甜蜜”事业再启程 镇宁蜂糖李销售旺
早报记者 郭黎潇 伍水清 文/图

客商正在选购蜂糖李客商正在选购蜂糖李

盛夏时节，正值夏秋蔬菜生
长、管护的关键时期，在平坝区乐
平镇青庄坝区的田间地头，农户们
正在进行夏管工作，为蔬菜丰产丰
收打好基础。

7 月 3 日，在青庄坝区山药种
植基地，只见一排排山药长势喜
人，不远处，种植户朱荣凯正在组
织工人管护山药。

“今天主要是进行锄草和病虫
害防治，现在管护好，才能长得
好。看山药目前的长势，今年应该
是个丰收年。”朱荣凯说，他家种植
山药七八年了，种植面积 30多亩。
2023年，山药产值达到了 45万元，
经济效益相当可观。

随后，记者来到青庄坝区西红
柿种植基地，在种植大棚内，一颗
颗西红柿缀满枝头，种植户朱胜成
正在指导工人进行绑枝、打杈等管
护作业。2023年，他栽种了 200多
个大棚的西红柿，在精心管护下，
亩产达到 20000多斤，品质也相当
好，批发价为每斤 0.5至 1元，总产
值达到100多万元。

根据朱胜成多年的种植经验，
夏季管护对西红柿的品质和产量
有很大影响。“现在主要的管护工
作是打杈、保花和保果，把这些做
好了，长出来的西红柿才能个大饱
满、酸甜可口。”朱胜成说。

“西红柿茎秆的每个节位上都

会长侧芽，打杈有利于西红柿通风
透光，促进根系生长，避免养分无
谓消耗。”朱胜成边说边将主干与
侧枝之间生出的侧芽剪掉，动作麻
利。为了及时做好管护工作，近期
朱胜成每天都雇请 10多名工人到
基地帮忙。

务工村民陈敏说：“坝区蔬菜
长势良好，我们务工群众一年四季
也是忙得不可开交。到基地务工
比自己种植蔬菜好得多，不用担风
险，工作也不累，一天 100多元，一
年下来也有好几万元收入。”

据了解，青庄坝区地理位置优
越，日照充足，土地资源丰富，具
备发展蔬菜产业的优势。今年该

坝区核心区种植面积 4000 余亩，
主要有山药、西红柿、大豆、白菜
等农作物。

“三分种，七分管，夏秋蔬菜管
护是丰产丰收的基础。为了有序
推动夏管工作，乐平镇充分利用微
信群和现场指导的方式，向群众宣
传病虫害特点和防治方法，同时积
极组织动员农户进行科学管护，确
保农作物健康生长。”乐平镇农服
中心主任陈兴宇说，目前青庄坝区
蔬菜正处于锄草、施肥、病虫害防
治等常态化管护阶段，在坝区就近
务工成了附近村民们增收的重要
渠道。每年该坝区带动就业48000
余人次，发放务工工资300余万元。

紫云乐平镇青庄坝区：

夏秋蔬菜管护忙 丰产丰收有保障
早报记者詹艳陈婷婷文/图

务工村民在山药种植基地务工务工村民在山药种植基地务工

仲夏结硕果，蔬菜话丰收。眼下正值夏季蔬菜丰收时
节，在普定县马场镇云盘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阵阵泥土芬
芳扑面而来，茄子、辣椒、无筋豆等蔬菜长势喜人，呈现一派
丰收景象。

在位于云盘村的亦诚优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蔬菜种
植基地，记者看到一排排无筋豆挂满枝条，云盘村村民张清
飞和伙伴们正铆足干劲进行采收。只见他们手持剪刀，随
着“咔嚓”一声脆响，一根根无筋豆随即落下。随后，采摘好
的一桶桶无筋豆被运往分拣基地，在那里，该合作社负责人
王彩和务工人员们正忙碌地分拣、打包新鲜蔬菜。

“时下我们主要采收茄子、辣椒和无筋豆，现在正在
分拣打包无筋豆。无筋豆的批发价是 1至 2元每斤，今天
要发约 3000斤到贵阳。”王彩告诉记者，无筋豆分早晚两
季，到交秋的时候可以再种一季。而茄子可以采摘到 10
月，采摘后将交替种植黄瓜、白菜等蔬菜，如此蔬菜就能
持续不断上市。

王彩告诉记者，之前她和丈夫在马场镇大窑村发展将
近100亩的大棚蔬菜种植。为了提高收益，如今，他们又在
云盘村发展了100多亩蔬菜种植。“我们从当地村民手中流
转土地，流转费每亩800元。最近这段时间，每天大约有20
名工人在基地务工，每年要发放流转费和务工费 20多万
元。”王彩说。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据了解，2023年以来，马场
镇以市场为导向，完善“基地+农户”生产经营模式，引进种
植大户大力发展黄瓜、茄子、辣椒等蔬菜种植，将蔬菜产业
打造成为乡村振兴、促农增收的特色产业。云盘村位于马
场镇三岔河流域，地势平坦、土壤肥沃、交通便利，有着发展
蔬菜种植的先天优势。该村因地制宜，引导种植大户和村
民采取“土地轮种”生产模式种植蔬菜，既保障四季“菜篮
子”的稳定供应，又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鼓起

“钱袋子”。

普定马场镇云盘村：

保障“菜篮子”
鼓起“钱袋子”

早报记者陈婷婷詹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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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