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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安顺的街头巷尾，无论是早餐摊
位，还是固定的商铺门店，都能看到破酥包。

“老板，给我来两个三鲜包……”记者
来到位于安顺经开区兴伟石博园的轿子
山破酥包店铺，一笼笼新鲜出炉的包子散
发着阵阵热气，香味扑鼻，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购买，老板忙得不亦乐乎。“我们这
个店铺是在今年3月30日开业的，自开业
以来生意都还不错，每天购买的客户大约
能达到210人次。”老板徐业泉一边给客人
装包子，一边对记者说。

“我原本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为了
闯出一番事业，给家人更好的生活，我和
我的妻子决定辞掉工作，走上创业之路。”

“90后”店主徐业泉告诉记者，自己的决定
并非冲动之举，因为西秀区轿子山镇的破
酥包产业发展较久，他作为轿子山镇人，
身边从事这一行业的亲戚朋友多，有一定
资源，所以对自己店铺的生意充满信心。

“今年4月，西秀区轿子山破酥包协会
找到我们，邀请我们加入会员，并成为协
会的形象店，因此在 4月底我们就挂牌了

‘轿子山破酥包’品牌。”徐业泉说，协会的
成立，让镇上从事相关行业的人能够抱团
发展，实现资源共享，让大家有信心的同
时，也更有底气。

据西秀区轿子山破酥包协会会长俞
开红介绍，轿子山镇的破酥包由来已久，
40多年前，镇上居民先是从做面点开始，
在掌握了相关技术后，进一步将包子改良
成了破酥包。多年来，轿子山镇人靠着开
破酥包店实现了发家致富。据不完全统
计，全镇居民在省内外开设的破酥包店达
1000余家，店铺遍布贵州、云南、广西、湖
南、四川等地。

“西秀区轿子山破酥包协会的成立旨
在打造‘轿子山破酥包’品牌，通过形象店
的开设逐步统一品牌标识和店名，不仅有
利于开拓市场，也能够让全镇从业者保持
良性竞争，共同推动轿子山镇破酥包产业
发展。”俞开红说。

除了安顺兴伟店，记者还探访了“轿
子山破酥包”安顺古城形象店，这里的人
流量大，每天来购买破酥包的市民、游客
更是络绎不绝。

“我们是从重庆过来旅游的，来之前做
了攻略，了解到安顺的美食非常多，破酥包
是一定要吃的。”游客谷先生告诉记者，这
破酥包外酥里嫩，馅儿也很独特，和在其他
地方吃到的包子都不一样，本来只打算买
两个尝鲜，感觉好吃又回来多买一些。

正在忙碌的店员胡健告诉记者，因为
店铺的地理位置较好，每天除了市民，还
有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购买，有
的游客还会联系他们邮寄破酥包，每到节
假日店铺都会排长队，生意最好的时候，
一天的营业收入可以达到近万元。

目前，西秀区轿子山破酥包协会已经
打造了5家形象店，这些形象店的开业，标
志着“轿子山破酥包”这一传统美食正式
迈入了规范化、专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俞
开红表示，下一步协会将围绕破酥包行业
上下游产业链，由镇级指导，协会配合，积
极谋划“轿子山破酥包”产业园建设，不断
延长产业链条，吸引更多村民返乡创业，
推动地方经济发展。

时下正是蓝莓采摘的季节，在平
坝区羊昌乡九龙村蓝莓种植基地里，
一颗颗饱满的蓝莓点缀在绿意盎然
的果园中，工人们正忙着摘果、选果，
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

“基地种植蓝莓已经八九年了，
现有多个蓝莓品种，种植面积约 30
亩。除了部分游客进园采摘外，我们
还通过微信群、朋友圈零售，‘保质、
保量、保新鲜’地让蓝莓进入市场。”
羊昌乡九龙村达茂中草药种植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王小丽介绍，该种植基
地除了种植蓝莓外，还种植了锦绣黄
桃和红心猕猴桃近 200余亩，蓝莓等
精品水果的种植，为村民们提供了在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基地每年解决当
地 20余个劳动力就业问题。“以前在
城里打工来回路上耽搁的时间比较
长，现在我常年在这里务工，不仅包
吃包住，每个月还能拿到 3000元工
资。”从乐平镇挂多村到基地务工的
张恒琴说，自己日常工作是对蓝莓、
桃树等果树进行修枝、除草，在进入
成熟期后，每天采收蓝莓百余斤。

“基地在种植环节均采用有机
肥、人工除草、物理防控等绿色生态
种植技术，确保蓝莓等水果的品质和
安全。同时，引进先进的种植技术和
管理经验，提高各类水果的产量和品
质。”羊昌乡九龙村党支部书记龙莉
平介绍，近年来，羊昌乡大力培育发
展“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不仅增加了

村民和村集体经济收入，还带动农户
实现家门口就业增收。

“我们将更注重产品的品牌打造
和营销推广，拓宽销售渠道，推进农
旅融合，提高九龙精品水果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九龙村
观光旅游，品尝‘甜蜜’，助力乡村振
兴。”龙莉平说。

今年以来，普定县马场镇借力全
市肉牛产业“28安心养”扶持政策机
遇，紧紧抓住“牛”鼻子，大力发展

“牛”经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致富，
过上“牛”日子。

7月 10日，记者走进马场镇云盘
村贵州众鑫犊盛农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普定众鑫农牧）的肉
牛养殖基地，只见一座座标准化牛棚
一字排开，牛棚里一头头健壮的肉牛
正在悠闲地吃着饲料。

“我们的牛源主要来自于内蒙和
吉林，牛到基地后，必须经过隔离、应
激调理闭环管理一段时间，抽样检测

合格才能出售。”该公司总经理李小
伟说，按照市委、市政府扶持壮大肉
牛产业要求，公司积极结合“28安心
养”模式，采取公司供优质牛源、订单
养殖、保价回收等方式，有效推动马
场镇肉牛产业快速健康发展。

大坟坝村村民张青贵在马场镇
推出“28安心养”模式后，积极响应
政府政策，在普定众鑫农牧购买了 4
头优质牛源，成为村里第一个肉牛养
殖户。

“我家选购了 4头牛饲养，已经 2
个多月了，现在这些牛儿长势很好，
我们只管把牛养好，根本不用担心销

路。”张青贵笑着说，他家购买 4头牛
的总资金是 37128 元，他自己出资
7000多元，剩下的钱都是在当地银行
贷的款，轻轻松松就把牛儿带回了
家，饲养 3个月后，每头牛还要奖补
5000元。

以前农户们想养牛存在“没资
金”“没优质牛源”“没销路”等问题，
今年马场镇抓住“28安心养”政策机
遇，彻底解决了农户们缺乏资金和选
购优质牛源难、销售难等问题。

“为助推肉牛产业的发展，公司
还成立了一支专业的医疗团队，专门
负责为购买农户提供全程技术指导
服务，彻底保障农户买得安心，养得
放心。”李小伟说，目前，该公司可容
纳 2000余头牛，从 5月 1日至今共购
进 1000余头，已售出 800余头，库存
优质 500余头，目前马场镇已签订购
牛合同159份，预订农户97户。

“马场镇依托‘28安心养’，以‘小
规模，大群体’为切入口，通过普定众
鑫农牧公司提供优质牛源、养殖技
术、保底回收等服务，带动更多的农
户参与到肉牛养殖产业中来，实现联
农带农，助民增收。”马场镇党委副书
记、副镇长张安说，马场镇将立足资
源优势，持续发展壮大肉牛产业，提
升附加值，培育乡村振兴“造血”功
能，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促进群众持
续稳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

“小小”破酥包
闯出大市场

早报记者 罗含瑶 刘凤 文/图

游客在安顺古城店购买破酥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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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定县马场镇：

发展“牛”经济 过上“牛”日子
早报记者 詹艳 文/图

羊昌乡九龙村：

打造精品水果产业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早报记者 桂传念 文/图

普定众鑫农牧养殖基地普定众鑫农牧养殖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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