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秋十月，硕果满枝。近
日，伴随着清爽的秋风，安顺各
地的金刺梨相继成熟，迎来了丰
收季，位于西秀区双堡镇军马村
许官组的国良种植养殖场，一派

“硕果香满园”好“丰”景。
走进安顺市西秀区国良

种植养殖场，漫山的金刺梨披
上了一层黄褐色的外衣，缀满
枝头的金刺梨宛如颗颗珍珠，
农场负责人胡国良和妻子组
织工人正在采收金刺梨果，丰
收的喜悦在他们的脸上流露。

“今天请了70多人来帮忙
采收金刺梨，估计能采摘 1万
多斤，装车后全部送往春归保
健公司。”胡国良介绍道，今年
虽然在开花前期遭受冰雹袭
击，金刺梨收成有所减少，但
预计总产量不会低于15万斤，
并且单价也不低。而他口中
的春归保健公司，就是位于我
市普定县的金刺梨深加工企
业春归保健科技有限公司。

2011 年流转 100 多亩荒
山种植金刺梨以来，胡国良家
的金刺梨种植基地已扩大到
200余亩，随着种植管理技术

的提升，基地金刺梨挂果率逐
年提高，近几年平均亩产量在
1300斤左右。

“一直以来，我们始终坚持
人工除草、实施科学管护，保证
果子的口感与质量。”话音刚
落，胡国良随手摘下一颗递给
记者品尝，果真脆甜可口、汁多
化渣、清香味美。他说：“以前
主要是卖鲜果，销路太窄，每年
都愁卖不完。近几年来，安顺
的金刺梨加工企业逐渐增多，
销路宽广，让我们种植金刺梨
农户的信心倍增。”

一个产业带动一方就
业。每逢金刺梨管护期和采
摘季，附近的村民都会相约到
国良种植养殖场帮着除草、施
肥和采收金刺梨，50多岁的李

发英就是其中一员。
“从他家开始种植金刺梨

以来，我们每年都会来基地务
工，大部分都是‘常客’了。平均
每个人一天能采摘两三百斤金
刺梨，一天工钱100元，一年下
来，都能在这里挣到3000多元
的收入，还是很不错的。”戴着手
套的李发英边摘果子边说。

小小金刺梨成为了致富
“金果果”，绿了荒山富了民，成
了点“绿”成“金”的好产业。“气
候正常，管理得当，一年可以收
获 20多万斤鲜果，总产值在
100万元左右。”胡国良说。如
今，其金刺梨种植基地每年带
动附近村民就业务工约 3000
人次，发放务工工资30万元左
右，带动了群众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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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顺市西秀区国良种植养殖场：

金刺梨缀满枝头 绿了荒山富了民
早报记者吴学思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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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农利用运输车将金刺梨运至山下果农利用运输车将金刺梨运至山下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普定县马官镇的贵州景常食用菌有限公司的
香菇种植基地，一个个白色香菇大棚整齐划一。进入棚内，一根根整
齐排列的菌棒映入眼帘，菌棒上一朵朵香菇破袋而出，长势喜人。

“现在基地有600多个大棚种植香菇，香菇长势良好，今年肯定是
个丰收年。”该公司负责人张江红介绍，基地的香菇从10月上旬开始采
摘，一级菇6元每斤，二级菇4元每斤，主要销往安顺、贵阳、云南等地，
今年预计产值300余万元。

2023年11月，贵州景常食用菌有限公司落户马官镇，积极利用现
有香菇大棚发展香菇种植，盘活闲置资源，不断带动当地村民发展香
菇种植，实现助民增收。

“利用这些闲置大棚来发展香菇种植，能起到很好的示范带动作
用，这几年，在我们的带动下，附近有30多家农户也参与到香菇种植中
来，收入不断提高。”张江红说。

随着产业发展壮大，该公司还致力于在种植技术、研发菌种和制
作菌棒上下功夫。凭借先进的设备和优秀的技术团队，该公司成功研
发出了出菇率高的菌种和菌棒，并得到市场认可。

随着新菌棒的研发成功，今年，该基地的香菇出菇率大大提升，整
体产量较去年有所增加。

据介绍，近年来，马官镇凭借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通过引进有资
质的种植大户发展示范种植香菇，不仅盘活了闲置大棚，还通过“产
业+就业”的发展模式，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

“引进企业示范种植香菇，不仅能带动就业，还可以壮大村级集体
经济。”马官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胡祥说，今年，在该公司带动下，基地
共有 600余个大棚发展香菇种植，村民实现土地、大棚租金收入 60多
万元。接下来，马官镇将因地制宜，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
式，大力发展香菇种植，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贵州景常食用菌有限公司：

小小香菇迎丰收
产业发展正兴旺

早报记者詹艳实习记者郝媛

时下，正值紫云红芯红薯挖收季节，
紫云自治县白石岩乡各村红芯红薯种植
地里，随处可见村民挖收、去泥、分拣、装
箱、搬运红芯红薯的场景。

近年来，白石岩乡推行“薯粮轮作”方
式，提升红芯红薯的产量和品质，打造红
芯红薯特色品牌，提升知名度和美誉度，
借助互联网平台拓展销售渠道，大力推进
红芯红薯精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促进产
业提质增效，助力群众增收致富。

“薯粮轮作”提质增产

“瞧，这片地去年种植的是玉米，今年
种植红芯红薯，现在挖收，有的一根薯藤
上结有10个薯，少的一根红薯藤上也有5
个薯，且大小均匀、无沙眼。”白石岩乡农
村经济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应江说，推
行“薯粮轮作”促进了土壤调理，种植的红
芯红薯品质好、产量高。

王应江介绍，今年公司共种植 800
亩红芯红薯，从挖收的情况看，平均亩
产 1800 斤，按每斤 3.5 元计算，亩产值
6300元。

“同一块地，连续种植红芯红薯，容易
导致土壤中的养分失衡，影响品质，增加
了红芯红薯出现沙眼、斑点等病害的发生
率。”紫云自治县科技服务中心高级农技
师张廷刚说，通过“薯粮轮作”，保证了红
芯红薯质量产量，轮作的玉米产量也高。

“近年来，白石岩乡推行‘红芯红薯+
玉米、红芯红薯+黄豆’的‘薯粮轮作’方式
来促进红芯红薯提质增产。今年，白石岩

乡以公司示范种、大户带头种、农户分散
种的方式发展红芯红薯产业，全乡共种植
红芯红薯6000亩。”白石岩乡党委副书记、
乡长谢清清说，目前正抓紧组织群众挖收
红芯红薯，预计本月底完成挖收。

多渠道畅销促增收

在该公司的红芯红薯仓储、分选销售
车间里，10多名村民正在分选、包装红芯
红薯，另有 3名年轻人正在网络直播销售
红芯红薯。

“为让挖收的红芯红薯卖得出、卖得
好，我们通过网络直播和电商平台线上、
线下销售红芯红薯，线上销售按10斤1件
进行精包装，并附上产地标签。”王应江

说，线上销售订单遍布全国各地，多的时
候，一天可接 1000多单，线下主要运销到
广州、深圳、上海、杭州等城市。

在紫云县城，从事多年电商行业的黄
小梅家里，楼房底层的几间房间里堆满红
芯红薯，她与家人正忙着分拣、包装。

“今年的红芯红薯销售行情较好，近
期每天的接单量超过 300单，每单一件 10
斤装，价格在 60元至 80元之间，品质、品
相好的红芯红薯卖价较高。”黄小梅说，她
不仅通过电商平台销售红芯红薯，还在白
石岩乡幸福园村流转土地种植了100多亩
红芯红薯。

“为让种植户挖收的红芯红薯卖得
好、多赚钱，一方面，白石岩乡依托东西

部协作消费帮扶，把红芯红薯销售到广
州市，另一方面，借助本地电商经营商、
直播带货从业者，在网络平台销售。”谢
清清说。

深加工延链增效

在位于白石岩乡幸福园村黄泥堡组
的贵州圆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红芯红薯
加工生产车间里，两名技术人员正在检修
机械设备。

“目前，紫云红芯红薯主要以卖鲜薯
为主，用于加工的红芯红薯主要是品相不
太好但不影响质量的，公司每年都要大规
模收购此类红芯红薯进行深加工。”贵州
圆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龙洪波说，
公司已开始陆续收购农户的红芯红薯，预
计下周开始加工，生产红薯干、红薯片、红
薯面等产品。

为延长红芯红薯产业链，2021年，白
石岩乡在幸福园村黄泥堡组建成了集加
工、销售、仓储和产品研发为一体的红芯
红薯加工厂，引进贵州圆圆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加工生产薯干、薯面、薯片、炸薯等
系列产品，销售到国内各地，促进产业提
质增效。

“红芯红薯加工厂，让种植户种植的
每一斤红芯红薯都能变成钱。”白石岩乡
党委书记敖成领说，白石岩乡坚持依托一
产、壮大二产、催生三产，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和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产业
发展思路，做强红芯红薯产业，助推乡村
全面振兴。

紫云白石岩乡：

“薯”光照亮振兴路
早报记者姚福进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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