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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桂传念） 近日，平坝
区冬季蔬菜种植管理培训在天龙镇万
佳农产品加工专业合作社举行。培训
由平坝区科技服务中心、平坝区省级科
技特派团共同组织，邀请贵州省农业科
学院园艺所研究员李正丽讲解冬季蔬
菜种植技术。

当天，科技特派员们走进田间地

头，以蔬菜种植基地为“田间课堂”，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当地蔬菜种植大户、
部分农民群众讲解冬季蔬菜种植管理
技术。

“通过这样的实操、实践方式，让大家
了解和掌握在种植过程中如何施肥、如何
喷洒农药、如何避免因浇水或者气候原因
导致病虫害发生等问题。”平坝区科技特

派员张雅蓉说。
“本次培训主要面向本地的种植大户

和务工人员，讲解关于秋冬季叶菜类蔬菜
种植管理和常见病虫害及预防方法。”李
正丽介绍，目前正值秋冬季节，田间的农
作物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病虫害。“当大家
不知道如何进行防治时，我们会教授农户
们用一些常规的农业栽培措施进行防治

和管理。”李正丽说。
据悉，今年年初以来，平坝区充分发

挥省、市、区三级科技特派员科技人才作
用，各级科技特派员积极深入基层调研产
业需求，开展技术服务，把先进的农业技
术传授给种植户，发挥科技特派员科技助
农的重要作用，为推进乡村振兴提供了强
有力的科技人才支撑。

平坝区：

开展冬季蔬菜种植管理培训

11月 14日，紫云自治县四大寨乡落
成坝区蔬菜园里，绿油油的蔬菜长势喜
人，数十名工人娴熟地收割着菜心。

“当天收割的菜心销往香港，品质要
求较高，收割时每根菜心的大小、长短要
一样。”工人张志建说，割菜心每斤0.6元，
一天可收割500斤。

“以前在宁夏大型蔬菜种植场务工，
离家远照顾不了家里，现在家门口的蔬菜
园就可以务工。上午平整地块、播种、管
护菜苗等，每小时10元，下午收割蔬菜，多
劳多得。”在落城坝区蔬菜园收割菜心的
杨昌秀说。

据四大寨乡党委书记谢端治介绍，去
年6月，四大寨乡在开展支持有能力、有意
愿的外出务工人员带着资金、技术、市场
返乡创业的动员工作中，曾在宁夏、广州、
云南从事过 29年蔬菜行业的牛场村村民
韦小辉回乡后，引进深圳市惠实康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实康公司）与乡
级平台公司合作，利用落城坝区低热河谷
气候条件，建设蔬菜园发展蔬菜产业。在

合作上，乡级平台公司负责统一流转土地
和蔬菜园建设方面的协调工作；土地流转
费、蔬菜园建设资金、经营管理、种植销售
则由韦小辉及惠实康公司负责。

经过一年多的发展，落城坝区蔬菜园
种植面积达 1200亩，有固定工人 300余
人，他们大多是在宁夏、广东、云南等地的
大型蔬菜种植场务工多年的熟练工人。

随后，记者在落城坝区蔬菜园存放蔬
菜的冷库前看到，工人正把收割回来的蔬
菜进行称重、分级、装筐入库……

“当天收割的蔬菜存放在冷库后，第
二天清早装车运往深圳的中转站，然后分
销到深圳、香港蔬菜批发市场。”韦小辉
说，惠实康打通了蔬菜在深圳、香港的销
售渠道，他则负责蔬菜园的技术管理、种
植生产、品质把关等工作。目前，该蔬菜
园主要以种植菜心、芥蓝、上海青为主。

韦小辉告诉记者，深圳、香港市场上
菜心120元1件，上海青卖90元1件，在蔬
菜市场行情好的季节，工人们加班割菜、
地块轮换翻耕播种的频率高，他们每个月
支付工人的工资总额在100万元以上。

“落城坝区蔬菜园的目标是发展到
1500亩，一方面是乡级平台公司协助韦小
辉及惠实康公司扩大蔬菜种植面积；另一
方面是吸纳有意愿的农户发展蔬菜产业，
种植粤港市场所需的规格、品种的蔬菜。”
谢端治说，下一步将逐步扩大蔬菜产业规
模，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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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云四大寨乡：

一个蔬菜园带富一方人
早报记者 姚福进 文/图

工人收割菜心

近日，记者来到平坝区乐平镇岩上村
肉牛养殖基地，饲养员正忙着打扫牛圈，
给牛添草、喂料、加水，基地里牛儿在悠闲
地吃着饲草。

据岩上村党支部书记卢玲介绍，
2019年，岩上村依托当地生态环境，因地
制宜调整产业结构，积极培育肉牛养殖
业，目前已经初具规模。“以前，村里没有
什么产业，土地也比较贫瘠，就想着带动
大家一起养殖本地黄牛，经过 5年的发
展和摸索，肉牛养殖取得了明显成效。”
卢玲说。

肉牛养殖如火如荼，饲草种植紧随其
后。为了满足饲草需求，该基地在岩上村
流转了100多亩闲置土地用于种植玉米，
通过“种植＋养殖”有机结合，提高土地利
用率。岩上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峰说：“今
年，基地带动种植的玉米产量大概有7万
多斤，基本可以满足肉牛的喂养需求，除
此以外，还带动了大量村民参与肉牛养
殖、饲草种植，实现就近务工增收。”

岩上村村民田幺妹来到基地务工已
有两三年，平时主要负责给肉牛喂水、喂
食、打扫牛舍等工作。“一个月下来，有两

三千元的工资，再之家里还种了玉米和
饲草，收成后就卖给基地，每年收入还是
不错的，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孩子。”田
幺妹说。

“目前，基地肉牛存栏量共 37头，以
繁育母牛为主，每年产下牛犊饲养，进行

‘滚动式’发展。”养殖户左猛说，去年，他
一共销售了5头牛，每头售价2万多元，销
售收入 10万元。从今年开始，每年大概
要销售10头牛，都是销往本地市场，预计
年产值近20万元。

得益于良好的生态环境、畅通的市场

销路和可观的利润，目前，岩上村已有许
多村民纷纷加入肉牛养殖队伍，乡村特色
养殖业力量不断壮大，奏响了乡村振兴交
响曲。

“现在村里一共带动了 10多户农户
参与肉牛养殖，通过‘种植＋养殖’的模
式，每年可以带动务工约2000人次，大家
的积极性非常高。”卢玲说，岩上村计划进
一步扩大养殖规模，通过基地带动示范，
让更多村民看到肉牛养殖的经济效益，吸
引更多村民参与到肉牛养殖产业中来，以
产业发展不断赋能乡村振兴。

乐平镇岩上村：

发展肉牛养殖助力乡村振兴
早报记者 李超然 詹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