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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 燕 陈 昆 本报记者 杨光明

春茶采摘的热潮刚过，黔东南
苗族侗族自治州岑巩县的万亩茶园
又迎来了夏秋茶的采收旺季。层层
茶垄碧波荡漾，采茶机的轰鸣声与
茶农的欢笑声交织成曲，清新的茶
香弥漫山间。这片曾经沉寂的土
地，如今正以生态茶产业为笔，绘就
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

生态筑基
绿水青山育好茶

走进岑巩县天马镇苗落村的龙
峰生态茶园，仿佛置身于一片绿色的
海洋。低纬度、高海拔、多云雾的独特
气候，赋予茶园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

“茶叶生长在无污染的环境中，
从种植到加工，全程按照欧盟标准
严格把控。”岑巩县宝园种植专业合
作社技术员杨克伟介绍。合作社与

广东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先进的生
态防控技术，确保茶叶的生态健康
安全。目前，合作社管理的5000余
亩茶园全部达到欧标标准，其中950
亩更是获得了欧盟有机双认证。

“春茶只采到谷雨，夏秋茶则因
气温回升、雨水充沛而生长旺盛。”
合作社负责人徐廷勇说。通过科学
种植和精细化管理，这里的茶叶不
仅品质优良，而且产量稳定，为“黔
茶出山跨海”奠定了坚实基础。

科技赋能
标准化生产闯市场

在宝园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加工
车间里，揉捻机、烘干机、杀青机、香
茶机等现代化设备高速运转，工人
们正按照标准化流程紧张作业。在
人机默契配合下，鲜嫩的夏秋茶经
过一道道工序，最终变成符合欧洲
市场要求的红茶和大宗茶。

“我们建有3座加工厂房，配备

2 条夏秋茶生产线和 1 条茗优茶生
产线，年加工欧标茶 50 万公斤、茗
优茶1万多公斤。”合作社管理员张
远祥介绍。通过“有机种植+绿色
加工”双标体系和“春茶精制+夏秋
茶深加工”的分级开发策略，合作社
的产品远销湖南、安徽及东南亚、欧
洲等地，年产值超1000万元。

科技的力量不仅体现在加工环
节，更贯穿于全产业链。合作社与
科研院所、龙头企业深度合作，引进
现代茶叶加工设备，吸纳资深技术
员入股，构建起从茶树栽培到茶叶
加工的标准化技术体系。“每一批茶
叶都要经过第三方检测，确保品质
达标。”杨克伟说。

品牌驱动
“黔凝香”香飘海外

“目前，海外订单有50万公斤，
生产线24小时运转，一天能加工成
品茶 5000 多公斤。”张远祥的话语

中透着自豪。合作社打造的自主品
牌“黔凝香”，凭借过硬的品质和良
好的口碑，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夏秋茶一年采收四批次，鲜叶
总量达 200 多万公斤，可制成 50 万
公斤干茶，毛收入约 600 万元。”徐
廷勇算了一笔经济账。通过“龙头
牵引、基地支撑、标准保障、品牌驱
动、市场联动”的协同机制，合作社
不仅实现了自身发展，还带动了周
边农户增收。

茶农刘红菊笑着说：“以前种地
收入低，现在在茶园打工，已有5年
时间，主要从事剪枝、施肥、除草等管
护工作，平均月工资5000多元，日子
越过越红火。”像刘红菊这样的茶农，
在岑巩县还有很多。茶产业已成为
当地百姓增收致富的“金钥匙”。

产业兴县
“绿叶子”变成“金叶子”

近年来，岑巩县将茶产业作为

生态绿色、特色优势与强县富民产
业精心培育。通过构建“种、管、采、
制、销”全产业链，茶产业实现了扩
量提质增效。

目前，全县累计建成茶园 3.48
万亩，其中投产茶园3.2万亩。通过
欧盟认证的有机茶园达1270亩，绿
色防控茶园面积 0.7 万亩。共有州
级龙头企业 2 家，初精制加工厂 8
座。预计今年年产干茶1000多吨，
生产总值近1亿元。

“曾经不起眼的‘绿叶子’，如今
跨越山海，成为叩开国际市场的‘金
叶子’。”岑巩县农业农村局局长杨
通金表示，未来将继续推动茶产业
高质量发展，让更多“黔茶”走出国
门，助力乡村振兴。

一片茶叶，承载着群众的致富
梦想；一缕茶香，飘荡着乡村振兴的
时代芬芳。从深山茶园到海外市
场，岑巩县正以生态为笔、科技为
墨，书写着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崭
新篇章。

岑巩县实施“科技赋能+品牌驱动”战略促进茶产业发展——

让“绿叶子”变成“金叶子”

在黔东南州天柱县，有这样一
位“土地诗人”，他的胶鞋沾满泥土，
笔记本写满农事密码，手机里存着
上千农户的号码；他既是田间地头
的“活地图”，也是产业升级的“探路
者”，更是农民心中的“定心丸”。他
就是今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的天柱县农业农村局果蔬技术指导
站站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吴传
明，一位用34年光阴将论文写在大
地上、把丰收刻进乡亲笑颜里的“泥
腿子教授”。

行走田间的“教科书”

“老钟，这株茄子侧枝要打掉，
养分才能集中到主枝上。”四月的天
柱县凤城大坝，吴传明半跪在湿润
的田埂上，指尖轻捻叶片，为村民钟
生示范修剪技巧。

这样的场景，天柱县 17 个乡
镇、110多个村寨的乡亲们再熟悉不
过。从1991年踏入农技岗位起，吴
传明便把办公室“搬”到了果园、菜
地和大棚里。他独创的“三随”教学
法——随时讲、随地教、随人变，让
技术培训从“照本宣科”变为“田间
实操”。

在石洞镇朝天椒种植示范基
地，他蹲在垄沟边，边示范移栽边喊
话：“株距 50 厘米，单垄双行错窝
栽，一亩 2500 株，记牢喽！”村民们
围成一圈，有人掏出手机录像，有人
跟着比划动作，笑声与讨论声在田
埂间回荡。

“吴站长的课，泥土味儿足！”渡
马镇湾场辣椒育苗基地负责人陈新
贵说，乡亲们从种苗培育、病虫害防
治到田间管理，吴传明和团队均提

供专业技术指导。

科研战场的“排头兵”

在白市镇双河村的山坡上，一
串串青葡萄如翡翠珠链垂挂枝头。
这片曾濒临绝迹的野生刺葡萄园，
如今已成为乡亲们的“聚宝盆”。谁
能想到，这葡萄园曾是吴传明倾注
心血的“科研战场”。

在一次资源普查中，吴传明敏
锐观察发现，当地野生刺葡萄资源
因自然环境变迁与品种退化濒临灭
绝。于是他主动联系贵州省果树科
学研究所，组建起科研团队，一头扎
进双河村的山地，开启野生刺葡萄
资源保护与开发的艰辛路程。

面对枝条扦插生根难、病虫害

频发等难题，他带领团队“土洋结
合”，采用高位嫁接快速结果技术，
同时引入电热催根育苗法，通过精
确调控温度、湿度等参数，解决枝条
直接扦插生根难的问题，有效保护
了天柱县山地刺葡萄野生种植资
源。

在科技赋能的路上，他敢闯敢
试。主持完成了贵州省 2022 年经
济作物产业“羊肚菌大田轮作高效
栽培技术集成示范”榜单揭榜工
作。建立 3 个“水稻—羊肚菌”轮
作示范点，亩增产达到 47.19%，远
超 10.5% 的 目 标 任 务 。 2023 至
2024 年连续开展试验示范，推动
天柱县羊肚菌产业从无到有，建成
2 家菌种厂，年菌种产能九千亩，
种植面积五千亩，综合产值突破 1
亿元，天柱县羊肚菌产业进入全

省前列。

乡村振兴的“追光者”

从青春年少到两鬓斑白，当年
的“小吴”已成为乡亲们口中的“老
吴”。辛勤耕耘终获肯定，吴传明先
后荣获“贵州省先进工作者”“贵州
省脱贫攻坚优秀共产党员”等称
号。但比起奖章，他更珍视乡亲们
的一句话：“吴站长的脚印，就是我
们的致富路。”

在天柱县，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跟着吴站长干，错不了！”这背后，
是 34 年如一日的坚守，是 110 个村
寨产业兴旺的足迹，是上万群众的
信任。吴传明用双脚丈量土地，用
科技赋能产业，用深情守护乡亲，诠
释了新时代基层农技人的使命担
当。他常说：“我不过是大地的学
生，农民的徒弟，乡村振兴路上的一
块铺路石。”而正是这无数块“铺路
石”，托举起这片热土的乡村振兴
梦。

□ 余天英 本报记者 杨光明 双脚丈量土地 科技赋能产业
——记天柱县农业农村局果蔬技术指导站站长吴传明

本报讯 黄平县近年来扎实推进古
树名木保护工作，通过建立专业管护机
制、开展精准复壮修复、构建网格化巡
查体系等措施，全力守护“绿色文物”。
目前，全县已完成 2754 株古树名木的
建档挂牌工作，实现“一树一档、专人管
护”的精细化管理。

黄平县林业局组建专家团队，采取
“一树一策”方式对衰弱古树进行科学
复壮，累计投入27.17万元专项资金，成
功修复36株衰弱古树，并对4株存在安
全隐患的古树实施应急除险。同时，充

分发挥“林长制”作用，建立“护林员+”
网格化巡查体系，在100个重点点位安
装监控设备，实现“人防+技防”双重保
障。

此外，黄平县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加强宣传，今年以来已发放宣传
手册600余份，开展各类宣传活动10余
场，有效提升群众保护意识，营造全社
会共同参与古树保护的良好氛围。据
悉，该县将继续完善保护机制，让承载
历史记忆的“活化石”永葆生机。

（林玉琴）

黄平县古树名木实现精细化管理

天柱县近年来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方式，大力发展蔬菜产
业，推进蔬菜规模化、有机化、高效化、产业化发展，努力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
区“菜篮子”重要生产基地，实现种有定向、销有方向，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图
为菜农在凤城大坝蔬菜基地采摘辣椒。 潘存栋/摄

蔬菜丰收
采摘忙

三穗县瓦寨镇菊花年产量达80万枝
本报讯 眼下，正值菊花管护关键

期，三穗县瓦寨镇调洞村菊花种植基地
一片繁忙，工人们正抢抓农时除草作
业，确保菊花丰产增收。

基地里，工人们穿梭田间，熟练除
草、松土，精心管护菊花苗。村民刘玉
冬说：“在这里干活时间灵活，既能赚钱
又能照顾家庭。”该基地种植优香、白善
等白菊品种及光玉、旭等黄菊品种，预
计7月底进入盛花期，产品主要销往日
本、韩国等海外市场，年产量达70万至

80万枝。
近年来，瓦寨镇积极调整农业产

业结构，推广智慧农业，利用大棚发展
菊花种植产业，打造“美丽经济”。菊
花产业不仅带动村民就近就业，还成
为促进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支撑。据介绍，瓦寨镇将继续优化
菊花种植技术，拓宽销售渠道，助力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
动力。

（邰 有 蒋荣慧）

◇简 讯◇

■ 三 穗

5月24日，三穗县政务服务中心零工市场内
人头攒动。该市场采用“线上+线下”模式运营
半月来，已为当地群众就业开辟新渠道。48岁
的梁厚群通过市场发布的招聘信息，两天内就
与家政企业达成用工协议。市场不仅提供岗位
匹配服务，还涵盖政策解读、技能培训、权益保障
等配套服务。据三穗县就业局局长张美茹介
绍，下一步将持续优化服务功能，深化政企合作，
让灵活就业更有保障。 （王先春）

又 讯 三穗县良上镇今年以来以党建引领
辣椒产业发展，采取“党支部+合作社+农户”模
式助推乡村振兴。成立辣椒种植专班，构建四
级网格体系，今年召开专题会5次，开展宣传30
余次。创新“党建+科技+合作社+农户”服务模
式，组织技术培训 10 次，培训农户 1000 余人
次。党员干部带头示范，发放辣椒苗100万余
株、肥料 17 吨，带动群众种植。推行“村级代
收，公司统收”模式，确保农户收益，目前已有
20名党员干部带头种植，有效促进产业增效、
农民增收。

（郑 蓉）

田间插秧
抓农时
当下正值插秧季节，

三穗县各地群众抢抓农
时进行栽插水稻、果蔬管
护等农事劳作，田间地头
一派忙碌景象。图为村
民在武笔街道中坝村田
间插秧。

章 洲/摄

■ 凯 里

黔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近日开展消防安
全培训，邀请贵州省居佳安消防宣传中心教师
授课，63名医护人员及安保人员参加培训。培
训通过 PPT 讲解、视频演示及互动问答，重点
解析医院火灾预防、初期扑救及应急疏散要点，
并组织灭火器、消防栓实操演练。

（夏凯琴 潘 颖）

■ 岑 巩

岑巩县网络人士联谊会近日到雷山县郎德
镇也改村参加苗族爬坡节暨姑妈篮球体验赛。
会员们身着民族服饰参与篮球赛，体验赛马、斗
鸡等民俗活动，并借助新媒体平台传播节庆盛
况。活动中，岑巩县网联会与剑河县、天柱县、
雷山县等县网联会交流探讨“网络力量助力乡
村振兴”新路径。此次活动深化了民族文化交
流，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能。 （月 彦）

■ 台 江

台江县统一战线工作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培训班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践研究中心开班。
此次培训由台江县委统战部、县民宗局联合举
办，为期一周。该县县委统一战线成员单位负
责同志，乡镇街道及相关学校民族宗教工作负
责人，部分统战人士代表共47人参加。培训旨
在帮助大家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增强理论素
养，提升业务能力，推动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
作和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同时，依托研究中
心优质教学资源，课程设置科学多元，涵盖理论
授课、案例分析、现场教学等多种形式，为学员
搭建系统全面的学习平台。

（张 鸿）

又 讯 黔东南州 2025 年水稻单产提升培
训会近日在台江县施洞镇举行，来自全州各地
的120余名农技人员参加培训。培训采取“理
论+实操”模式，省、州级专家围绕水稻机械化
移栽、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进行授课。现场
演示了无人机施肥、钵苗抛秧等10余项机械化
作业，并组织农技人员开展规范化移栽比赛。
参训人员表示，将组建服务队推广“代育秧、代
移栽”等社会化服务模式，推动良种良机良法融
合，助力粮食丰产增收。 （邰光菊）

■ 黄 平

黄平县新州镇近年来大力推进辣椒“订单
式”种植，通过集约化育苗、标准化种植，有效提
高了秧苗成活率和劳动生产率，育苗要点、秧苗
管护、定点收购、保价回收等“一站式”服务，让
农民种植有目标、销售有渠道，种植信心大增。
今年，新州镇计划种植辣椒4000余亩，以“小辣
椒”撬动“大产业”，让特色种植成为激活乡村振
兴的新引擎。 （潘二妹 韦邦露）

又 讯 黔东南州档案馆近日到黄平县翁坪
乡永望村开展“送鸡苗、助增收”帮扶活动，免费
发放优质鸡苗2035只、饲料970公斤，总价值约
3万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讲解养殖技
术，194户村民有序领取，预计户均增收1100元
以上。 （黄春香 匡 伦）

■ 麻 江

麻江县首家城市主题书房近日揭牌并正式
对外开放，为市民提供一个集阅读、学习、文化
交流于一体的公共文化空间。城市主题书房图
书种类丰富，涵盖党政读物、文学、历史、少儿等
类别，目前已拥有藏书3000余册，满足不同年
龄段、不同阅读兴趣人群的需求。同时，还配备
自助借还办证一体机、视听一体机、管理软件和
应用软件等设备，能为读者提供更加多元化、现
代化的阅读体验。读者只需使用有效身份证件
办理借阅卡，就能轻松完成图书的免费外借和
归还。

（付善青 吴兴芳）

本报讯 台江县南宫镇近年来以党
建为引领，以乡村振兴为关键，依托本
地资源，全面优化水稻种植产业链的

“种植、管理、销售”环节，推动产业的振
兴和村民收入的增加，确保水稻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

为了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
堡垒作用，南宫镇采取精准的策略，依
托辖区内的资源优势和发展特色，大力
促进水稻种植向规模化发展。各村党
支部深入实地进行调研和摸排，对镇域
内集中连片的耕地进行科学规划。通
过“党支部+合作社+种植大户”的模

式，将农户手中的零散水田集中起来，
实现从“小水田”到“大水田”的转变，从

“分散种植”到“规模化种植”的升级。
不仅稳定粮食的播种面积和产量，还有
效提升村集体经济的收入。

据了解，今年南宫镇种植水稻1.75
万亩，共预计产量可达6125吨；打造示
范点种植 1000 亩，预计产量可达 800
吨；推进“稻+鱼”综合种养1.5万亩，预
计产量可达337.5吨；积极推广优质稻，
同时做好优质稻统购统销工作，切实解
决群众“稻+鱼”种养殖后顾之忧。

（张雨良）

台江县南宫镇优化水稻种植产业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