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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平县人民检察院近日到上塘镇中心小学开展普法宣传活动。检察
干警向学生讲解禁毒、防溺水等知识，引导学生们增强法治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做到知法、守法、用法。 图为活动现场。 王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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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瓜
喜丰收
时下，天柱县隆寨大

棚西瓜种植基地迎来丰
收季，瓜农正抢收西瓜供
应市场。

近年来，该县因地制
宜优化产业结构，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种植。2025
年，全县西瓜种植面积达
1.2万亩，其中，大棚西瓜
种植600余亩。图为瓜农
采收西瓜场景。

潘存栋/摄

◇简 讯◇

■ 黄 平

黄平县上塘镇白岩村土豆近日喜获丰收。
该村120亩土豆基地采用“机械采收+人工分拣”
模式，所产土豆个大质优，每亩产量超2000公
斤，预计产值40余万元。土豆产业带动周边村
民就近就业，栽种和采收季提供大量短期岗
位。近年来，上塘镇推广科学种植与“土地轮作”
模式，提升土豆产量品质与土地效益。下一步，
该镇将推进特色种植规模化，持续助力农民增
收，赋能乡村振兴。 （黄锡花）

又 讯 在广东省佛山市高明区对口帮扶
下，黄平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成效显著。
上塘镇获529万元协作资金，建成软枣猕猴桃
基地，完善基础设施，带动5000余人次增收，村
民实现“家门口”就业。重安镇投入191万元发
展蚕桑产业，建设养殖基地，吸引人才返乡创
业，形成产业良性循环。两地协作培育富民产
业，助推乡村振兴，未来将持续深化合作，共绘
发展蓝图。 （黄 轩）

■ 凯 里

黔东南民族职业技术学院药学系近日到黔
东南州民族医药研究院开展实践学习活动。师
生们参观苗族侗族药物标本馆，通过观看宣传
片、观摩各类药材标本、聆听专业讲解，深入了
解苗族侗族医药文化特色。在标本馆负责人指
导下，学生们还动手体验了植物标本制作过
程。随后，学生们在民医堂现场体验了中医把
脉问诊，学习健康养生知识。此次活动有效增
进了学生们对民族医药文化的认知，为传承发
展民族医药事业培养了后备人才。

（陈 琴 潘 颖）

■ 天 柱

天柱县近年来积极推动建材企业绿色转
型，助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贵州钰琦盛达
实业有限公司作为转型代表，拥有5条新型智
能生产线，年产20万吨外墙干粉、内墙腻子粉
等绿色建材，一季度销售额同比增长10%。目
前，该县 15 家建材企业正逐步淘汰高耗能模
式，探索低碳发展新路径。企业负责人表示，计
划在黔东南州各县设立销售点，进一步拓展绿
色建材市场。天柱县建材产业的转型升级，为
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能。

（伍 丽 杨德志）

■ 岑 巩

岑巩县客楼镇丰坝村近日创新推行“四选”
机制，统筹发展200亩烤烟与4000亩中药材产
业，打造乡村振兴示范园。通过科学搭配形成
全年用工需求，烤烟采收每亩需3个用工，黄精
种植每亩需 4 个用工。2025 年预计用工 6000
余人次，发放劳务费60余万元，村集体经济收
入将达 135 万元，较三年前增长 240%，有效带
动村民增收致富。 （朱胜攀 周 燕）

又 讯 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与贵州省玉
屏侗族自治县、岑巩县、镇远县四县科协近日联
合在新晃县凉伞镇中心小学举办首届湘黔科普
大联盟活动。活动以“多彩湘黔，科普同行”为
主题，通过无人机表演、机器狗互动等10余项
科普展演，为千余名师生带来科技体验。四县
科协现场签署合作备忘录，建立科普资源共享
机制。活动创新采用“文化+科技”模式，将侗
族非遗与科技展示相融合，既展现民族特色，又
激发青少年科学兴趣，为跨区域科普协作探索
新路径。 （杨政权）

■ 台 江

台江县南宫镇近年来实现11个行政村民
族团结食堂全覆盖。通过成立红白喜事委员
会，制定15桌以内的接待标准，有效遏制了大
操大办之风。食堂日常提供政府职工工作餐和
村民就餐服务，日均接待50余人次。创新“一
室多用”模式，旅游旺季接待游客体验苗家美
食，淡季转为“议事堂”开展民主协商。自2021
年运营以来，累计承办酒席40场，接待研学团
队17批次，带动就业30人，实现村集体增收10
万元，成为促进民族团结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平
台。 （邱 勤）

又 讯 台江县方召镇创新建立39个防汛
网格，通过网格员常态化巡查，累计排查隐患点
32处，录入巡查记录1000余条。该镇构建四级
预警网络，实现预警信息5分钟直达每家每户，
汛期推送预警213条，走访宣传1200余次。目
前已完成应急演练 11 次，安全转移群众 34 户
54人，实现灾情零发生。该模式有效提升了基
层防汛能力。 （欧佳佳）

■ 三 穗

三穗县近年来将三穗鸭产业作为特色支柱
产业，通过政策扶持、科学规划推动规模化、标
准化发展。长吉镇司前村养殖基地采用“公司
保底+基地养殖”模式，与贵州三穗鸭业运营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合作，实现产销无忧；桐林镇
新场村基地养殖周期90天，效益显著。目前，
三穗鸭已形成种鸭繁育、精深加工、品牌销售等
完整产业链，2025年预计出栏量达1300万羽，
产值9.15亿元，成为群众增收和县域经济的重
要支撑。 （蒋荣慧 高志敏）

初夏时节，蓝天澄澈，碧绿的
龙江水似一条蜿蜒玉带，轻柔地环
绕着两岸山峰。微风拂过，河水泛
起层层涟漪，送来阵阵清凉。

龙江河流经黔东南苗族侗族自
治州镇远县及岑巩县多个乡镇，最
终于玉屏侗族自治县新店镇汇入氵舞
阳河。在岑巩县境内，龙江河长约
54 公里，流域面积 891 平方公里。
多年来，它以清澈的河水滋润大地，
哺育了世世代代的沿河村民。

曾经，龙江河也面临着严峻的
生态挑战。几年前，沿岸部分工厂、
养殖场和村民将生产生活污水直接
排入河中，部分河段遭受污染，加之
过度捕捞，让龙江河不堪重负。

为了让河流恢复往日的清澈，
岑巩县开启了一场全方位的生态治
理攻坚战。近年来，岑巩县严格落
实河长制，强化跨区域协调共治，积
极开展护河宣传，让保护龙江河成
为全民共识。同时，推进河湖清“四

乱”行动，先后实施4个河道治理项
目，加强岸线保护和管理。建立完
善的垃圾收运体系，动态开展入河
排污口排查整治，推进农村生活污
水治理管控，实现建制镇集中污水
处理厂全覆盖，构建起全民护河的
良好格局。

在渔业保护方面，岑巩县严格
执行长江流域十年“禁渔”管理。在
岑巩县龙江河光倒刺鲃国家级水产
种质资源保护区、镇远县龙江河裂
腹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内
全年禁渔。如今，龙江河共生长着
42种鱼类，其中光倒刺鲃对水质要
求极高，它的存在正是龙江河水质
改善的有力证明。

龙田镇作为保护区的核心区，
积极履行保护职责。2024年以来，
开展巡河 400 余人次，进行联合执
法 30 余次，查处违规钓鱼行为 39

起，还增殖放流投放鱼苗12万尾。
全民护河的氛围在龙江河沿岸

村寨愈发浓厚。沿岸村寨纷纷制定
护河公约，全县 172 个村民组实现

“护河公约”落实全覆盖。龙田镇都
素村将村规民约张贴在显眼位置，
禁止在河道及山塘电、毒、炸鱼，严
禁在光倒刺鲃保护区内捕鱼。村里
30 余位公益性岗位人员承担起清
理河道的任务，夏季部分村民还自
发参与夜间护鱼巡逻。曾经以打鱼
为生的村民们，如今纷纷放下渔网，
从捕鱼者转变为护渔队员，用实际
行动诠释着对自然的敬畏。

为了实时掌握龙江河的水质情
况，除了传统的人工监测，上游的大
岭拱桥水质自动监测站与下游的氵舞
阳河两河口（玉屏侗族自治县）水质
监测站，实时智能捕捉龙江河的水
体温度、氨氮离子浓度、PH酸碱度、

溶解氧浓度、电导率和水体浊度等
关键数据，为龙江河的健康精准把
脉。

如今的龙江河，不仅水质清澈，
还成为村民们休闲的好去处。63
岁的思旸镇村民徐昌国，从小在龙
江河边长大，夏日晚饭后和妻子沿
河散步，成了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龙江河
不仅提升了乡村颜值，还孕育出了
特色产业，让沿岸村民的生活越来
越好。好水育好粮，好山出好柚。
2024年，沿龙江河21个村杂交水稻
种植面积突破 1 万亩。目前，沿岸
区域种植思州柚面积3.6万余亩，年
产量约 6 万吨，年产值近 3 亿元，
1000多户农户持续增收，2021年首
次实现出口销售并逐年增加。

岑巩县依托坝区资源禀赋和产

业布局，集中打造“一核两翼”水稻
制种发展格局，加快推进杂交水稻
制种“育繁推”一体化全产业链发
展。

1976 年水稻制种在岑巩县全
面铺开，注溪镇周坪村村民最初只
种了60亩。截至2025年，周坪村用
于水稻制种的耕地面积达1462亩，
涉及 685 户，村民们尝到了产业发
展的甜头，不断扩大种植规模。

除了农业产业，龙江河沿线
丰富的旅游资源也逐渐被开发利
用。沿线 20 公里油菜花海、思州
温泉“山水观光 + 康养疗愈”双
业态，以及传承百年的龙田龙舟、
注溪衙院土司遗址、思旸古思州
古城等，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
卡，让人们在山水之间领略自然
风光，于历史遗迹中探寻深厚的
人文底蕴。

岑巩县在龙江河生态治理与
绿色转型发展的道路上，通过全民
参与、科学治理、产业带动，实现了
护水长清、逐绿生“金”的目标，书
写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篇
章。

护河长清 逐绿生“金”
——岑巩县龙江河生态治理与绿色转型发展侧记

□ 潘晓飞 本报记者 杨光明

在天柱县竹林镇五星村，潘万
鑫的名字家喻户晓。这位 1979 年
出生的农家汉子，用 8 年时间完成
了从养殖新手到百万级创业者的蜕
变。从最初 400 只鸭子，到如今年
销售额突破百万元，他用执着与智
慧，在家乡的土地上书写了一曲生
动的创业之歌。

游子归乡，开启创业
新征程

早年，潘万鑫在异乡打工漂泊
十余年。看着家乡日新月异的变
化，心中那颗创业的种子悄然萌
芽。“说不定在家门口也能干出一番
事业！”这个念头在他脑海中愈发强
烈。彼时，一位在贵阳经营饭店的
老同学向他说道，正在寻觅稳定供
应高品质鸭子的养殖户。这一契

机，犹如明灯，让潘万鑫毅然决定返
乡创业。2017年，他回乡成立鑫安
生态养殖场，开启养殖生涯。然而，
创业之路布满荆棘。缺乏专业知识
的他，在温度控制、投喂管理等环节
频频失误，首批 400 只鸭子最终仅
存活30多只，近乎全军覆没。

面对挫折，潘万鑫没有退缩。
他白天泡在养殖场观察家禽习性，
夜晚通过网络课程恶补专业知识，
还主动参加各类培训，与同行交流
经验。经过无数个日夜的钻研，他
逐渐掌握了疫苗接种、疾病防控等
专业技术，如今仅凭观察家禽粪便
和步态，就能精准判断健康状况，将
家禽存活率提升至90%以上。这份
努力也让他在 2021 年荣获天柱县
第二批“三名工程”名养殖能手称
号。

种养结合，拓宽多元
增收路

“他一天到晚忙不停，不仅养鸭
养鹅，还种植稻谷、玉米、红薯，真是
太拼了！”潘万鑫的妻子话语中满是
心疼与骄傲。潘万鑫深知，想要提
升养殖效益，降低饲养成本是关键
所在。于是，他充分利用村里的荒
田荒地，大力发展农作物种植。稻
谷、玉米、红薯等农作物不仅为家禽
提供了天然优质的食料，米糠和玉
米更是绝佳的饲料原料。

随着种植规模不断扩大，潘万
鑫将多余的大米送给亲戚品尝，没
想到收获了一致好评。在亲戚的建
议下，他顺势打造了“鑫哥农家米”
品牌，将大米推向市场。这一举措
不仅保障了家禽的食料供应，更开

辟了新的增收渠道。
秉持种植养殖结合的模式，潘

万鑫对养殖事业愈发充满信心。他
坚持延长家禽养殖周期，每一批家
禽都精心饲养四五个月，采用圈养
与放养相结合的方式。待家禽长出
老毛后，便将它们赶到户外自由觅
食、活动，确保了产品的高品质。凭
借优良的品质，他饲养的家禽在市
场上供不应求，年销售家禽数量达
到 14000 多只，销售额突破 100 万
元，较创业初期实现了数十倍的增
长，在当地家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携手乡亲，共绘富裕
新画卷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真
的富。”这不仅是潘万鑫常挂在嘴边

的话，更是他始终践行的初心与使
命。除了为饭店、单位供应新鲜食
材，潘万鑫还在天柱县城开设门店，
不仅销售自家种植养殖的大米和家
禽，还主动帮助当地村民代销农产
品，带动大家共同发展种植养殖产
业。

村民潘远新对此深有体会：
“以前自家种养的农产品总是愁
销路，多亏了万鑫帮忙代销，不仅
卖得快，价格也很合理，真是解决
了大难题！”目前，潘万鑫已带动
周边 20 户村民投身种植养殖行
业，每户年均增收超 2 万元。此
外，他还长期聘请 6 名村民在养殖
场工作，让大家既能照顾家庭，又
能增加收入，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

从 400 只鸭子到百万销售额，
潘万鑫的创业故事，不仅是个人奋
斗的缩影，更是新时代农民扎根乡
土、创造价值的生动写照。他用自
己的经历证明，只要心怀梦想、脚踏
实地，在乡村这片广阔天地里，同样
可以书写精彩人生。

从400只鸭子到百万销售额
——天柱县五星村村民潘万鑫的返乡创业路

□ 伍 丽 杨德志
本报记者 杨光明

本报讯 台江县近年来立足特色资
源优势，以科技为引领，推动传统酸汤
产业提质增效，走出了一条“科技兴农、
产业富民”的特色发展之路。

台江县农业农村局组织 9 支农技
服务队深入各乡镇酸汤原料基地，开展

“科技助农”专项服务。在革一镇、台盘
乡等示范基地，农技人员通过“田间课
堂”现场示范整枝打杈、生物防治等关
键技术，提升农户种植水平。

目前，该县发展酸汤原料种植2700

亩，建成辣椒、西红柿等 12 个示范基
地，采用“龙头企业+合作社+基地”模
式，实行保底价订单种植，保障农户收
益。在中国农科院加工所的支持下，台
江县优化传统发酵工艺，建立酸汤“发
酵—炒制”指标监测体系，推动产业标
准化发展。通过科技赋能，台江县实现
了酸汤产业从种植到加工的全链条升
级，让传统酸汤“酿”出乡村振兴新滋
味。

（冉 旭 梁鲁洋）

台江县科技赋能助推酸汤产业升级

本报讯 三穗县政务服务中心近段
时间以来创新推出“政务+物业+社区”
三维融合服务模式，有效破解群众办事

“最后一公里”难题。该县与 5 家物业
企业、3个社区合作，在居民小区设立政
务服务点，将社保医保办理、就业创业
咨询等30项高频事项下沉至群众家门
口，实现“下楼即办”。

该模式精准对接不同群体需求，为
创业者提供政策解读专场，为老年人开
设“一对一”社保认证服务，为家庭提供

代办服务。运行以来，累计服务群众
800 余人次，满意度达 100%。同时，通
过“理论+实操”培训，打造一支专业化

“政务管家”队伍，可提供上门服务等个
性化服务。

据悉，三穗县将持续扩大服务覆盖
面，计划年内新增 5 个社区服务网点，
并探索“政务+企业政务+商圈”等跨界
合作，构建更加完善的基层政务服务网
络，让群众享受更便捷、更优质的服务
体验。 （张吉春 吴树林）

三穗县创新“家门口”政务服务模式

本报讯 黄平县野洞河星空露营基
地近日迎来开业后的首个旺季，周末入
住率达100%。该基地凭借独特的农文
旅融合模式，成为当地乡村旅游新亮
点。

野洞河星空露营基地占地165亩，
设有 16 个未来感十足的太空舱、44 顶
露营帐篷，配套烧烤区、戏水区等休闲
设施。游客可体验蔬果采摘、蜂糖李加
工等农事活动，还能参与滑翔伞飞行等
特色项目。据该基地负责人杨洪星介
绍，去年旺季单月营收达48万元，最高
单日接待游客890人。

“这里既能亲近自然，又能体验农
耕乐趣，特别适合亲子出游。”来自贵阳

市的陈女士对基地赞不绝口。基地创
新推出以当地蜂糖李为原料的果干、酵
素等衍生产品，延伸了产业链价值。

在发展的同时，基地积极带动村民
就业，旺季提供25个工作岗位，村民月
收入达 3000 至 5000 元。村民王大姐
说：“在家门口就能上班，既能照顾家里
又能增加收入。”

黄平县文旅部门负责人表示，该基
地是该县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项
目。下一步，将结合和美乡村建设，打
造更多集休闲农业、民族特色、低空旅
游于一体的综合业态，推动乡村旅游从

“平面”向”立体”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
新动能。 （蒋鸿琪）

黄平县打造露营基地点亮乡村“星”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