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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济 何佳有 王显） 冬至
寒霜，在德江县桶井乡同心社区食用菌
种植基地，一排排菌棒上长满了肥硕鲜
嫩的香菇和黑木耳，工人们忙着把一朵
朵小菌菇采摘到竹筐后连忙送进烘烤车
间，除去杂物后，送入烘烤房。

“最忙时早上7点就到了。”在烘烤车
间里，72岁的社区居民申碧娥老人拿着
剪刀，一朵接着一朵地把菇脚和杂物去
掉，她告诉笔者，每筐鲜菇有 20公斤左
右，最多时一天能剪14筐，在家门口就能
就业，还是可以。

培育菌种、种植、采摘、烘烤，整个过
程都有村民参与，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
型产业。自 2017年以来，当地每年至少
有 30多人长期在基地务工，用工最多时
达到两三百人，年劳务支出80万元，在解

决同心社区及周边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同
时，有效促进群众持续增收。

“我们基地主打的是香菇和黑木耳，
采摘时间一般从年前的10月持续到第二
年的4月，加上其他种植、管护环节累计带
动就业上万人次。”同心社区居委会副主
任杨进勇介绍，这段时间正是香菇采摘高
峰期，每天可采鲜菇2000公斤左右，本地
销售200公斤左右，剩下的烘干后统一打
包，销往湖南、广东等省外市场。

近年来，桶井乡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依托自然条件优势，以“基层党组
织+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
发展食用菌产业，并在培育和种植环节
不断探索创新，提高了食用菌的品质和
产量，让小小食用菌助力群众持续增收。

近日，在德江县稳坪镇万进花椒种
植专业合作社，上百名群众排着队领取
劳务、土地租金。现场，合作社工作人员
详细核实每一户信息后，签字、按手印、
领取土地租金或劳务费，村民们脸上露
出灿烂的笑容。

“我可是‘包租公’了哟！”村民安贵
强拿着一沓百元大钞，激动地告诉笔者，
他家虽有五六亩地，但都是石旮旯，以前
种点红薯、苞谷，除去种子、肥料和劳动
成本，几乎还要倒贴。

现在租给合作社种花椒，直接收租
金，不忙时到基地里搞点零工，挣点零
花钱。

过去的金庄村乱石纵横，广种薄
收。因受乌江深度切割，土地多为缺水
易旱的石旮旯、蓑衣地，少有沃地。

2014年，在国家惠农政策的支持下，

当地党委、政府邀请农业专家多次考察，
决定在这里试种耐干旱的花椒。经过10
年的不懈努力，石旮旯终于长出了“金果
果”，实现“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双收。

“每年支付土地租金和劳务费 50万
元左右，必须在年前付清。”合作社负责
人冯万芬说，之前支付了一部分，这次又
支付现金10多万元，也有以微信转账方
式支付的。

冯万芬还介绍，为延伸产业链，提升
产业附加值，进一步做强做大花椒产业，
2023年，合作社与贵州天然产物研究中心
共同研制出了花椒足疗康养产品12种。

如今，花椒产业已在当地石旮旯里
扎根结果，不仅战胜了石漠化，鼓起了钱
袋子，更勾勒出乡村产业兴旺、生活富裕
的新图景，为金庄及周边村寨蹚出了可
借鉴的持续增收之路。

小花椒成就大产业
周济 何军 文/图

小小食用菌助力群众增收

本报讯（张星星 方琴 文/图） 近日，
为提高公众对反洗钱的认知，防范洗钱风
险，贵阳银行德江支行积极组织开展反洗钱
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该行通过 LED屏滚动播放反
洗钱标语和生动形象的宣传视频，吸引众多
前来办理业务的客户驻足观看。网点工作

人员还在客户等候区设立咨询台，为客户详
细解答关于反洗钱的各种疑问，并结合实际
案例深入浅出地讲解洗钱活动的常见手段
和危害，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保护自己，
避免陷入洗钱陷阱。

与此同时，该行的宣传团队还前往周边
社区和商业街等人流密集区域，设立宣传站

点，向过往群众发放反洗钱宣传资料，以通
俗易懂的语言阐述反洗钱法律法规和政策
要求，以及银行在反洗钱工作中的重要作
用；在商业街，针对商户的经营特点，重点讲
解了在日常交易中可能存在的洗钱风险点
和防范措施，助力商户合法合规经营。

2024年12月27日，贵州宏德鞋业举行三周年庆典活动，企业员工准备了精彩的文艺表演，展示企业活力与风采。该企业于2021年
落户德江。目前，有员工260多人，2024年产出100万双鞋，年产值3500余万元，全年发放员工工资1200万元。 张星星 邓旭 摄

本报讯（张星星 张萃莉 文/图） 近年
来，德江县积极探索本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
转化，大力发展文创产品，为县域经济与文
化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青龙街道玉溪桥商贸街河边，一家名
“这‘礼’很德江”的文创小店吸引了众多市
民及游客驻足参观体验。店内装修独具匠
心，巧妙地融入了本地特色文化元素，琳琅
满目、种类繁多的文创产品，从以当地传统
建筑为原型的精美手工艺品，到印有民俗图
案的生活用品，无一不展现着浓厚的本土风
情。此外，店内还设有创意文化体验区，游
客可以亲手参与部分制作过程，深度感受传
统文化的魅力。

开业不久，每天都有不少市民和游客慕
名前来参观打卡，了解德江本土文化。来自
遵义的李彤，就读于贵州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了解到有这样一家店后，课余时间就与
同学相约来到这里体验。

“虽然在德江念书，但是对德江的了解
并不多。现在有了这家文创店，既能买到独
特的纪念品，又能更加深入地了解德江的特
色文化和民俗风情，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店，
也介绍给所有想要了解德江文化的朋友
们。”李彤兴奋地说道。

文创店负责人徐南芳说，做家乡文创并
不是一时兴起，大学学习产品设计专业后，
就一直想用自己的专业技能挖掘和传承本
地丰富的文化资源，通过现代文创设计理
念，让传统文化以新颖的形式走进大众生
活，增强市民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
感，同时也为外地游客提供一个深入了解德
江文化的窗口。于是和高中同学吴小婵一

拍即合，两人计划了小半年，先后前往贵阳、
镇远、广州等地考察学习，共同创立了德江
首家文创店。

“德江有着丰富且独特的文化宝藏，傩
戏的神秘古朴、土家舞龙炸龙的浓郁风情等
这些都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瑰宝。我们期望
通过文创店这个窗口，将德江的文化元素融
入各类产品，无论是带有德江文化的集章

本，还是展现傩戏面具特色的时尚饰品，希
望让每一位走进店里的顾客，都能直观地触
摸到德江文化的温度与魅力，进而让德江的
优秀文化走出德江，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让
更多人领略到这座城市独特而迷人的文化
底蕴。”徐南芳介绍。

本报讯（何 军 邓 旭 王 凯 文/图）
2024年12月28日19时，“德江音乐时光·唱
响时代乐章”首播盛典拉开帷幕。此次音乐
会作为“德江音乐时光”网络直播系列活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线上线下同步直播的
方式，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活动现场，人头攒动，人山人海，随着音
乐的响起，一场音乐视听盛宴悄然开启。音
乐会涵盖了多种艺术形式，包括歌舞、非遗
传承、才艺比拼等，展现了德江丰富的文化
底蕴和艺术魅力。音乐会首播盛典在微德
江视频号、德江之音视频号、德江之声抖音
号、德江之音抖音号及多个网络平台同步直
播，吸引了大量观众在线观看。

所悉，从2024年12月30日起，德江音乐
时光系列活动将每周一至周六晚上19时—
20时30分持续进行。活动通过“歌舞+N”的
艺术形式，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文化体验。

活动立足德江丰富多彩的文旅资源，打
造德江文旅 IP形象。以“文艺活动助推黔货
出山”为着力点，深化德江“音乐时光”品牌
建设，打好品牌组合拳，定期或不定期诚邀
德江籍和周边网络达人，以“活动流量”变

“消费增量”，助推黔货出山，加速旅游振兴、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次音乐会还设置了海选、周赛、月赛
及年度总决赛等多个环节，吸引了众多音乐
爱好者的积极参与。参赛选手通过线上或

线下报名，经过层层选拔，最终有机会在舞
台上展现自己的才艺。

贵阳银行德江支行开展反洗钱宣传

乡村行·看振兴 德江举行音乐时光系列活动打造文旅IP

德江首家文创店开业

2024年12月27日清晨，走进德江县
玉水街道厦阡社区爱心食堂，后厨工作
人员正在忙着洗菜、切菜、淘米。11点
整，距离中午放学还有55分钟，食堂阿姨
们开始热锅、放油、炒菜，三菜一汤全部
陆续出锅。

中午12点过，县第九小学的孩子们
兴高采烈地奔向爱心食堂，在社区志愿
者的引导下，大伙排着长队有序地走进
食堂，端着热气腾腾的菜饭，开启午餐的
幸福“食”光。

“放学就能吃到香喷喷的菜饭，太安
逸啦！”该校学生甘睿婕说，爱心食堂的
开设，让她和同学们中午不用在有限时
间里为吃饭来回跑，也有充足的时间休
息，能更好地投入到下午学习中。

德江县第九小学位于厦阡社区，在
城区所有学校中该校处于县城郊区，按
照国家相关规定，不适合国家学生营养
餐。但学校大部分学生来自周边龙泉、
钱家等乡镇，家校距离远的超过 3公里，
造成中午就餐困难。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
为解决好孩子们午餐问题，社区向

县教育局和玉水街道共争取资金 6.6万
元，自筹 2.6万元修建起社区爱心食堂，

从 2024年 5月份开始试运行，秋季开学
季正式投运。

“之前，孩子们中午时就在校外买点
东西将就，但既不营养，也不太健康。”该
校李玲玲老师介绍，现在孩子们放学后
就能吃上安全、营养、可口的午餐。“孩子
们能吃上饱饭、热饭，我们心里面也挺放
心的。”

为更好运行爱心食堂，社区仅收每
人每餐 3元，另外的人工工资、水电费及
食材资金不足部分，由街道争取资金
补足。

同时，在食堂管理上社区严格执行
国家和部门相关规定，落实食材“日配
送、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五公开”和
家长代表监督陪餐制度，确保孩子们吃
得健康、吃得安全。

“下一步，我们将从多渠道、多方面
争取资金，强化爱心食堂的管理和服务
能力，更加注重学生营养餐的比配。”社
区儿童之家负责人杨玉媚介绍，爱心食
堂将与社区儿童之家、阅读室等进行资
源整合，让学生在社区吃得营养、家长放
心、学校安心的同时，阅读更多课外知
识，护航孩子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爱心食堂
开启学生幸福“食”光

周济 何佳有 王显 张萃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