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行·看振兴

本报讯(史浪) “五一”期间，正值夏种农忙时节的
关键节点，玉屏侗族自治县农技人员以农事为先，化身宣
传员、服务员、指导员，送技术、送指导、送服务。

在彰寨村的水稻集中育秧点，农技人员穿梭于育秧
大棚之间，仔细查看秧苗的生长情况，耐心地向种植户讲
解水稻集中育秧的关键要点。

据悉，水稻集中育秧是近年来大力推广的先进种植
模式，通过集中管理和科学培育，能够有效提高秧苗的质
量和成活率，为水稻的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2025年，
该县水稻集中育秧达60亩，涉及田坪镇彰寨村、朱家场镇
茅坡、水田、长华等村，水稻种植面积达4.4万亩。

在麻音塘街道九龙村甘薯种植基地，农技人员也在
忙碌地指导农户进行甘薯起垄栽培。甘薯起垄栽培是一
种新型种植技术，通过起垄种植，可以改善土壤通气性和
排水条件，促进甘薯根系的生长和块根的膨大，从而提高
甘薯的产量和品质。

种植户奚庆龙说：“以前种甘薯总是产量不高，品质
也不好。今年听了农技人员的讲解，才知道种植技术这
么重要，按照他们的指导进行起垄栽培，我相信今年的甘
薯一定能卖个好价钱！”

玉屏的农技人员以“假期不停歇、服务零距离”的实
干担当，将科技兴农的答卷书写在春潮涌动的田野上。
他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辛勤付出，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筑牢产业根基。

农技人员
送技下乡助春耕

玉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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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沿河土家族自治县中界镇孙家社
区，位于沿河县城西北方向、中界镇南部，
距镇政府驻地1.5公里、距离县城16公
里，靠近峡门水库、地处交通要道。

“20 世纪 70 年代，我们村就通了
公路，得益于不远处的峡门水库，80年
代就通了电，交通便利、用水不愁，是远
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居民冉茂财告诉
笔者。

“我们家家户户都种有空心李，这种
品质优异的地方特色水果，每年能给大
家带来几万块钱的收入。”孙家社区党支
部书记、居委会主任龙智接过话茬，党的
十八大以来，当地更是以空心李为基础，
在龙头企业贵州沿河乌江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乌江科技）的带领
下，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农户”的
发展模式，逐步发展了以铁皮石斛、乌江
白及、青钱柳等地道中药材为主导的大
健康产业。

在孙家社区大健康产业园区，交错林

立的空心李树干上，缠绕着一条又一条
“藤蔓”，仔细一瞧，竟是人为缠绕上去的。

“这可不是‘藤蔓’或杂草，而是我们
采用仿野生栽培技术种植的铁皮石斛，
作为一种珍稀药材，它对生长环境的要
求十分严苛，绑在空心李的树干上，刚好
合适。”乌江科技负责人冯靖婵向笔者介
绍道，铁皮石斛喜温暖、不耐寒、喜湿润、
喜半阴半阳的环境，在林下树上种植最
合适，与别的地方不同，在孙家社区发展
铁皮石斛可以跟当地原有的空心李产业
紧密结合，产生1+1＞2的效果，同时在
养护过程中，对水分湿度要求较高，孙家
社区丰富的水资源便是最佳助力。

2012年，乌江科技创始人冯新建只
身来到孙家社区考察并落户，结合当地
优势资源，总投资8000多万元与浙江大
学、贵州大学、铜仁学院等院校共同创办
产学研示范基地，利用人工组培繁殖与
仿野生栽培技术使铁皮石斛产业从无到
有不断壮大。2022年底，冯新建之子冯

靖禅接过父辈的事业，继续在孙家社区
发展产业。截至 2024年底，乌江科技已
配套建成 3000平方米的组培工厂、2000
平方米的石斛产品加工厂、近 500亩的
驯化大棚基地、近 3000亩的铁皮石斛高
山仿野生种植基地。

“树上结满空心李，树干上缠满铁皮
石斛，那树下呢？”冯新建不禁打起了新
的主意，经过多年的精耕细作，孙家社区
的土地十分肥沃，再加上源源不断的水
资源，种植中药材正合适。

于是，树上空心李、树干铁皮石斛、
树下道地中药材（乌江白及、青钱柳等）
的产业格局逐步形成。

“我们管这个叫‘空中挂仙果、树上
长金条、地下生元宝’！”龙智高兴地说，
目前，社区已流转林地和土地 1200多
亩，建成青钱柳种植基地300亩、仿野生
铁皮石斛基地 1200亩，流转大棚用地
300亩，建成铁皮石斛、白及驯化大棚
428个。建成铁皮石斛仿野生栽培上树

500亩，白及种植300亩配套发展空心李
500多亩，并且安装了150亩全自动智能
水肥一体化滴灌设施用于空心李管护。

“三生共赢”的产业格局为孙家社区
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土地流转有流转费、部分空心李树
租给公司绑铁皮石斛有租金、每年卖空
心李也能挣钱、参与铁皮石斛管护等还有
劳务费，大家赚钱的路子非常多，日子也
过得越来越红火。”村民杨素华感慨地说。

2013年冯新建带领产业落户孙家
社区之时，杨素华就参与务工，经过10
余年的发展，乌江科技的产业链不断拓
展、完善，不仅有了研发基地，还有了育
苗大棚、种植基地、加工厂房，杨素华也
从一名普通的平民百姓，在年复一年的
劳作中学会了技术、掌握了技能、拓宽了
视野。如今，不仅自己谋划产业，更是乌
江科技铁皮石斛生产基地的一名管理人
员，年届 62岁的她，仍在田间地头挥洒
汗水，开启新的征程。

——“一棵李树”的生态价值转化密码

“ 三 生 ” 共 赢

杨宇峰

本报讯 (记者 龙吟 何浩然) “五
一”假期，铜仁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各地
丰富多元的特色民宿，成为游客深度感
受当地文化魅力的崭新窗口。各民宿紧
扣资源、客源、服务三大要素优化运营，
吸引八方游客，有力推动铜仁文旅产业
蓬勃发展。

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内的南城别
院，是一家极具特色的古色古香民宿。
其占地 2600平方米，虽规模精巧，却功
能齐全。客房设计独具匠心，清新淡雅
的原木风格尽显简约质朴之美，让游客
在喧嚣城市中，沉浸式感受旧时光的独
特韵味。

作为一家侘寂风民宿，南城别院带
着独特的历史沉淀。青砖灰瓦，庭院错
落，全木质房屋搭配承载岁月痕迹的物
件，营造出“一步一景，一物一事”的意

境，处处彰显深厚的文化底蕴。据南城
别院经理刘鹏介绍，五一假期客房早在
一周前就已预订一空。

为应对“五一”出游热潮，铜仁民宿
行业主动创新服务模式，深度融合周边
景点与自身文化特色，推出策划、导游等
特色服务。刘鹏表示：“南城别院可为游
客推荐铜仁八县两区的精品旅游线路，
比如古城内开展的傩戏大文化展演，让
游客与傩戏亲密互动，领略民俗表演的
魅力。我们还提供包车、洗衣、早餐等
一站式贴心服务，全方位提升游客体
验感。”

“五一”期间，铜仁丰富的旅游景点、
精彩的民俗活动与特色美食，吸引各地
游客纷至沓来。南城别院凭借深厚的文
化底蕴、独特的建筑风格与地理位置等
优势，成为游客住宿的首选居住地，入住

率达100%。
来自四川绵阳的游客刘玉婷因铜仁

“抹茶之都”的美誉慕名而来。她赞叹：
“铜仁到处都是美食，酸汤火锅、米豆腐、
牛肉干……充分满足了我的味蕾，尤其
是抹茶饮品更是意外惊喜，这次旅行真
是不虚此行。”

湖南常德游客蔡禹博已是第二次来
到铜仁，这次随性之旅收获满满：“民宿
充满江南别院风情，园林布景精致，雨后
的民宿雅致宁静，氛围感十足。工作人
员热情周到，不仅为我们推荐游玩攻略，
还详细介绍苗绣、黔绣等非遗，让我们深
度体验了当地文化。”

近年来，铜仁市特色民宿产业蓬勃
兴起，呈现供需两旺态势，成为旅游业的
一大亮点。目前，全市拥有精品民宿
141家，其中114家分布于梵净山区域，

涵盖国家乙级旅游民宿1家、省级金山
级旅游民宿 7家、省级银山级旅游民宿
11家。铜仁正以特色民宿“小切口”带
动“大旅游”，通过持续创新服务、提升品
质、联动景点、文化体验等方式，展现铜
仁传统文化魅力，激活多元化旅游消费，
推动文旅融合。

5月 1日至 5日，铜仁共接待游客
348.74万人次，同比增长20.09%；实现旅
游 总 收 入 21.2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1.59%。其中，梵净山、万山朱砂古镇、
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等重点景区接待
量显著增长，成为拉动假日经济的重要
引擎。铜仁通过整合文化、餐饮、购物等
多元业态协同发展，释放消费活力，为铜
仁旅游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铜仁：“五一”文旅市场实现“双增长” 从“靠天吃饭”到“农险兜底”
万山产业发展底气足

特约记者 孙菁

本报讯（陈敏 孙磊） 眼下，正是红薯育苗的好时
机。思南县抢抓农时，全面开展红薯苗移栽工作，为新一
年红薯产业丰收奠定基础。

走进思南县鹦鹉溪镇东瓜溪村红薯种植示范基地，
种植大户周处扬正在现场组织工人沿着早已翻好的土垄
进行红薯移栽工作。“大家要注意，今年我们采用的是双
行移栽，窝距在 25公分左右，要交叉移栽，这样才能保证
红薯的生长空间。”在他的指导下，大家手持嫩绿的红薯
苗，动作娴熟地将其插入土壤中，随后轻轻覆土、压实，确
保每一株红薯苗都能扎根生长。

今年以来，鹦鹉溪镇大力调整产业结构，引导村集
体、种植大户，在翟家坝、大头坡、东瓜溪等18个村（社
区），发展“高淀粉、高产量”的“双高”特色红薯产业共
3700余亩，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促进农业增效
和农民增收。

“通过采取新技术移栽，今年该镇红薯预计产量可达
14800吨，基地务工人次累计可达 20000人次，发放务工
劳务费累计 200万元。”鹦鹉溪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主任陈荣仕说。

当前，思南县瓮溪、三道水、兴隆等涉及“双高”红薯
种植的27个乡镇（街道）也在有序开展“双高”红薯移栽工
作。据了解，该县今年计划种植“双高”红薯共 6万亩，采
取统一选择优质、高产、抗病、适宜当地的脱毒薯种，走好
选用良种关键一步。

近年来，思南县通过培育龙头公司、完善产销对接、
改良种植技术、延伸产业链等方式把红薯价值最大化，形
成了一条从育苗、种植、收购、生产、销售以及废渣处理、
薯渣烘干利用于一体的红薯全产业链。“红薯经济”如今
已成为带动全县群众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新技术赋能“红薯经济”
促振兴

思南

近年来，玉屏侗族自治县十分重视稳岗就业工作，通过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引进现代化食用菌生产企业，形成食用菌研发、生产、深加工和贸易于一体的产业链，实现了食
用菌工厂化、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生产，吸纳当地富余劳动力进入企业务工，助力就业增收。据悉，玉屏自治县是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日产36万斤鲜菇，全年
不间断生产，直接带动900余人就业增收。 胡攀学 摄

2025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健全多层次农业保险
体系，支持发展特色农产品保险，解决产业发展‘资金瓶
颈’和‘后顾之忧’”。万山区围绕“一主两辅一突破”农业
发展战略，量身打造种植养殖特色农险，为特色农产品保
驾护航，让产业发展更有底气。

年初至今，因受市场波动影响，贵州准宏生态农业科
技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的24万斤鸡蛋在销售时价格比往常
低出不少，导致企业发生亏损。幸运的是，企业投保了蛋
鸡价格指数保险，这一举措有效抵御了市场价格波动风
险，为企业经营筑牢了“安全屏障”。

“鸡蛋价格保险是今年1月份投保的，2月份就生效
了，保价是12.5元一公斤，现在已赔付了三批价格保险，
共计37万元。”公司总经理吴疆介绍道。

这已不是贵州准宏第一次尝到农业保险带来的“甜
头”了。2024年，万山区根据全区产业发展方向，更新
了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实施方案，把蛋鸡价格保险、肉牛
价格保险纳为新的投保产品。蛋鸡作为万山区的主要
养殖产业，目前养殖规模已达到 50万羽，每天产蛋量约
46万枚，产蛋率达到了 90%以上，并带动当地群众 100
余人实现就近就业，为了让企业生产运行得到有效保
障，万山区先后动员贵州准宏为 37万羽蛋鸡投入了蛋
鸡养殖保险和蛋鸡价格指数保险。

2024年12月底，贵州准宏就通过蛋鸡养殖保险，得
到了11.2万元的赔付金额，这让企业更加感受到了农业
保险带来的好处，接下来，企业计划为50万羽蛋鸡全部撑
起“保护伞”。

近年来，万山区围绕“一主两辅一突破”农业发展战
略，因地制宜扩大特色农险覆盖范围，如中药材、精品水
果、生态畜牧等开发针对性的保险产品，引入“保险+期
货”模式，降低农户因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导致的风险。
同时，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提升定损效率，推动
智慧农业保险。

此外，万山区还在政策和宣传上下足功夫，通过省、
市、区三级财政联动，对特色农业保险给予补贴，并把农
户自缴比例降至 20%-30%来提高参保率，并通过乡镇干
部、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渠道普及农保知识，简化投保和
理赔流程，来增强农户风险意识。据统计，目前，万山区
有中央级农业保险8种，地方特色农业保险则覆盖蛋鸡价
格、肉牛价格、家禽保险、水果保险等11种。

(上接1版)
文旅新韵：文化演艺精彩纷呈
火热的旅游浪潮还从“山水宝藏”延

伸到文旅演艺。这个假期，铜仁各大景
区纷纷推出精彩纷呈的文化演艺活动，
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掀起一阵文旅
热潮。

“五一”假期，铜仁“古韵非遗·快傩
铜行”活动在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持
续火热开展。来自四川、江西、安徽及安
顺、威宁等省内外特色傩戏队伍齐聚一
堂，带来一场融合千年傩戏文化与现代
旅游体验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在这里，
游客不仅能观看精彩绝伦的非遗展演，
还能戴上傩面具与表演者一起跳傩舞、
蹦傩迪，参与傩面具雕刻、彩绘等趣味
DIY体验，亲手触摸非遗魅力。“第一次来
到铜仁，近距离观看傩戏和傩技表演，感
觉很威严很庄重，特别震撼，这种将传统
文化与现代旅游相结合的方式很新颖，
让人印象深刻。”来自重庆的游客李雯
彤说。

在碧江区八官溪，星空为幕，乐声作
烛，一场集玩、听、吃为一体的大型演唱

会，为市民、游客带来了不一样的节日体
验。活动现场，一首首激昂的歌曲点燃
氛围，台下观众随节奏挥舞手臂，欢呼声
此起彼伏，洋溢着节日的热烈与活力，为
假期增添了浓墨重彩的欢乐记忆。

同样，在松桃苗族自治县九龙湖“村
晚”大舞台上，“松桃村晚·村村 KP”活动
火热启幕，一个个由当地群众自编自演
的精彩节目轮番呈现，为现场观众和线
上网友带来一场充满民族特色与乡土风
情的文化大餐。“我是专门趁着‘五一’假
期来到松桃看村晚的，很激动、很开心，
松桃的人民很热情，‘村晚’现场真的太
震撼了，节目也是把贵州这些苗族文化
融入进去，很接地气，回去之后我一定要
推荐给朋友们，也希望松桃‘村晚’能传到
每家每户。”来自河南的游客王军霞说。

烟火温度：消费场景多元绽放
依托梵净山、朱砂古镇等优质旅游

资源，铜仁民宿经济在这个假期迎来爆
发式增长。

位于梵净山脚下的云舍小院，巧妙
融合土家族民居的原始格局和木结构特

色，同时吸收了苏州园林的精致与贵州
民俗的韵味。“五一”期间前三天，云舍小
院入住率达100％，许多客人选择连住
两到三晚。“这里住宿环境很好，处处有
小院，想在这边多住些时间，感受当地的
生态。”来自成都的游客蒲先生说。

朱砂古镇景区的特色民宿也是游客
的心头好。客房依悬崖而建的放下云
居，将山、水、林、房巧妙融合，集旅游、休
闲、商务于一体，为迎接“五一”游客出
行，放下云居提前一个月推出线上团购
套餐，假期入住率大幅提高。“游客多来
自湖南、湖北、山东等地，他们在这里住
上几天，都很享受这种‘放下’的感觉。”
酒店工作人员陈文慧介绍。

与此同时，全市各景区纷纷深挖自
身特色，从文化体验、美食畅享、休闲娱
乐等多个角度打造旅游消费场景，不断
提升旅游消费活力。

位于梵净山西麓的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团龙旅游景区，以“土家迎宾酒、
长桌宴”篝火晚会点燃“春日狂欢”，丰富
多彩的民俗表演，让游客们沉浸体验地
道的土家风情。

思南县悬崖温泉推出“悬崖律动·泉
音共鸣”户外音乐节，不同主题和风格的
音乐演出，别开生面的悬崖焰火秀、温泉
电影夜、悬崖市集等活动，为游客提供了
多元化的娱乐休闲选择，进一步延长了
游客停留时间，有效拉动假日文旅消费。

在铜仁五显庙文旅街区，潮玩市集
人流如织，百米长街汇聚地道黔菜、网红
小吃、手作美酒等，非遗美食专区还提供
苗家酸汤鱼、丝娃娃、社饭等传统美食，
来自省内外的游客在这里用舌尖解锁山
水之外的假日盛宴。

从梵净山的负氧离子到中南门的傩
戏面具，从抹茶雅集的茶香到悬崖音乐
节的音浪，铜仁典藏的“诗与远方”，在傩
戏面具的眉眼间，在抹茶泡沫的涟漪中，
更在每一个为山水停留、为文化惊叹的
瞬间。

山水人文皆成景，黔东五月客盈
门。今年“五一”假期，铜仁用生态之美
与人文之韵，为八方来客铺展了一场可
看、可触、可品的沉浸式假日盛宴。展望
下一段旅程，在青山绿水间拥抱自然，在
烟火街巷里邂逅美好，铜仁必不负期待。

“五一”文旅盛宴：山水人文共长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