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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陈长富 特约通讯员 杨旭)
时值果蔬盛旺季节，在德江大地田间地头，菜农
们忙得不亦乐乎，一片繁荣景象……

“常年稳定在我们企业上班的有 20
人，季节性用工每月上千人。我们企业先
后被评为‘市级扶贫龙头企业’‘先进扶贫
龙头企业’‘市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国家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省级扶贫龙头
企业’‘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和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等，同时
获得‘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德江县鸟坪
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旷光坤介绍道。

近年来，德江县以学生营养餐食材采
购为突破口，探索出一条校农深度融合、产
业蓬勃发展的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径。围绕

“学生营养改善、农民增收致富、产业提质
增效”目标，当地创新构建“学校+龙头企
业+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养殖基地）+农
户”发展模式，将校园餐桌与田间地头紧密

相连，让“小餐盘”撬动“大产业”。
在龙泉乡强村富民公司的米粉加工

厂车间，机器运转声与工人的欢笑声交
织成曲。每天1500斤米粉和绿豆粉从
这里产出，直接端上全县学校的餐桌。

“以前种的菜卖不上价，现在和学校签了
订单，我们只管种好就行！”牧羊岭坝区
的农户们干劲十足，莲花白、土豆、吊瓜
等蔬菜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在楠杆乡，
强村富民公司流转 60亩土地，种植的豇
豆、茄子、辣椒等蔬菜不仅供应稳定，更
以示范效应带动周边农户科学种植。

德江县通过定向采购，鼓励配送企业
与本地农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签订长期协
议，将大米、蔬菜等纳入营养餐食材目录，
减少中间环节，让农户吃上“定心丸”。同
时，积极推广“企业+合作社+农户”模式，
打造绿色种植养殖基地，推动农产品标准
化生产，为稳定供应筑牢根基。

为提升产销对接效率，德江县搭建
起“线上+线下”双轨并行的供应链体
系。线下，采购小组走遍全县乡镇，建立
详细的种植户信息档案，精准掌握本地
农产品产能；线上，“智慧云”平台实时对
接学校需求与农户生产数据，让供需信
息“秒级”互通。

在县外资源整合上，采购团队远赴
贵州千喜华裕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重庆
妙道鲜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优质供应商
处调研，成功引入 30吨高品质食材。“通
过数字化平台，我们减少了20%的中间损
耗，采购成本降低了15%。”德供公司负
责人介绍道。

冷链仓储中心内，恒温设备 24小时
运转，守护着新鲜果蔬的“最后一公
里”。2024年，德江县 49家供应商供应
近千万斤蔬菜水果，其中本地种植户贡
献超1/4。县金扁担公司承担全县中小

学猪肉配送，严格执行100%本地采购标
准，以每斤1.05元的微利模式，实现稳定
供应与惠民双赢。

“扫一扫二维码，食材从哪来、检测
结果如何一目了然。”德江县市场监管局
工作人员展示着食品追溯系统。当地建
立起从种植到配送的全流程溯源体系，
联合多部门对每批次食材进行农残、重
金属检测，确保“舌尖上的安全”。此外，
保底价收购政策与农业技术培训“双管
齐下”，既降低农户市场风险，又提升农
产品品质，推动传统农业向高效农业加
速转型。

如今的德江，营养餐食材采购已成
为撬动产业发展的“支点”。通过校农结
合的生动实践，不仅让学生吃上了新鲜
营养的饭菜，更走出了一条多方共赢的
可持续发展之路，为乡村全面振兴绘就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德江“小餐盘”撬动“大产业”
校园餐桌与田间地头紧密相连

“如果你喜欢旅居，欢迎来铜仁！康
养旅居，疗愈身心。这个夏天，‘梵天净
土·桃源铜仁’以山水为卷、人文为墨，诚
邀四海宾朋共赴一场多维度、沉浸式的
夏日之约！”4月 22日，在铜仁市举行的
夏季旅游新闻发布会上，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市文体广电旅游局党组书记、局
长杨红军向全国游客发出邀请。

近年来，铜仁市立足梵净山的自然
禀赋，推进旅游产业迭代升级，以“念好
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打好生态牌”为发
展目标，不断围绕健康养生、旅居养心、
康体养老，打造慢生活民宿集聚区，带动
实现旅居、群众、景区三方协同发展。一
方面，民宿产业的兴起为当地群众提供
了大量就业岗位，从民宿管家、厨师到保
洁人员，许多村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收入显著提高；另一方面，景区周边人气
渐旺，景区的知名度和收益也得到进一
步提升，形成良性循环。

盘活闲置资产 让“沉睡资源”变身
“旅居宝藏”

梵净山脚，绿意盎然，河水潺潺。络
绎不绝的游客在河滩边漫步，尽情欣赏
自然风光。

位于江口县太平镇凉天屋公路隧道
口的“梵静山舍”民宿便坐落在这条旅居
带上，这是一家集住宿、餐饮、品茗、旅
游、康养休闲、亲子拓展、避暑旅居度假
于一体的特色民宿。距梵净山山门 3公
里，总面积 1.6万平方米，拥有客房 56
间，床位93个。

整个民宿坐落在自然环境之中，给
人一种与世隔绝的宁静。民宿的建筑风
格融合了当地传统元素和现代设计理

念，与周围环绕的茂密植被和山水景色
相得益彰，让人仿佛置身世外桃源。谁
能想到，眼前这栋雅致漂亮的民宿曾是
一片闲置村寨土楼集群？

“梵静山舍”店长韩海洋介绍，民宿
由土家族传统村落改造，围绕老宅进行
加固翻新，保留了传统村落的烟火与民
俗风情。

目前，江口梵净山森林康养示范基
地与“川上语·梵静山舍”森林康养基地
的康养步道、森林浴场等项目建设正在
稳步推进。项目承载游客对康养旅游的
向往，游客在这里与自然相融，感受着森
林的气息。

“每到节假日和避暑季，民宿房间都
供不应求。”韩海洋透露，“五一”假期，就
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通过美团或者携
程等软件订房。其中来自广东的穆女士
提前预订了一周的房间，今年也是她在
这连续预订的第二个年头。

看到韩海洋的民宿经营得越来越
好，一些外地游客也纷纷加入了经营民
宿的队伍中来。

杨洪霞是辽宁省大连人，2018年机
缘巧合下看到了梵净山申遗成功的消
息，才就此了解到梵净山，并立即把梵净
山旅游纳入了计划中。作为一名旅游爱
好者，杨洪霞看过的名山大川不在少数，
但第一次见到梵净山，还是被它所迷倒，
她不仅仅只是想过来旅游观光，还想在
这里养老。于是，在这里建个民宿的心
思便越发强烈起来。

在她的努力下，一家名为“迎晓山
居”的民宿落户梵净山。“迎晓就是迎着
东方破晓，向着光明。梵净山空气负氧
离子多，这里的温度湿度非常适合旅居

康养，适合慢游。”杨洪霞介绍道。
民宿不仅是寄托心灵的驿站，更是

撬动文旅发展的有力支点。当前，在快
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越来越多的市民和
游客开始追求自然、生态、健康的游玩体
验，人们对旅游住宿需求也日趋多样化，
而符合个性化需求的特色民宿，成为旅
游业创新升级发展的新风口。

丰富旅居业态 变“流量”为“留量”
如何让游客从“打卡式旅游”到“沉

浸式旅居”，客流转变是关键。
“在这里不仅可以远离城市的喧嚣，

还能沉浸式欣赏梵净山的美景。”在北京
工作十三年的游客符女士边爬山边说。
梵净山是铜仁最靓丽、最有标志性的 IP，
其独特的自然景观与深厚的人文环境吸
引了世界各地的游客。

“今年是我在梵净山旅居的第二年，
这里空气质量好，景色美，我可太喜欢
了。”江西旅客郑女士说道。

今年“五一”期间梵净山景区以“非
遗进梵净山”为主题，加上机器狗等高科
技，吸引了众多游客。“五一”期间共接待
游客43790人次。

让游客长租于此，沉浸式体验梵净
山的四季更迭，铜仁市把握休闲度假新
导向，依托梵净山旅游品牌，把民宿作为
撬动旅游业转型发展的切入点。按照

“市场主体+村级集体经济+农户”发展
模式，盘活闲置资源，打造独具特色的森
林康养民宿集群，全力构建“民宿+乡愁
故园”“民宿+传统美食”“民宿+侗家文
化”等模式，不断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民
宿经济附加值，打造地方民宿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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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局了川上语、行驿云舍别苑、闻溪
山居、熙玥河畔等一批生态旅居主题民
宿，形成以梵净山民宿集聚群为龙头，以
市县城区和主要景区为依托的民宿产业
发展格局。

在铜仁，特色民宿集群正在形成，一
个个精品民宿不仅焕发新容颜，还成为
带动乡村经济发展的新赛道。为进一步
提升游客体验，铜仁市还加大了对旅游
基础设施的投入，完善了景区内的标识
系统；在民宿集中区域增设了停车场、
充电桩等配套设施，满足游客的多样
化需求。

同时，铜仁市积极培养和引进专业
的旅游服务人才，提高民宿从业人员的
服务水平。通过组织各类培训活动，提
升民宿经营者和服务人员在接待礼仪、
客房服务、餐饮管理等方面的专业素养，
为游客提供更加优质、贴心的服务。

此外，铜仁市还加强与周边地区的
旅游合作，整合旅游资源，推出多条以梵
净山为核心的精品旅游线路。这些线路
不仅涵盖了梵净山的自然风光，还串联
起了周边的历史文化景点、民俗村落等，
让游客能够更全面地领略铜仁的魅力。

如今，梵净山旅居正凭借着其独特
的自然优势、丰富的业态和不断完善的
服务，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体
验。铜仁市也在这场文旅融合的发展浪
潮中，不断探索创新，解锁着梵净山旅居
的更多“蝶变密码”，向着打造国内一流
旅居目的地的目标大步迈进。

梵净山旅居的“蝶变密码”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熊丽娟

5月8日，玉屏侗族自治县第二小学开展“微笑生活 快乐学习”世界微笑日主题活动，通过学生绘制笑脸卡、展示笑脸、开展互动游戏等
方式，引导孩子们微笑生活、快乐学习，培养健康乐观心态。 胡攀学 摄

在消防救援的战场上，有这样一位
英勇无畏的战士，他用青春和热血书写
着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他就是王
翔。这位来自贵州凤冈的 90后小伙，在
消防救援队伍中熠熠生辉。

王翔于 2016年 9月加入消防救援队
伍，既是三级消防士，也是中共党员，现
任碧江区广建路消防救援站战斗一班班
长。入队7年来，王翔同志凭着对消防事
业的执着和对人生的不懈追求，在平凡
的岗位上挥洒着无悔的青春热血，先后
参加灭火救援战斗500余次，抢救被困人
员20余人，抢救财产价值200余万元。先
后荣立个人二等功1次、三等功 2次，荣
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消防救援
队伍训练尖兵”“全省消防救援队伍优秀
共产党员”“全省优秀共青团员”“全省十
大消防卫士”“全省执勤岗位练兵先进个
人”等荣誉20余项。

他先后代表贵州消防出征全国大赛
三次，代表铜仁参加全省竞赛十余次。
2018年7月，第二届东盟地区应急救援研
讨班消防运动会荣获第六名；2019年10
月，全国首届“火焰蓝”消防救援技能对抗
比武荣获百米障碍救助第七名；2021年
10月，全国消防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荣获百
米消防障碍项目冠军，赛出了贵州风采，
书写了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使命担当，
奏响了立志报国、勇争第一的青春乐章。

志存高远，百炼成钢，终成全国冠军
正所谓“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

则贤矣”。初入消防，个头不高、体格瘦
弱的王翔，就立志当“尖兵”、做英雄。于是，他全身心投
入到训练中，不断给自己“开小灶”。战友徒手跑5公里，
他就给自己加上绑腿负重跑10公里；战友练100个俯卧
撑，他就练200个；大家都卧床休息了，他还要再上个“晚
自习”。就这样，通过1年多的不懈努力，王翔一跃冲进
了贵州总队综合体能排名前十。

2018年，王翔入选参加第二届东盟地区消防运动会
集中培训。王翔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加班加
点的研究训练方法、每一个动作重复了上千次，他左脚
大拇指的甲沟炎很严重，脚趾头一着地就钻心的疼，为
了不被集训队淘汰，他更是咬牙坚持，只要上了训练场，
他照样摸爬滚打。盐白的汗渍、殷红的血迹、古铜色的
皮肤、见证了王翔的奋斗拼搏，就是凭借这种吃苦耐劳、
拼搏进取的精神，通过严格苛刻的层层筛选，选为代表
总队参加东盟运动会比赛的种子队员，从中外20支队伍
中脱颖而出，分别获得单组第六，集体第一的好成绩。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王翔逐渐在
各类比武竞赛中脱颖而出，在极富考验的百米障碍，12
米爬绳等项目上成绩名列全国前茅，成为了全省数一数
二的战训尖兵，作为战训骨干被选拔参加全国首届“火
焰蓝”消防救援技能对抗比武等全国竞赛。2021年10
月，王翔同志代表贵州出征全国首届消防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最终，王翔凭借高超的技巧和稳定发挥夺得百米
消防障碍项目冠军，展示了铜仁形象，赛出了贵州风
采。2022年 7月在支队首届职业技能大赛上，斩获攻坚
技巧科目第一名、100米消防障碍科目第一名，个人总积
分第一；2023年8月，全省消防救援队伍“火焰蓝”实战比
武竞赛荣获百米消防障碍项目第一名。因工作成绩突
出，王翔被授予了贵州消防队伍改制以来的首个“个人
二等功臣”，成为众多消防员心中“最闪亮的星”。

向胜利而行，为人民而战，无惧刀山火海
习近平总书记曾寄语青年，要勇挑重担、勇克难关、

勇斗风险。“练好本领，就是为了更好的救民于水火、助
民于危难。”王翔说，训练场上，要做敢打敢拼的训练尖
兵；灭火救援任务中，要做生死不惧的忠诚卫士，用敢于
逆行践行初心使命。

2021年2月8日，位于铜仁市碧江区灯塔工业园区金
瑞锰业公司生产车间发生爆炸。当他到达现场时，火势已
经全面失控，南侧地面大面积流淌火，沿着斜坡翻滚着向
下流淌，不断向外蔓延燃烧，严重威胁着邻近化学车间与
硫酸储罐的安全，一旦被点燃爆炸后果不堪设想。王翔主
动请缨担任灭火攻坚组组长，在流淌火的必经之路上设立
水枪阵地，阻击流淌火蔓延。面对现场硫酸罐体泄漏的险
情，王翔命令其余队员撤出作战现场，自己留下操作遥控
水炮打压火势，将火势牢牢压制在自己身前，控制了火势
蔓延，腐蚀液体的灼烧感如同火焰在烧，但王翔没有退缩，
持续作战在第一线，为大火扑灭贡献不可磨灭的力量。

2023年以来，王翔同志参与处置了坝黄、六龙山、和
平森林火灾及“6.02”麒龙国际爱儿堡幼儿园、“8.2”石油
公司宿舍旁门面火灾、“10.20”洞老坡隧道车辆火灾等一
系列急难险重任务，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以命换命，对于王翔而言，不是简单的数学等式，而是一
代代消防人“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行动自觉。

情系驻地，蓝焰护苗，群众身边“蓝朋友”
王翔，也是贵州大山里走出的农村娃，还有 2个姐

姐。从小家庭不富裕的他，对于“贫困”感同身受。在平
时生活中，他总是省吃俭用，不舍得买一件贵重的衣服，
把零钱全部存起来，去帮助需要的人。几年来，王翔长
期结对帮扶学生 2人，贫困户 2户。王翔深知自己的力
量有限，想要帮助更多人，必须发动集体的力量。2023
年，在铜仁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团市委共同发起的铜仁
市“蓝焰护苗”关爱青少年行动中，他积极响应，和队友
们共同成立了“火线英雄助你勇往直前”爱心队，与铜仁
逸群小学建立了“联建共建”平台，动员全体队员踊跃捐
款，开展“消防英模进校园”励志故事分享、开展消防安
全灭火演练，捐赠学习用品200多件套。

王翔同志作为队站班长，还主动担任消防安全小教
员，每年深入学校、社区、单位，开展消防安全知识讲座
20余次，发放宣传手册1600余份，为辖区群众讲解如何
发现火灾隐患、如何报警、如何使用灭火器、如何扑救初
期火灾，以及日常生活中应该注意的消防安全等消防常
识，使消防安全更加深入民心。王翔说：比起在救援现
场奔波，我更想在平常的工作中多为老百姓干点实事，
切实提高他们的防火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比救民于
水火更有意义。

“青春虚度无所成，白首衔悲亦何及。”身为新时代
的消防员，王翔同志自觉把人民群众放在最高位置，始
终坚守初心使命，保持敢于拼搏、敢于亮剑、敢于胜利的
昂扬斗志，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
汤蹈火、竭诚为民”的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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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剑) 近日，笔者从中核汇
能贵州公司获悉，该公司松桃苗族自治
县长兴 200MW农业光伏电站全容量并网
发电。

该项目位于长兴堡镇，仅用 5个月
便完成首并、10个月实现全容，刷新了
山地光伏建设纪录。

长兴项目作为首批在贵州境内使用
异质结组件的新型光伏项目，将以高转
化、低衰减、高背面发电增益、可抗风、更
低碳的显著优势，使其占用更少的用地
面积，实现更大容量装机及更优的发电
性能。

未来，长兴项目将以年发电量近

2.34亿度的目标，满足近 20万户家庭年
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省标煤 7万吨、植树
造林超1.2万亩。

该项目作为中核在黔新能源领域
的重要部署，不仅突破复杂山地施工
难题，更以年减排二氧化碳 19万吨的
生态效益，成为贵州清洁能源转型的

又一标杆。
长兴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兼顾生态

保护与乡村全面振兴，是中核与松桃
自治县深化企地合作，与中核坤能等
公司加强协同共进，构建“新能源+”的
样板工程。

松桃200MW农业光伏电站全容量并网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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