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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正值茶叶采摘、生产加工的
好时节，连日来，江口供电局服务队走进
茶园和各大茶企生产加工车间，定期开
展线路巡视、安全用电宣传等工作，确保
茶叶采摘加工电力充足。

“我们茶叶生产车间主要使用机械
炒茶，用电量非常大。县供电局工作人
员经常主动上门了解我们用电情况，提
供了很多实用的建议和帮助，确保稳定
用电，我们可以放心地进行茶叶炒制，加

工生产。”江口骆象茶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员阙远兴说。

为服务当地茶产业高质量发展，江
口供电局多措并举、靠前服务，采取“一
对一”服务模式，积极构建良好的电力营

商环境，为广大茶企提供全方位、全过程
的用电服务，及时跟踪茶企用电需求，宣
传安全用电知识，全力为春茶的生产加
工安全用电保驾护航。

江口：电力护航茶飘香

本报讯 近日，德江县共和镇青杠堡村的50亩樱
桃迎来丰收，一颗颗饱满圆润的樱桃挂满枝头，宛如
红宝石般晶莹剔透。

今年青杠堡村的樱桃长势喜人，颗颗果肉饱满，
口感极佳。走进青杠堡村樱桃种植园，浓郁的果香扑
鼻而来，在阳光的照耀下，成熟的樱桃饱满圆润，闪耀
着诱人的光泽。

果园负责人张吉介绍，该果园共400多亩，樱桃虽
然只占50亩，但品质特别好，批发零售都供不应求！

德江50亩“红宝石”
供不应求

本报讯 当前，正值油茶管护的关键
时节，走进玉屏侗族自治县平溪街道安
坪村的1000余亩油茶生产示范基地内，
连绵起伏的山坡上，一排排油茶树生机
勃勃，村民们抢抓农时，积极开展松土除

草、施肥等管护作业。
优良品种是油茶产业发展的关键。

玉屏建立了“贵州省油茶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收集了668个油茶优良种质材料，
筛选出适合在当地大面积种的黔系列、

长林系列和湘林系列18个优良品种，并
建成现代化油茶育苗基地和良种采穗圃
及资源收集圃950余亩，累计繁育油茶良
种苗木 3000万株，良种推广应用 20余万
亩。随着中央财政奖补项目的深入推

进，玉屏自治县油茶产业正焕发新的
生机。

截至目前，该县已建成标准化示范
基地 3.2万亩，23.45万亩油茶林资源逐
步提质增产。

玉屏：油茶产业焕发新生机

走进碧江区桐木坪乡桐木坪村南瓜玉
米种植基地，只见整齐划一的田垄上，农户
们拿着锄头、拎着套种在玉米地的南瓜种
子，穿梭在田间地头，打窝、放种子、盖土
……一道道工序一气呵成。

“现在我乡260亩的套种工作已全面启
动。这段时间，农技人员每天都在田间地
头，指导农户按照科学的间距和深度进行
播种，确保玉米和南瓜都能有良好的生长
环境。从目前的进度来看，能赶在最佳的
时节完成所有套种任务。”碧江区桐木坪乡
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任王环宇介
绍道。

王环宇算了一笔经济账：采用玉米南
瓜套种模式，今年这 260亩土地，一亩地南
瓜预计产量在 2400 公斤左右，玉米亩产
600公斤左右。相较于传统单一作物种植，
采用套种模式后，产值能翻一番，一亩地可
多增收3000多元。

碧江桐木坪乡

260亩玉米“搭伙”南瓜 开辟乡村致富新路径

在青山环绕、水质清洌的思南县鹦鹉
溪镇白盐井村，一场关于冷水鱼的“财富故
事”正在生动上演。

贵州源养康农业水产有限责任公司以
创新为笔、以实干为墨，将冷水鱼产业打造
成乡村振兴的“黄金赛道”，让一尾尾鱼儿
成为带动村民致富的“金钥匙”。

好山出好水，好水产好鱼。走进贵州
源养康农业水产有限责任公司的养殖基
地，55个标准化养鱼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池
水中，鲟鱼和虹鳟三文鱼欢快地游动。这
些冷水鱼对水质、水温有着严苛的要求，而
白盐井村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恰好为它
们提供了理想的生长环境。

基地采用现代化养殖技术，通过科学
的水质监测系统和精准的投喂管理，确保
鱼苗健康生长。目前，基地能一次性喂养
鱼苗30万尾，自2024年8月建成投产以来，
已成功销售4批次120万尾鱼苗，实现产值
168万元。按照规划，基地预计年产 600万
尾，届时产值将高达 912万元，发展前景十
分广阔。

思南：冷水鱼跃出致富“金水花”

本报讯 眼下，石阡县花桥镇杨柳塘村的100余
亩玛瑙红樱桃已进入盛产期，许多游客慕名而来采摘
体验。

走进杨柳塘樱桃园，翠绿的樱桃树间挂满了一颗
颗色泽鲜亮、又大又红的樱桃，游客正在采摘樱桃。
游客杨淼说：“每年樱桃成熟的时候，爸爸妈妈都会带
我来体验采摘樱桃的乐趣，让我感受大自然的美丽，
樱桃又大又红。”游客毛钰瑶说：“我很开心，这里的樱
桃又大又红，还很甜，超级好吃。”

花桥镇杨柳塘村樱桃园负责人刘清明介绍，园区
从 4月中旬进行采摘，预计收入 30余万元。同时，园
区每年带动周边群众1000余人次就近务工，发放工资
10万余元。

石阡杨柳塘村玛瑙红樱桃
“甜蜜”上市

本报讯 连日来，印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5万亩
订单辣椒迎来了移栽黄金期。该县今年通过引入新
型辣椒品种和派出专家技术服务团全程指导，辣椒种
植效率和移栽成活率得到了显著提升，为辣椒产业的
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朝天椒系列品种，株距50公分，行距75公分，双
行单株栽培。”该县辣椒产业专班技术员万太友告诉
农户，移栽时地膜开口适当放大，这样才能最大限度
确保每一株辣椒苗都能得到最佳的生长环境，提高移
栽的成活率。

据贵州梵净红食品有限公司辣椒育苗技术总监
张国涛介绍，今年印江主要种植辣椒红龙 203、艳辣、
朝天椒四大品种。这些辣椒后期采收后将加工成干
辣椒、泡辣、糟辣椒和油辣椒等辣椒制品。

目前，该县辣椒已全面开始移栽，7月中旬就能
上市。

专家下乡 品种升级

印江辣椒产业
绘就富民新图景

本报讯 眼下正值玄参幼苗春季管护期，万山区
高楼坪乡赶场坝村130亩玄参种植基地里，10余名工
人在田垄间熟练地补苗除草。

玄参是多种药品的原材料，具有产量稳定、生长
周期短、种植成本低等优点，药用和经济价值较高。
2024年11月，有着10多年中药材种植经验的铜仁丰
茂农业有限公司入驻赶场坝村试种玄参。目前基地
玄参长势良好，出苗率达95%。

今年春管期间，基地每天用工 30到 40人。群众
不仅能拿务工薪金，土地流转还有租金，目前已累计
发放务工工资20余万元。

据了解，目前，万山区已发展太子参、淫羊藿、林
下灵芝等中药材特色产业6000余亩。

万山高楼坪乡

小玄参种植
铺就增收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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