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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周济 鄢奎 邓雅珲 文/图） 连
日来，德江县各乡镇枇杷迎来采收期，各枇杷园
沉甸甸的果实压弯了枝头，空气中弥漫着清甜
的果香，丰收的喜悦洋溢在果农们的脸上。

在荆角乡杉树村枇杷园里，饱满金黄的枇
杷果吸引周边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果农杨

高忠正提着果篮、带着游客穿梭于枇杷林下，挑
选最好的果子。

荆角乡与龙泉乡、钱家乡号称果蔬之乡，是
德江县城的菜篮子和果篮子，这里气候适宜，盛
产水果，枇杷就是其中之一。在当地，除了种植
大户，其他村民房前屋后都有不少枇杷树，成为

村民增收的产业之一。
近年来，德江县立足地理环境优势，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合作社+农户”的模
式，在合兴、沙溪、龙泉、钱家等乡镇发展起了枇
杷产业，促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

德江枇杷进入采摘期

笛声悠扬，琴音流淌，德江县合
兴镇养老服务中心里一派热闹景
象。老人们围坐一堂，弹电子琴、拉
二胡、吹笛子，自发组织起红歌合唱
和舞蹈表演，欢快的氛围在初夏的
阳光中缓缓流淌。晚年生活，不再
只是平静度日，更有精神寄托和文
化乐趣。

近年来，合兴镇养老服务中心
在服务环境、医疗保障和文化生活
等方面不断探索和优化，努力打造

“老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的
新型养老服务模式。院内居住环境
干净整洁、设施齐全，卧室统一配备
空调，厨房实行标准化管理，营养配
餐科学合理，食材采购、餐具消毒等
环节严格规范，确保老人吃得安心、
住得舒心。

精神文化建设也成为养老服务
的重要一环。负责人唐敏介绍，中
心每周组织一次兴趣活动，每天安

排唱歌、跳舞、打金钱杆、快板、电子
琴等文娱项目，做到天天有内容、周
周有主题，极大地丰富了老年人的
精神生活，提升了他们的参与感和
生活满意度。院内文化墙展示老人
书画、手工和生活照片，让院民的生
活更有色彩与归属感。

合兴镇养老服务中心的举措，
是德江县持续推动养老机构服务提
质升级的一个缩影。当前，全县正
以统一标准、规范管理、提升质量为
核心要求，推动养老机构在生活照
料、医疗服务、安全管理、文化建设
等方面全面进步，努力实现养老机
构从“有”向“优”的转变。

德江县坚持以老年人实际需求
为导向，不断健全管理体系、丰富服
务供给、优化设施保障，持续提升全
县养老服务整体水平，用实实在在
的成效回应群众对“幸福养老”的美
好期待。

本报讯（梅洪宇 田浪 文/图） 时下正值
“双高”红薯苗移栽的黄金时节，德江县复兴镇
红薯苗移栽工作全面铺开。村民们抢抓晴好天
气，在田间地头紧张忙碌，为乡村全面振兴增添
新动能。

走进复兴镇七星坝区红薯基地，村民们严
格遵循技术规范，沿着已翻耕覆膜的土垄，有序
移栽红薯苗，田间一片繁忙景象。一垄垄整齐
排列的红薯苗与一个个忙碌的村民，构成了一
幅幅生动的农忙画卷。

“从育苗、选苗移栽到管护、收获，一直有活
干，每天能挣100块工钱。”堰盆村村民冉双霞
开心地说。

据悉，复兴镇培育“双高”红薯苗 30亩，规
划种植面积超2000亩。预计亩产量3000斤，亩

产值 4000元，全镇产值可达 800余万元。种植
的红薯不仅满足本地需求，还将销往邻县思南
和外省东莞等地。同时，为当地村民提供大量
就业岗位，在家门口实现增收、顾家两不误。

近年来，复兴镇紧抓“强村富民”三年行动
政策机遇，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红薯，通过“党支
部+公司+农户”模式，为种植户提供育苗、栽培、
销售等全流程服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眼下，龙泉乡近400亩葡萄园进入挂果期，
满园绿意盎然。一串串嫩绿的葡萄在阳光下晶
莹剔透，宛如灵动的绿宝石缀满藤蔓，生机勃
勃，令人喜爱。

龙泉乡独特的地理气候，为葡萄生长提供
了良好环境。这里产出的葡萄甘甜多汁，在市
场上颇负盛名，吸引众多采购商，销路畅通，成

为当地的“甜蜜招牌”。
如今，龙泉乡葡萄品种丰富，巨峰、甬优、巨

盛、夏黑、玫瑰香、葡之梦、美人指等应有尽有。
其中，葡之梦与美人指凭借独特风味脱颖而出，
深受消费者喜爱。

在葡萄园管理上，工作人员对施肥灌溉、病
虫害防治等各个环节严格把控，确保葡萄果实
饱满、品质优良。凭借良好的气候条件，今年葡
萄种植基地预计亩产量达 750公斤，总产量有
望突破25万公斤，产值可达50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葡萄产业只是龙泉乡特色
农业的一个缩影。全乡因地制宜发展多种果蔬
种植项目，四季果蔬飘香，绘出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讯（冯智超 文/图） 谷雨栽上红薯
秧，一颗能收一大筐。眼下正值“双高”红薯苗
移栽的黄金时节，在德江县高山镇阡丰村的地
块里，村民们正趁着晴好天气忙着挖土、栽苗、
覆土……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农耕画卷。

“我们主推‘一垄双行’种植技术，采用银黑
地膜覆盖移栽法，它的好处就是保湿、除草、保
肥，改善红薯品质，节省人力物力，提高生产效
率。起垄时，垄距为 80到100厘米，垄高 30到
35厘米，垄宽40到 50厘米。移栽时，按照一垄
种植两行红薯，两行间距15到 20厘米，株距 35
到45厘米，每亩种植约 3000到 3500株，采用交
错种植方法。”高山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主

任胡勇介绍。
“去年才开始种红薯，种了 20亩，除去地

膜、肥料、人工，还净赚了3.5万块钱。”高山镇红
薯种植户彭飞笑呵呵地说，红薯既不愁销路，又
有农机专家深入田间地头送技上门，我们掌握
了红薯移栽以及后期管护的技术要点，对种植
红薯信心十足。尝到产业发展甜头的彭飞今年
将红薯扩种到了50亩。

红薯产业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移栽高峰期
为村民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从移栽到管护
再到收红薯都有活干，基地平均每天有二十来
人务工，既能照顾到家庭又能赚点零用钱。”高
山镇铁贡坝社区居民何芝英高兴地说。

种植一片红薯，抓实一个产业，带富一批百
姓。近年来，高山镇抢抓“强村富民”三年行动
政策机遇，积极引导群众发展红薯，通过“党支
部+公司+农户”的种植模式，为种植户提供育
苗、栽培、销售等全方位服务，有力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据了解，高山镇今年规划种植

“双高”红薯900亩，预估总产值135万元。种植
的红薯不仅能满足本地需求，还将销往思南、遵
义等地，同时将带动村民务工 4500人次，实现
增收 45万元以上，让村民在家门口有活干、有
钱赚，实现顾家、增收两不误。

高山镇双高红薯移栽忙

初夏，正是铁皮石斛移栽的最
佳时节，在德江县山顶中药材种植
有限公司的铁皮石斛种植基地里，
工人们正抢抓有利天气，将一株株
石斛大苗固定在松树或石头上。

2013年，德江县山顶中药材种
植有限公司负责人邓帮强从广州一
家农业公司返乡创业，在荆角乡茶
山村做起了林下铁皮石斛产业。经
过多年发展，基地面积已达3000亩，
每年产值 400万元。但是随着时间
的推移，老苗产量逐年降低，无法满
足市场需求，他从浙江购买了 20吨
铁皮石斛新苗，在换掉所有老苗的
同时，再进一步扩种。

“两步当着一步走。”邓帮强说，
把之前所有的铁皮石斛老苗换掉，
主要是为了优化品种，提升铁皮石

斛的品质和产量。同时，还将扩种
1000亩300万丛。

德江地处武陵山区，气候温润，
森林覆盖率高，为铁皮石斛仿野生
种植提供了有利环境。尤其是海拔
900多米的茶山村，森林覆盖率较高，
气温较低，雨水充足，湿度合适，适合
铁皮石斛的生长。这次换苗扩种，更
是筑牢了做强产业发展根基和群众
持续增收的渠道。

近年来，德江县依托生态资源
优势，党委、政府全力支持和协助公
司推动铁皮石斛产业“接二连三”发
展，形成“树上种石斛、林下种药材”
的立体农业模式，既保护了绿水青
山，也让群众端上了“生态碗”，挣上
了“美丽钱”，真正实现了让“仙草”
上树，林下“生金”。

5月20日，在德江县高山镇方家
社区的烤烟基地里，绿油油的烟株整
齐排列，烟农们正背着喷雾器穿梭其
间，将调配好的烤烟专用追肥溶液均
匀淋施。远处，烟叶站技术人员正指
导农户调整施肥角度和用量，确保每
一株烟苗都能精准吸收养分。

烤烟种植，每一轮管护都至关
重要，移栽后要进行两次追肥管理，
全都采用“水肥一体化”技术，将烤
烟专用追肥用水溶解后沿烟株两侧
淋施，这样能够使烟株尽快吸收营
养，促进早生快发。

“当前，正值烤烟管理关键时
期。”德江县高山烟叶站站长王鹏介
绍，追肥、填土封窖，促进烟株早生
快发，是决定烟叶产量和品质的关
键阶段。下一步，烟叶站将进一步
加强病虫害防治及相关管护的指
导，促进烟农增产增收。

随着烤烟大田管理工作的深入
推进，这片充满希望的“黄金叶”正

逐渐展现出丰收的图景。从土地翻
铧、整地起垄、地膜覆盖、大田移栽、
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烘烤等
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工作业，高山镇
每一年都全力以赴，让“绿叶子”变
成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

“今年烤烟种植3566亩，种植户
60户。”高山镇烤烟分管领导唐轩告
诉笔者，通过“村集体+合作社+大
户”模式种植，可带动群众家门口就
业 3.5万多人次，促进群众增收 420
万余元。

今年，德江县通过党建引领、科
技支撑和模式创新，推动烤烟产业
向规模化、标准化、智能化发展，在
高山、长丰、复兴、煎茶、沙溪等乡镇
共种植烤烟3万多亩，目前全县烤烟
第二次追肥管理已接近尾声。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做好烤烟
后期田间管理，促进烤烟产业提质
增效、烟农增收。

本报讯（周济 张萃莉） 初夏，
走进德江县荆角乡角口村龙塘坝
组，青山环抱间，山泉从旁边穿村而
过，白墙黛瓦的房屋错落有致，连户
路、房屋之间的小巷子干净整洁。
通过近期以来扎实推进“两清两改
两治理”专项行动，当地不仅擦亮了
生态底色，更让村民的幸福感在家
门口升级。

按照“政府主导、干群协作、群
众主体”的原则，荆角乡着力补齐人
居环境短板，组织镇村干部、志愿者及
群众集中攻坚，对全镇各村居房前屋
后和路边垃圾进行清理，对河道进行
整治，对残垣断壁进行拆除等。

从动员部署，到走进小巷、菜园
周边清扫，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用
实际行动诠释环保理念，共同描绘乡
村振兴的美丽画面，角口村成为全乡

“两清两改两治理”的示范点。
在稳坪镇铁坑社区，居民除了

打扫和保持自家房前屋后、房屋之
间巷道的环境卫生，每周还主动打
扫社区广场卫生，这里不仅是全社
区逢年过节举办重大活动的重要场
所，也是平时居民们茶余饭后散步、
跳广场舞的好地方。

近年来，在当地党委、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宣传引导下，群众生态环
保意识得到较大提升，镇村两级在
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的同时，还积
极推出积分管理制度，村民凭借积
分可兑换生活用品，极大地调动了
村民参与的积极性。

同时，引导广大村民从“要我
干”转变为“我要干”。许多村民自
发组织起来，对村庄内外、房屋前
后、道路沿线、河道沟渠的垃圾和杂
物进行清扫整理，规范存放生产工
具、生活用品等，村庄环境得到有效
改善。

为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持续改
善，德江县委、县政府和县直相关部
门就“两清两改两治理”工作多次进
行专题安排，并以“清脏、治乱、增
绿、提质”为目标，全面推进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

下一步，该县将进一步加大农
村卫生家庭、美丽庭院等评选力度，
通过树立先进典型，引导群众自觉
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引导群众
利用闲置空地种植花草树木，建设
小花园、小菜园、小果园，增加村庄
绿化量，推动全县人居环境整体提
升，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和幸
福感。

德江：土里藏“金” 藤上挂“宝”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德江深入推进“两清两改两治理”

田间管护促增收
周济 邓旭

石斛“上树”林下“生金”
周济 王显

乐声飘扬里的幸福晚年
邓旭

坚持移风易俗 培育文明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