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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吴小玲 吴承攀） 万山区将农村集体
“三资”管理作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与腐败问
题的有力突破口，全力守护村集体的“家底子”和

“钱袋子”。
走进高楼坪乡大树林村的肉牛养殖场，映入眼帘

的是数百头膘肥体壮的西门塔尔牛在牛棚内悠然休
憩。如今产业兴旺的景象，离不开大树林村有力做好
村集体“三资”管理工作，在事前商议、事中监管、事后
公开等环节严格执行。

2024年，万山区开展农村集体“三资”集中整治工
作，通过一系列举措精心谋划推进，在责任落实、线索
排查处置、案件查办、突出问题整治等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村集体经济迈向规范化管理轨道。

“开展整治后，每一笔资金的流动都有迹可循，村
集体经济账务管理更加规范，为我们提供了坚实的纪
律保障。”大树林村驻村第一书记徐开艳说。

农村集体“三资”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关键组成部
分，管好用好“三资”是壮大集体经济的核心所在。在
仁山街道贵苑社区，一场别开生面的“三资座谈会”正
在进行，社区“两委”干部、党员代表和群众围坐在一
起，对近期村集体经济资金流向展开公开质询。

贵苑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周海介绍，召
开座谈会，就是为了让群众清楚了解资金流动情况，
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字准。此外，社区还定期组
织干部学习“三资”管理政策法规、村级账目处理程
序等知识，通过专题培训会不断提升干部业务能
力。“通过全面梳理社区的资源、资产、资金，规范台
账管理，我们对社区情况心中更有数，发展产业的方
向也更加明确。”

自农村集体“三资”集中整治工作开展以来，万山
区全面摸排农村集体“三资”的总量、结构、分布和效
益，实现资金账目清、资产底数清、资源分布清、主体
归属清、债务债权清。截至目前，全区清查登记集体
土地资源面积 117.12万亩（较清查前新增 16.89万
亩），资产8.91亿元（较清查前新增2.58亿元），村集体
资金945.56万元（较清查前增加171万元）。

万山全力守护村集体
“家底子”“钱袋子”

“我们正式推出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重点项目库及综合服务平台三大核心成
果，加速打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转
化通道……”7月4日，在贵阳召开的铜仁
市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革专题
新闻发布会上，详细讲述了铜仁用区域公
用品牌推动“地域生态资源”向“市场经济
价值”转化实现生态产品增值溢价的特色
做法。

梵净山的夕阳还在山巅缠绵，锦江
的浪花已轻吻着岸边的青石板。在铜仁
这片被山水宠爱的土地上，一场关乎生
态与发展的诗意变革正悄然上演。

近年来，铜仁创新实施建设一套标
准、用好一批地标、做强一个品牌“三个
一”品牌赋能工程，积极打造“梵净山珍”
系列区域公用品牌，探索出一条“生态产
业化、产业品牌化”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

“铜仁路径”，实现了产业兴、百姓富、生
态美的有机统一。

依托独有的生态资源禀赋，铜仁按
照“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标准理念，遴
选具备全链条提升潜力的生态特色产
品，全力构建契合产品特色、引领市场趋
势的生态产品标准体系。当前，已累计
发布涵盖茶叶、油茶、红薯等特色生态产

业的市级地方标准170项，以及涵盖铜仁
锅巴粉、石阡苔茶等特色产品的团体标
准 57项，并同步把标准制定作为推动区
域品牌建设、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核心手
段，进一步统一产品质量、强化品牌认
知、促进产业协同，实现从“地方特产”到

“区域品牌”的跃升。
走进江口县，漫山遍野的茶园与苍

翠青山相映成趣，这里的茶叶，吸天地之
灵气，聚日月之精华。一直以来，铜仁以
生态为基底，深耕茶叶产业，围绕“梵净
山茶”茶园建设、生产加工、检测检验、产
品包装设计等发布市级地方标准 29项，
引导企业“按标建设、对标生产、按标检
测、对标流通”，有力提升了“梵净山茶”
的品质标准和品牌形象。2024年“梵净
山茶”品牌价值达 45.54亿元，较上一年
增加5.59亿元。

在依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改
革，全力推动绿水青山“生金淌银”的发
展浪潮中，品牌建设是提升区域竞争力、
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引擎。

铜仁以地理标志培育作为品牌建设
的突破口，打造独具特色的“梵净山珍”
系列区域公用品牌，已成功培育梵净山
翠峰茶、沿河空心李、德江天麻、石阡苔

茶、江口萝卜猪、玉屏茶油等38个地理标
志品牌，带动128家龙头企业走上品牌化
发展道路，让每一件产品都镌刻着铜仁
生态的独特印记，并创新构建“申请——
审核——授权——监管”全链条管理体
系，以最严标准守护“梵净山珍”品质，推
动铜仁品牌“出山入海”。目前，“石阡苔
茶”通过系统化品牌培育，获得中国驰名
商标、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等4项国家级品
牌品质认定，并形成“地理标志行业协
会+龙头企业+用标企业”的品牌化产业
发展联合体，2024年产业产值突破10亿
元，带动 2.9万人就业，培育 44家用标企
业，其中省级龙头企业11家，产品远销
海内外，生动诠释了“一片叶子富一方百
姓”的铜仁实践。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孕育优质品牌的
摇篮。如何让生态成为品牌可持续发展
的核心竞争力，成为铜仁“绿水生金”的
关键。

铜仁充分运用认证和检验检测等质
量发展“工具箱”，不断夯实品牌发展的
质量基础设施，通过健全“梵净山珍”系
列产品全链条标准体系，覆盖种植、加
工、检测全流程，对生态产品的关键指标
开展检测，提炼出优势指标，积极开展绿

色、有机、无抗等认证工作，通过认证赋
能，让每一件产品都成为铜仁生态的“品
质代言”。

“茶叶中儿茶素类活性成分的含量
和比例也远超普通绿茶，且儿茶素占茶
多酚的比例极高，这些活性成分赋予茶
叶强大的抗氧化、抗炎、抗癌等生物活
性，让我们的抹茶产品兼具‘生态’与‘养
生’双重价值。”在梵净抹茶产业上，铜仁
建立了梵净抹茶种植、管理、加工、审评
等“从茶园到茶杯”全产业链的标准化生
产技术体系，推动建成高标准抹茶基地
6.16万亩，基地生产的茶叶实现515项农
残“零检出”，产品质量达到欧盟标准，获
得欧盟认证。

下一步，铜仁将着力构建“标准+认
证+品牌”的培育模式，深入开展鸡蛋、油
茶等特色产品单品标准制定工作，并以
此为基础，制定生态农产品认证实施规
则和技术规范，打造“梵净生态码”，建立
生态农产品质量追溯机制，推动生态农
产品品牌实现产品有身份、产地有追溯、
质量有保证、保护有依据的“四有”目标，
让绿水青山释放出更大的经济价值与社
会价值。

铜仁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胡娅

让绿水青山“生金淌银”

夏收·夏种·夏管

本报讯（陈晶晶 张洪权） 连日来，
沿河土家族自治县7000余亩花椒迎来丰
收，进入忙碌的采摘季。部分花椒种植
基地专门架设山地单轨运输轨道，让花
椒坐上“小火车”，提高了采摘效率，还节
省了30%人工成本。

走进沿河乌江花椒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花椒种植基地，枝叶掩映中，三五村
民围着一棵棵枝干健壮、朵大粒丰的椒
树，手持电动剪刀等工具，沿着下桩的花
椒枝条上下翻飞。村民们将鲜香扑鼻的

花椒枝条剪下并整齐码放，俨然一幅生
动的夏日丰收图景。

在花椒基地的另一边，一辆单轨“小
火车”在装上满满的花椒后，稳当地向基
地烘干加工车间驶去。这是该合作社在
花椒种植基地中的一条山地轨道，能在
陡坡和花椒林中载物穿行，牵引机头可
实现无人操作，在各种坡度的山坡上下
自如，节省运送人力，方便又快捷，省时
又省力。

“我们的花椒大都种植在石旯旮里

面，爬坡上坎的，以前采摘花椒的时候，
完全靠人工肩挑背扛。”合作社负责人徐
飞说，自从去年用上“小火车”代替人工
搬运，就轻松多了。

据介绍，山地单轨运输车由单轨道、
汽油机、货箱等少量机械配件组成，设备
操作便捷，运输机与轨道通过齿轮紧密
结合，可实现仰角上坡，具有稳定可靠的
特点。村民们将采摘下来的花椒打包放
入货箱，视“小火车”的车头朝向情况，分
别设为前进挡或后退挡，无须人为驾驶

便可自动将花椒平稳送达至烘干生产车
间，以最快速度高效保障新鲜青花椒的
品质。

沿河自治县今年鲜花椒产量预计在
3550吨左右，产值1200万元。该县将大
力推广喀斯特山区地形适用合农机具，
帮助产业基地和种植大户更为高效便捷
地采摘运输鲜花椒，推动农业机械化逐
步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车道。

沿河花椒进入采摘期
单轨“小火车”运输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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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子立 彭韵霖） 7
月4日，铜仁市“银发经济”系列活动新闻
发布会召开。本次发布会以“发展银发
经济，共创幸福晚年”为主题，贵州日报
社、贵州广播电视台、铜仁市融媒体中心
等多家媒体参与，旨在积极响应国家政
策号召，提升社会关注度，全力推动全市
银发经济蓬勃发展。

发布会上，对铜仁“银发经济”情况
进行了说明，并就发展老年教育赋能银
发经济、保障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创
新举措、银发经济怎么促进铜仁市旅游
业发展、如何抢抓“银发旅游”市场等答
记者问。

据了解，我市 60岁及以上户籍人口
达 70.9万人，老龄化率约为 21.48%。庞
大的老年群体，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与此同时，我市优
越的生态环境，为银发经济的发展提供
了良好条件。铜仁将围绕老年助餐、居
家养老等高频服务领域，以及智慧康养
等潜力产业，积极促进多元业态融合，全
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

活动现场，铜仁市传媒集团文旅康
养有限公司与贵州中老年艺术展演平
台、铜仁市老年大学、铜仁开放大学、铜
仁幼儿师专现场签约。此次合作将通过

“游学养教”深度融合、共建高品质康养
社区、强化资源联动等多元化创新举措，
构建起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为全市老
年人带来更优质、更全面的服务，切实提
升老年人的生活福祉。

活动期间，市传媒集团为10位艺术
评委专家、10位艺术团长代表和10位艺
术团宣传部长代表颁发聘书，汇聚各方
力量，共同为铜仁市银发经济发展与老
年文化建设添砖加瓦。

据悉，市传媒集团后续还将推出一
系列创新举措：打造老年专属媒体平台，
精准传播老年群体关注的资讯；策划丰
富多样的老年文旅推广活动，让老年人
畅享美好旅途；加强智慧助老服务，帮助
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深化“银发经
济”宣传，营造全社会关注、支持银发经
济发展的良好氛围；充分发挥舆论引导
作用，积极探索“传媒+养老”跨界合作新
模式，为银发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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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水稻分蘖期，而连续降雨
后的陡然升温，给稻飞虱等病虫生长和
蔓延创造了条件。为避免全县12.5万亩
水稻遭遇病虫害减产，印江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农技人员抢抓统防统治时机，利
用植保无人机进行快速“飞防”作业，助
力农田管护。

在木黄镇七百渡村机插水稻高产示
范基地，一望无际的稻田呈现出勃勃生
机。然而，随着气温的不断升高，稻飞
虱、稻纵卷叶螟等开始出现，给稻田带来

了不小的威胁。同时，田里的稗草、节节
草等杂草也呈现出爆发性生长趋势，不
断吸收田间养分，对水稻下一步孕穗造
成了不利影响。

面对这一情况，当地迅速行动，组织
工人开展人工除草工作。管理员田艳洋
正带着工人们顶着烈日，挥汗如雨地清
除杂草。

为了有效控制病虫害，减少损失，当
地农技人员及时到田间地头，仔细查看
水稻的长势和病虫情况。向种植户介绍

稻飞虱等常见虫害的生活环境、形态特
征、危害特点，并指导开展田间管理。同
时，还积极调动全县的植保无人机参与
水稻病虫害统防统治，以科技手段助力
农田管护。

在七百渡村的水稻田上空，植保无
人机在飞手黄敏的操控下灵活地穿梭
着。这些无人机携带农药，对稻田进行
精准喷洒。“一个小时大概能飞100亩。
这种飞防方式大大提高了防治效率，减
少了人力成本。”

为了保障水稻健康生长，该县农业
部门通过公开招投标方式，与专业农机
服务公司进行合作，对全县所有的绿色
高质高效水稻种植示范区开展统一的机
械化防治。这一举措不仅促进了水稻产
业的节本降耗、提质增效，还有助于实现
增产增收。目前，全县水稻首轮田间“飞
防”管理作业已“飞防”5000余亩。

在“飞防”作业的同时，印江还组织
农技人员加强了田间管理的宣传和培训
力度。

“飞防”助力农田管护

印江12.5万亩水稻进入分蘖期
邹雪庆 特约记者 王东

7 月 4 日，松桃苗族自
治县盘信镇大湾苗寨文化
旅游度假基地启幕，吸引了
众多游客前往游玩，身着盛
装的苗家姑娘们以拦门酒
和拦门鼓热情相迎，让每一
位游客从踏入苗寨就感受
到苗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谢慧芳 陈伟 摄

江口县德旺乡大力推动“林地+中草药”林下经济
发展模式，发展淫羊藿等中药材产业，提升经济效益，
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

该乡坚持“村集体+大户+散户”抱团合作，高质高
效完成淫羊藿种植与管护工作，让小小的淫羊藿成为
带动群众致富的“金叶子”。

市融媒体中心记者 龙吟 罗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