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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何玉琳 黄雪芬 文/图）
近日，随着仲夏的到来，碧江区漾头镇
九龙村的西瓜、辣椒、玉米等各类新鲜
蔬菜瓜果纷纷上市，迎来了丰收季，田
间地头呈现出一片繁忙的景象。在驻
村工作队的积极努力下，九龙村的瓜果
蔬菜不仅产量喜人，销售渠道也得到了
有效拓宽，实现了产销两旺的良好
局面。

在九龙村溪房组刘其坤家庭农场
的玉米种植基地，一人多高的玉米秆整
齐排列，叶片随风轻摆，一个个裹着翠
绿外衣的玉米棒沉甸甸地垂挂着。种
植户穿梭在玉米地里，麻利地掰下玉
米，不一会儿，田埂上的箩筐里就装满
了刚采摘的新鲜玉米。与此同时，辣椒
地里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一个个色泽
鲜艳、个头饱满的辣椒挂满枝头，在阳
光的照耀下显得鲜艳夺目，村民正忙着
采摘、分拣、抬上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
喜悦。

“今年我们种的玉米、辣椒、西瓜都
长得特别好，获得了大丰收。接下来，
我们的黄桃、葡萄和柑橘，还将陆续上
市。”刘其坤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九龙村凭借当地适宜的气
候和肥沃的土壤条件，大力发展特色农
业，今年该村的蔬菜、瓜果的种植面积
近4000亩，品种丰富多样。其中辣椒
500亩、玉米500亩，瓜果近3000亩，主
要包括西瓜、葡萄、黄桃、香瓜、李子等。

丰收的背后也隐藏着销售难题，大

量果蔬集中上市，如何拓宽销路成为摆
在村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关键时刻，
驻村工作队挺身而出，主动作为，承担
起为村民寻找销售渠道的重任。

“我们驻村工作队积极探索创新的
销售方式，首先是充分利用微信平台，
精心制作并推送果蔬上市的信息。这
些信息不仅详细介绍了农产品的特点、
产量，还配上了高清的现场图片，让潜
在的客户直观地感受到九龙村果蔬的
新鲜和优质。此外，为了扩大信息的传
播范围，我们还发动身边的亲朋好友，

在朋友圈、微信群中广泛转发，让九龙
村果蔬上市的消息在网络上得以迅速
扩散开来。”九龙村驻村第一书记张林
海表示。

经过驻村工作队的不懈努力，九龙
村的果蔬销售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
价格稳定，且销量可观，实现了产销两
旺的良好局面。村民们的脸上重新绽
放出灿烂的笑容，收获的喜悦真正转化
为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这不仅增
加了村民们的收入，也提高了他们种植
的积极性。

“现在我们的果蔬根本不愁卖，有
了驻村工作队帮我们找销路，每天都有
不少的订单。大家的积极性也高，明年
我们计划还要多种一些！”刘其坤乐滋
滋地说道。

随着新鲜果蔬的陆续上市，目前，
农户们正有序地进行采摘工作，采摘后
的瓜果蔬菜经过分拣、包装，第一时间
发往各地市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九
龙村的夏季果蔬成功打开了市场，订单
纷至沓来。九龙村的种植户们忙碌而
充实，他们在收获喜悦的同时，也对未
来的美好生活充满期待。

“帮助村民解决果蔬的销售难题，
是我们为民服务工作的重要任务之
一。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
度，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除了巩固现
有的合作关系，还将积极探索电商直播
等新兴销售模式，来提升农产品的品牌
知名度。同时，积极引导村民调整种植
结构，根据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农业产
业，引入更多优质的果蔬品种，加强种
植技术的培训，进而提高农产品的产量
和质量，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为乡
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张林海说。

从田间到市场，从丰收的喜悦到增
收的希望，九龙村的夏日，不仅是果蔬
飘香的季节，更是乡村产业蓬勃发展、
乡村全面振兴步伐不断加快的生动
写照。

本报讯（侯玉林 张欣 崔磊 文/
图） 锦江逐浪竞风流！近日，随着桨板
200米竞赛决赛的哨声响起，“赛动黔
景”“水韵贵州”2025中国百城桨板公开
赛（铜仁碧江站）暨铜仁锦江首届桨板
挑战赛在锦江河流圆满落幕。经过两
天的激烈角逐，来自全国各地的水上运
动健儿以桨为笔、以浪为墨，在山水画
卷间展开巅峰对决，在碧波之上书写出
精彩绝伦的竞技华章。

赛事自7月5日启幕便亮点纷呈，
桨板长距离赛考验耐力、200米竞速赛
比拼速度，而收官之日的1000米技巧
赛决赛更是将气氛推向高潮。决赛现
场，选手们在万众瞩目中奋力挥桨，时
而加速冲刺，时而灵活转向，飞溅的浪
花与矫健的身影交织，尽显水上运动的
力与美。

“这里的水清澈见底，观众的热情
更是点燃了赛场！”来自重庆的参赛选

手唐梓涵难掩激动，“我希望通过比
赛突破自我，在这片山水间留下奋
斗的足迹。”

激烈的比拼吸引了众多市民齐聚
锦江两岸观赛，快门声、呐喊声此起彼
伏。市民冉世碧带着孩子前来观赛，她
笑着说：“今天我第一次带孩子来看比
赛，就是想让他感受下桨板公开赛的氛
围，体验夏日的独特魅力，希望孩子能
在这里体会到划桨的快乐，感受夏日的

清凉与美好。”
为期两天的赛程中，赛事精心设置

六大竞技单元：从6000米长距离的耐
力比拼，到青少年3000米的活力角逐；
从 4人 200 米龙板赛的团队协作，到
1000米技术赛的技巧较量，每个项目都
考验了选手的技巧与应变能力。

参赛选手周燧羿对铜仁赞不绝口：
“铜仁真是山美水美，在这里，遇到的每
个人都特别热情好客，出租车司机、酒
店工作人员都很友善。这个地方太
棒了！以后还有比赛，我们还会再来
参加！”

此次赛事不仅是一个竞技舞台，更
成为展示铜仁魅力的窗口。选手们在
比赛间隙漫步中南门历史文化旅游区，
不时驻足观赏历史悠久的青石板、充满
历史韵味的雕花木窗。同时，品尝了酸
辣卷粉的鲜香、腊香社饭的醇厚，更是
沉浸式体验铜仁的烟火风情。

“第一次来铜仁就被惊艳了！”来自
四川成都的张瀚方赞叹道，“江水如镜
适合竞技，古城夜景更是如梦如幻，下
次比赛我一定还来！”

此次赛事的举办，标志着铜仁在
“体育+文旅”融合发展中迈出了坚实的
一步。赛事不仅为桨板爱好者搭建了专
业平台，更通过“以赛促旅、以赛兴城”，
让梵山净水的生态之美与人文底蕴走向
全国，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市民黄晓玲通过朋友的推荐专程
前来观赛：“铜仁的赛事越办越国际化，
每一场都让人热血沸腾！希望家乡能
成为更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胜地！”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桨板比赛是今
年“赛动黔景·水韵贵州”水上运动季系
列赛之一。据赛事组委会负责人蒋安
林介绍，7月11日至14日，“2025年中
国梵净山动力板公开赛”以及“2025中
国梵净山皮划艇漂流挑战赛”即将在此
举行。当桨板运动的激情邂逅千年古
城的静谧，今年夏季的铜仁正以全新姿
态，向世界发出热情邀约。

本报讯（崔磊） 为科学推进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
护，全面掌握保护区本底资源与管理现状，筑牢渔业可
持续发展根基，连日来，贵州省农业农村厅专家团队深
入锦江河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
2025年重点水域水生生物资源监测工作，碧江区农业农
村局全程协同配合。

此次监测中，监测团队分2组在保护区内精心设置
3个调查断面，重点选取典型水域生境，包括保护区河
段、流水区域、支流汇入口及河漫滩等地，综合运用分层
设点捕捞采样等手段，采集鱼类标本和进行环境采样，
并进行标本分类鉴定、渔获物分析及水环境因子分析、
浮游生物采样统计。

经过数天紧张工作，监测到20余种鱼类，既有常见
的土著品种，如拟鲿、沙塘鳢等，也有特有经济鱼种如鳜
鱼、黄颡鱼等。

锦江河发源于贵州省梵净山，全流程158公里，流
域面积4086.5平方公里，在铜仁市境内河段长68.5公
里，流域面积1281平方公里。2009年经农业部审定，锦
江河成为第三批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核心区涵
盖三江公园（铜岩）至漾头电站河段，重点保护野生鳜、
黄颡鱼等珍稀鱼类资源。一直以来，碧江区农业农村局
对锦江河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保护工作高度重
视，将“十年禁渔”作为生态保护的重中之重，广泛开展
禁渔政策宣传，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群众
对“十年禁渔”政策的知晓率和认同感，营造全民参与禁
渔的良好氛围。同时，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加大对
锦江河保护区水域的巡查力度，定期开展专项执法
行动。

此次监测调查不仅有助于强化保护区管理，全面摸
清渔业资源“家底”，还有助于掌握保护区成立以来“十
年禁渔”之后，锦江河经增殖放流后黄颡鱼资源及其余
鱼类资源的种类、分布及数量变化情况，为生物多样性
保护和生态系统评价奠定基础，对制定精准保护对策、
推动渔业资源保护与生态建设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讯（杨侯） 每天中午12点，铜仁市第二十小学
的食堂里都会飘出阵阵饭菜香。五（2）班学生彭媛媛一
边吃着热气腾腾的午餐，一边说：“现在的饭菜比以前好
吃多了，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在学校吃不好了。”这样的
转变，源于该校开展的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突
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

在确保安全、规范的基础上，如何让学生吃得更好、
更营养？学校下足了功夫。

学校按照教育主管部门科学制定的每周带量食谱
进行配餐，学生午餐保证“三菜一汤”，每天有1个鸡蛋和
适量水果，一周不少于3次牛奶和两次豆制品。

“我们实行餐前半小时2人试餐制及‘校长陪餐’制
度，每天都有校领导和学生一起吃饭，第一时间了解学
生对饭菜的意见。”食堂管理员侯在祥说。此外，学校还
定期组织膳食监督委员会每月到校品尝学生餐，提出改
进建议。

针对部分师生反映饭菜口味单一的问题，学校不定
期组织食堂工人参加专业培训，并引入“星级评价”制
度，学生对每天的饭菜进行评分公示。食堂组长唐群英
笑着说：“现在孩子们评分可严格了，我们得变着花样做
菜才能得高分。”

“校园餐”实行“量筒”管理成效显著，成为亮点。膳
食办每餐设置透明量筒管理，直观展示各班剩菜剩饭
量，每日进行数据公示。这一举措激发了学生的节约意
识，班级间形成良性竞争。最新调查问卷显示，家长对
学校食堂的满意度从原来的60%提升到85%，学生剩饭
剩菜现象减少了90%以上。

“现在，孩子回家总说学校的饭菜好吃，有时候说比
家里做的还香。”三年级学生家长杨斌说。更让他欣喜
的是，孩子挑食的毛病改了不少，身体素质也明显变
好了。

碧江区教育局领导在调研时表示，铜仁市第二十小
学的“量筒”整治工作措施实、效果好，其经验做法值得
在全区推广。

“专项整治不是一阵风，我们要建立长效机制，持续
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分管副校长杨爱梅表示，下
一步学校将继续完善制度，探索建立“家校社”协同监督
机制，让“校园餐”真正成为家长放心的“阳光餐”、学生
喜爱的“营养餐”。

从“吃得安全”到“吃得营养”，从“被动应付”到“主
动作为”，铜仁市第二十小学以专项整治为契机，用实际
行动践行教育为民的初心，交出了一份令群众满意的民
生答卷。在这里，每天中午的饭菜香，不仅温暖着孩子
们的胃，更温暖着千家万户的心。

膳食经费管理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学校实行“收支
两条线”，所有学生餐费都纳入财政专户管理，做到专款
专用。每月由膳食办公示经费使用明细，接受家长
监督。

学校成立的膳食监督管理委员会，由校领导、教师
代表、家长代表组成。每学期召开经费使用情况通报
会，向家长代表汇报收支情况，解答疑问。设立意见箱
和举报电话，对反映的问题做到“件件有回音”。

走进学校食堂后厨，干净整洁的操作间、分类明确
的储物区、规范摆放的厨具让人眼前一亮。食堂管理员
侯在祥正在通过“智慧食堂”系统录入当天的食材信
息。“这批蔬菜来自区教育局招标的定点供应商，检测报
告、合格证一应俱全。”

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永远在路上。铜仁
市第二十小学通过专项整治，不仅解决了家长关心的实
际问题，更探索出了一条校园食品安全和膳食经费管理
的有效路径。校长张丽娟表示：“我们将继续以学生为
中心，把校园餐饮这件‘关键小事’做成‘民生大事’，让
每一个孩子都能吃得安全、吃得健康、吃得营养。”

如今，铜仁市第二十小学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诠释了
“办人民满意教育”的深刻内涵，为校园餐饮服务树立了
新标杆。

本报讯（毛林峰 文/图） 眼下正值蜂糖李上市的季
节，碧江区川硐街道小江口村依托当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发展的550余亩蜂糖李进入采摘期，为夏日缤纷多
彩的水果市场再添一抹亮色。

近日上午，笔者走进小江口村蜂糖李种植基地，依
山而植的李子树绵延成片，枝繁叶茂间，青中带黄的蜂
糖李缀在枝头。随手摘下一颗，轻轻擦去果霜，咬上一
口，清脆甘冽、果汁四溢，甘甜直达心底。

蜂糖李对气候、土壤要求极高，产量远低于普通李
子品种。但其味甘如蜜、果肉鲜嫩多汁，被誉为水果界
的“爱马仕”。优质蜂糖李的培育，离不开好山好水的滋
养。小江口村紧邻大梁河，与松桃牛郎镇接壤，这里气
候湿润、光照充足，独特的自然条件让种植出的蜂糖李
成熟早、果实大、甜度高。

自2017年以来，小江口村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创
新推行“一统五有”发展模式，组织群众以承包地经营权
自愿入股，按田每亩500元、土每亩300元的标准，对全
村30度至38度的水毁耕地、荒山等闲置资源进行复垦
和“坡改梯”治理，发展了以碧江福柚和蜂糖李为主的精
品水果果园5200亩。其中，碧江福柚4480亩、蜂糖李
550亩、黄桃120亩、冠玉枇杷50亩，取得了良好的经济
与社会效益。

如今，小江口村昔日闲置的荒坡蜕变为今日的产业
沃土。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正成为带动当地农民增
收、助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

川硐街道小江口村：蜂糖李上市

漾头镇九龙村：驻村工作队助力果蔬产销两旺

第二十小学“校园餐”
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

摸清渔业“家底”
贵州省重点水域水生生物

资源监测走进碧江

赛动黔景 水韵贵州
中国百城桨板公开赛（铜仁碧江站）
暨铜仁锦江首届桨板挑战赛落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