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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乌蒙大地寒意正浓，但纳雍
县化作林场依旧绿意盎然。郁郁葱葱的林
下，铺满了厚厚的松针，松针下则孕育着群
众致富的“宝贝”——红托竹荪。

“上个月下旬我们才组织群众把竹荪种下
去，明年春夏之际就可以采收。”化作林场林
下经济产业园负责人杨道才介绍。

2021 年，化作林场成功申报省级林下经
济示范点，由纳雍县农林领域龙头企业牵
头，在林场发展林下食用菌和中药材种植。
在发展过程中，纳雍县积极争取省级林业产
业补助资金、东西部协作资金支持，采取

“林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织方式实
施。截至目前，林下种植面积已达 3600 余
亩，年产值超过7000万元。

化作林场只是毕节市建设绿色发展样板
区过程中的亮点之一。近年来，绿色发展的
足迹早已遍及乌蒙大地。

“10年时间，这里从枯草荒坡变成四季苍
翠的茶园，让企业有了活力，群众有了增收

动力。”贵州乌蒙利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
人蔡靖说。

该公司是织金县茶产业龙头企业，从
2012 年启动建设茶园以来，已累计完成投资
超 1 亿元，建成以黄金芽为主的茶园 1.2 万余
亩，为周边200名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蔡靖告诉记者，该公司之所以选择落户
在织金县双堰街道，正是看中了这里优良的
生态环境和适宜种茶的土壤。

“我们请省茶叶研究所专家对土壤进行检
测，发现非常适宜种茶，随后逐步种下黄金
芽等品种的茶苗。由于海拔高、生态好，种
出的茶品质上乘，让我们坚定发展信心，不
断扩大规模。”蔡靖说，“今年春季采茶时，
我们茶园每天最多有 2000多名群众务工，年
支出务工工资300余万元。”

绿色发展带来的“钱景”不仅在织金县
的茶园里能看到，还能在百里杜鹃管理区的
美景里看到。

“ 今 年 夏 季 ， 百 里 杜 鹃 共 计 接 待 游 客

126.0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8.45%。”百里杜鹃
管理区旅游局局长黄飞说。

近年来，百里杜鹃大力推进植被恢复、
森林抚育、低效林改造、退化林修复、封山
育林，不断夯实生态基础。截至目前，已完
成营造林 23.3 万亩、石漠化综合治理 11.1 万
亩、国储林项目 5.4万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
69%以上，“颜值”不断提升。

为了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百里
杜鹃坚持“一花引领、百花齐放”，向旅求
富、向旅图强，实施品质旅游战略。百里杜
鹃用好世界级、重量级、震撼级的旅游资
源，用好花季旅游流量，做大康养旅游能
级，提升乡村旅游品位，串珠成链，加快旅
游产业发展步伐。

今年，该区按照“以节兴旅”的思路，
接续开展了寻“味”百里特色美食大赛、第
四届越野跑挑战赛、祭火非遗展示、民族服
饰展演、音乐汇等系列活动，带旺了人气，
有力助推旅游消费提档升级。

绿色的发展动力让拥有花海的百里杜鹃
管理区活力十足，也让万家灯火被点亮。

在赫章县兴发乡轿顶山，一块块蓝色的光
伏板在山顶上绵延铺展，蔚为壮观。“铁匠双坪
光伏电站于2020年 9月开工建设，当年 12月 28
日并网运行。”山梁上的光伏电站里，站长孙敏
查了一下电脑上的数据，“截至目前，累计发电
超过 1亿千瓦时。这些新能源‘绿色电’通过赫
章变电站，源源不断输送到千家万户。”

生态先行，绿色发展。“近年来，毕节依托
生态优势推动绿色发展，将生态‘高颜值’转化
为经济‘高产值’，‘含绿量’变为‘含金量’。”毕
节市林业局造林绿化中心副主任廖冬云介绍，
近五年来，毕节市完成国家储备林项目建设
157.91 万亩、营造林 717.74 万亩、治理石漠化
862.69平方公里，发展林下经济超过370万亩。

同时，毕节市成功获批 2022 年度全国林
业碳汇试点市、国家新型能源化工基地、全
国大宗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示范基地等，新
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居全省前列。

毕节：绿色发展“钱景”宽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汪瑞梁 本报讯 （通讯员 赵沿） 今年以来，毕节市

社科联围绕“党建+业务”融合，组织开展“强
基”行动，推动社科工作高质量发展。

毕节市社科联建立以“提升基本能力、夯实基
础工作、激发基层动力、建强基层组织”为主要内
容的“四基建设”责任清单，进一步压实工作责
任。指导县 （市、区） 社科联召开社科普及联席会
议，按照“市县联动、部门协同、共同推进”的原
则，统筹同步开展“社科普及周”系列活动。

同时，通过“毕节市社科理论创新课题”《乌
蒙论坛》等平台，引导县 （市、区） 社科联组织开
展社科理论研究课题申报，促进研究课题工作提
质。今年共收到申报社科理论创新课题 858项，立
项374项。

此外，毕节市社科联围绕联系点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难题和基层群众反映突出问题，组织社科专家
赴基层开展调研，帮助基层党组织理清发展思路，
助力乡村振兴。

毕节市社科联

研究课题紧扣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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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 记 者
翟培声 通 讯 员 刘雨
昕） 黔西市花溪乡通过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利
用闲置厂房资源，选用
优质鸡苗，大力发展中
草药蛋鸡养殖，助力农
户增收致富。

走进花溪乡挖陇村
中 草 药 蛋 鸡 养 殖 基 地 ，
工人们忙着为蛋鸡配制
饲料。这种饲料除了选
用优质玉米、高粱、豆
粕 等 谷 物 ， 还 加 上 青
蒿 、 折 耳 根 、 蒲 公 英 、
金 银 花 等 十 多 种 中 草
药，有效提高了蛋鸡的
成活率、免疫率和产蛋
率，让产出的鸡蛋营养
丰富、清香可口。

“通过检测发现，中草药喂鸡产出来的
鸡蛋品质更高，还富含很多人体需要的元
素，口感也更好。”花溪乡挖陇村党支部副
书记、合作社负责人李家义介绍。

2021 年 10 月，花溪乡有效利用原有投
入 100多万元建成的大棚设施，引进 1.6万羽

“京粉 2 号”蛋鸡，发展中草药蛋鸡养殖，
因鸡蛋品质优良，受到消费者和商家青睐。

“现在两棚鸡共 3.5 万羽，每日产蛋量在 2.5
万枚左右，中草药蛋鸡养殖基地年产值可达
400万元以上，带动了 54户农户增收。”李
家义说。

在中草药蛋鸡养殖基地上班的黎利敏过
去常年在外务工，如今回乡工作，不仅能照
顾老人小孩，收入也稳定。

“我每天的工作是上料喂鸡、捡鸡蛋、
熬制中药，月收入 3000元左右。”务工人员
黎利敏介绍。

接下来，花溪乡将采取统一品牌、统一
饲料配方、统一技术指导和防疫保健、统一
鸡蛋销售、统一鸡粪处理“五个统一”的模
式，不断扩大中草药蛋鸡养殖规模，助力更
多农户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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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

蛋鸡养殖富民兴村

初冬，威宁自治县双龙镇凉山社区马铃
薯现代化示范种植基地的坝子里，机械轰鸣
声不绝于耳，一台台大型“铁牛”来回穿
梭，卷起泥土里一个个硕大的洋芋。

威宁素有“中国南方马铃薯之乡”的美
誉，过去受制于机械程度低、种子退化等问
题，威宁马铃薯产业遇到了发展瓶颈。

今年，威宁自治县全力推进马铃薯良种
繁育体系建设和实施制种大县奖励资金项
目，重点在良种繁育、基地建设和机械化提

升、技术支撑体系建设和品牌打造上下功
夫，马铃薯产量和品质实现双提升。

毕节市农发集团与威宁自治县共同组建
毕节农投机械服务有限公司，负责马铃薯产
业种子选育、机械化耕种。

“在播种期，过去一家人一天最多只能种
2亩地，现在一台马铃薯播种机日均能播种20
亩；在采收期，过去 50亩地需 50个人工花一
天才能收完，现在一台机械就能完成，而且
马铃薯完好率在 98％左右。”毕节农投机械服

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关伟说。
据了解，为提高威宁农机现代化水平，

助力乡村振兴，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毕节
工作组威宁小组 （下称威宁小组） 通过协作
渠道，为毕节农投机械服务有限公司争取了
500 万元资金扶持，购置了残膜收除机、拌
种机、液压翻转犁、旋耕机、多功能播种
机、地面植保机、离心喷头无人植保飞机、
马铃薯收获机、马铃薯分选线等 84 套农机
设备。

该基地还通过对 1400 多个不同品种进行
反复试验，最终选择了适宜本地种植的威芋 7
号、百粉果马铃薯进行推广种植，探索科学
合理密植栽培技术，将每亩地的马铃薯从
2800 至 3000 株加密到 3800 至 4000 株，经过
测产，亩产量能达到 3.16吨，相比传统种植方
式，每亩产量提高了近 1吨。今年，该县计划
种植马铃薯 150 万亩，计划生产 1.5 亿粒原
原种。

不光是生产基地实现了机械化，威宁还
建设了马铃薯智能分选包装仓库。

“这条分选线可按照马铃薯的形状、大
小、重量等指标进行自动化分选，准确率高
达 98%。同时，该车间还配备了专业的包装
团队，采用先进的包装技术，确保马铃薯的
新鲜度和安全品质。”马关伟介绍，自设备投
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处理马铃薯超过 5000
吨，助力 50 人实现就业，带动种植户实现
增收。

农机＋良种

威宁马铃薯产业跑出加速度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夏民

本报讯 （通讯员 岳仕海）今年以来，大方县
公安局做优警种强主战，推进警务工作提档升级。

通过聚力警种主战，健全专业化合成侦查体
系，聚力资源整合，探索警务保障综合体系，推动

“市县主战、派出所主防”改革，制定情报侦查
“双联动、双促进”工作运行机制，打造办案部门
派单、情报部门生产的“双联动、双促进”模式，
推动情报、侦查部门间高效联动。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局排查化解各类矛盾纠
纷 1092 起，检查酒店、网吧等行业场所 3050 家
次，检查出租屋 956 家，分级分类服务重点人员
11740人。

大方县公安局

推进警务工作提档升级

本报讯 （记者 王怡 通讯员 金莎）
“截至目前，金沙县酱香酒产业园建设一期项目，
已完成投资1.52亿元，支付资金0.98亿元。”近日，
走进金沙县酱香酒产业园建设工地，贵州金丽酒
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况思源向记者介绍。

金沙县酱香酒产业园一期项目总投资
8.08 亿元，建设内容包括园区道路工程、生
产供水工程、污水处理厂、道路等配套基础
设施。“项目以酱香型白酒生产为产业主体，
合理延伸白酒产业链，全部建成后，将有助

于吸引酱酒生产企业落户金沙，促进白酒产
业集聚发展。”况思源说。

位于赤水河上游的金沙县是酱酒主产
区，为进一步壮大酱酒产业，金沙县着力引
进企业建设酱香酒产业园。

“目前，金沙县酱香酒产业园建设一期项
目已完成 31%。为抢抓第四季度黄金建设期，
我公司已制定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人、项目倒
排工期落实到点的详细方案，确保年底项目建
设进度提升到45%。”况思源说。

金沙：

产业园区集聚酱酒产业链

近日，毕节高新区的贵州卡妈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生产线全部满产，数十名工人
正忙着对辣椒制品、萝ト干、香辣脆、酸菜进行打包、装箱。据悉，该公司目前有 8 条生产线，日
均产值 9万元左右。

辣椒制品企业满产
通讯员 万飘阳 摄影报道

贵州卡妈农特产品开发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在赶制订单。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德敏 胡磊） 近日，毕
节气温急降，电力需求快速增加。为此，南方电网
毕节市郊供电局组织辖区 16 个供电所，对配变重
过载、线径细等问题进行排查整治，全面开展补漏
洞、消缺陷、除隐患等工作，有效应对冬季负荷激
增情况，保障群众稳定用电。

据统计，为做好迎峰度冬后勤保障，毕节市郊
供电局已储备各种型号变压器约 30台、不同线径
绝缘线约 100千米，各种金属器具约 600套及其他
物资。

下一步，该局将加强对过负荷台区、线路特巡
特维排查，不断加大隐患排查及整治力度，保障线
路可靠运行。

南方电网毕节市郊供电局

开展排查保冬季供电

本报讯 （记者 汪瑞梁） 近期，毕节广播电
视大学 （简称毕节电大） 与广东湛江开放大学达成
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信息互通、资源
共享、利益均沾的合作办学新模式，合作期间，毕
节电大可共享湛江开放大学学历教育、非学历教育
方面的在线资源。

“我们抢抓东西部协作的机遇，加强与湛江开
放大学的交流协作。对方表示，将争取用 3年左右
帮助我们提升体系建设、专业建设、师资队伍建
设、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服务能力和学校管理水
平。”毕节电大负责人说。

据了解，在合作中，湛江开放大学对毕节电大
开放包括建设项目、网络教学的课程资源以及教学
改革等网络信息资源，同意毕节电大遴选优秀青年
教师与该校教学名师进行“一对一”指导培养。此
外，双方互派骨干教师开展教学、研究、访学等活
动，共同提升教学质量和管理水平。

毕节广播电视大学

共享东部优质教育资源

本报讯 （记者 李文勇） 近日，毕节市担保
集团变通担保形式，以基酒质押担保，帮助北大荒
（贵州金沙） 有限公司企业融资担保 1000万元。

酱酒产业是金沙县的优势产业，但酱酒产业生
产工艺周期长、资金积压多、资金需求量大，酱酒
企业常因缺少有效抵押物，难以融资。

为此，毕节市担保集团下属金沙担保公司深入
企业调研，针对酱酒企业存在的缺资金难融资问
题，量身定制了“基酒质押担保贷款”，以公司储
存年限 1年以上的酱香型白酒办理基酒质押，帮助
企业融资担保，使库存老酒变成了流动的“真金白
银”。

“基酒质押担保贷款”是毕节市担保集团帮助
有效盘活基酒资产，破解酒企业融资难题的一次创
新举措，也是毕节市担保集团引金融活水精准滴灌
实体产业、助力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果之一。今年以
来，毕节市担保集团通过创新担保产品、创新服务
模式、创新反担保措施等，已累计为 1015家企业、
合作社等融资担保24.53亿元。

毕节市担保集团

创新担保产品
缓解酱酒企业融资难

“医生扎针后，用热温灯烘烤 20 分钟，
再加上刮痧、拔罐、艾灸等治疗，昨天我就
感觉好多了。”11月 15日，35岁的刘女士告
诉记者，她由于肩颈痛，最近一直睡不好。
来到毕节市中医医院针灸科求诊，王鹏医生
给她扎了一次针灸后，疼痛缓解了不少。

据介绍，毕节市中医医院针灸科除了运
用传统的草药银针开展中医治疗外，还自制
了特色中药外敷药舒筋方、壮腰补骨方等，
治疗关节疼痛类疾病。此外，还引进特定电

磁波定向治疗仪、中药熏蒸机电子脉冲治疗
仪、颈腰椎牵引机等，以中西医结合的方
式，帮助患者解决病痛。

针灸科只是毕节市中医医院开展中西
医结合诊疗的科室之一，接下来，该院将
继续坚持中医定位，以中医药传承发展为
载体，整合中医专家门诊、针灸治疗和中
医特色护理门诊等优势资源，开展有针对
性的特色诊疗服务，不断满足群众多元化
健康需求。

毕节市中医医院：

中西医结合提高诊疗效果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马丹 通讯员 罗玉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