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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新征程 新伟业
只争朝夕抓落实 凝心聚力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庞飞 杨梦云）道
真自治县选择食用菌作为“一县一
业”，持续做强基础配套、主体培
育、要素保障等，着力打造西南地
区最大的食用菌全产业链基地。
去年，全县累计投放食用菌1.8亿
棒，产值5.5亿元。

“加油摘呀，慢了就采不过来
了。”这几天，道真自治县隆兴镇浣
溪村菇农李建维的3个香菇大棚迎
来丰收，每天能带来近千元的收
入。“我今年是第四年种植香菇了，

每年我都承包三个大棚，去年纯收
入在7万元左右。”李建维说。

通过“抓两头带中间”的模式，
道真自治县引进贵州同辉食用菌发
展有限公司统一生产菌棒提供给村
民，采收后再统一收购鲜菇，村民负
责管护、采摘等中间环节，这样既减
轻了企业成本，又带动了村民增
收。目前，全县已建成2300多个标
准大棚，承包给村民培育食用菌。

“一根菌棒上不要留太多菇
丁，要选择性地摘掉一些。”除了提

供收购外，贵州同辉食用菌发展有
限公司还派驻技术员到园区，提供
技术支撑与指导。“只有教会他们
如何种菇，菇农才能赚到钱。”该食
用菌园区技术员张立军说。

2023年，道真食用菌产量达
5.7万吨，带动1万余名群众从事食
用菌种植或相关服务业。对于高价
值菇类，道真采取现代化的工厂生
产模式，提升产业发展内在质量。
在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刚投
产的自动化育菇厂房，鹿茸菇正通

过自动化传输带运往下一个车间。
“鹿茸菇是我们自主开发的新

产品，从原材料到制包、培养，再到
出菇、采收，基本实现全自动化生
产，日产能达到100吨。”该公司生
产中心副总监冉文令说。

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道真引进并培育壮大的国家级
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可以实现菌棒
原料—菌菇产品—废料利用的闭
合式循环生产。以龙头企业为依
托，道真正积极打造食用菌现代产

业园，持续引进精深加工、冷链物
流等上下游企业。

“我县食用菌产业是一项富民
产业，2017年投放的规模不到100
万棒，今年我们预计投放规模要超
过2亿棒。”道真自治县农业农村局
研究员万晓芹介绍，目前，道真正
在着手延长产业链，从深加工方面
来提升附加值，比如说菇酱、菇脆
产品的加工，力争实现食用菌鲜品
产量10万吨以上，综合产值10亿
元以上。

道真自治县6年培育一个产值达5.5亿元的产业——

“菇”足干劲促振兴

上春山上春山 采春茶采春茶

春暖花开，茶香四溢。全市
各地的白茶已进入采摘旺季，白
茶基地里处处可见繁忙的采茶
景象。

在余庆县白泥镇新寨村的
白茶种植基地里，一行行茶树
错落有致、长势喜人。100多
名采茶工人腰挎小竹篓，分散
在茶园里，忙着采摘春茶。

据了解，该片茶园由余庆
县兴民惠农产业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发展，共有500多亩。每
年3月下旬至4月中下旬是白
茶采摘的黄金期。其间，公司
会采取包接包送、包吃包住等
形式，吸引县城周边的群众到
基地务工。

茶园目前还在大量招工，累
计要招400人，才能最大化保证
茶青采摘效率，最大化提高茶叶
利用率。

余庆县兴民惠农产业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陈果告诉
记者，该公司的白茶种植基地
今年产量能达2万斤左右。

一片绿叶带富一方百姓。
与余庆县一样，这段时间，遍布
正安县的各白茶基地也是一片
忙碌。

正安县瑞溪镇三把车村桂
花园基地，是茶树套种桂花树
的白茶种植基地，茶树由正安
瑞缘茶业有限公司2007年种
植。这段时间正是茶叶生长最
好的时期，品质相当好，100多
名村民挎着竹篓穿梭在基地
里，采摘着新茶。

基地里，一棵棵桂花树点缀
在一排排长出新芽的茶树间，林
中有茶、茶中有林，彰显了这片
茶园与其他茶园的与众不同。

正安县瑞溪镇茶办主任祝
鹄说：“我们在茶园里种植桂花
树，可以提升白茶的品质，白茶
需要35%到45%的遮阴度，桂
花树成长起来后，就能达到这样
的效果。”

茶树套种桂花树，不仅能
提升茶叶品质，增加茶叶的价
值，桂花树还可以直接出售，增

加基地的收入。“公司从2007年
开始种桂花树，2012年开始对
外销售，到现在至少有300万元
的收入。”正安瑞缘茶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董建光说。

据了解，正安县大力推进
“全国优质白茶生产示范区”建
设，以白茶为主的茶产业在基
地建设、加工升级、品牌宣传、
市场开拓、质量安全、产业扶贫
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全县累计
建设茶园31万亩，其中白茶18
万亩。倾力打造的“正安白茶”
公共品牌先后获评“国家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贵州省著名商标”

“中国驰名商标”。全县茶园覆
盖20个乡（镇、街道）138个行
政村，辐射带动茶农 5.5 万户
20余万人，人均因茶增收3000
元以上。正安县以白茶为主的
茶产业已成为推进农村产业革
命、巩固脱贫成果、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绿色产业、主导产业
和富民产业。

余庆、正安

白茶采摘正当时
茶韵飘香促增收

记者 向维忠 陈春江张凯

本报讯（记者向婧练伟）4
月9日，文旅泸遵进高校春季旅
游消费季活动在遵义医科大学
举行，通过文旅资源推介、非遗
展示展演等方式，让高校莘莘学
子感受泸州和遵义的魅力。

据了解，为进一步推动泸
州、遵义两地春季旅游市场的
发展，结合川渝滇黔十市区联
盟互推资源、共谋发展的工作
方向，四川省泸州市文化广播
电视和旅游局、遵义市文化旅
游局共同举办了此次宣传推介
活动。

当天，活动现场设置了“文
旅泸州·醉美有你”泸州文旅产
品展示区，陈列了当地富有特色

的非遗文创产品。不少同学驻
足参观，欣赏特色产品，了解非
遗文化。

文艺汇演是此次活动的重
头戏，歌舞、杂技、川剧变脸等
表演，生动展示了泸州、遵义两
地的文化特色，给同学们带来
了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
现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
呼声。

“泸州文旅推介官”陈霞向
大家介绍了泸州丰富多彩的文
旅资源和富有特色的旅游线
路；“醉美遵义文旅推荐官”叶
茹婷则通过精彩的讲解，带领
大家共同奔赴了一场醉美遵义
之旅。

此外，活动还设置了互动
环节，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让
同学们对泸州的风土人情、地
方文化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不
少同学表示，活动形式新颖、趣
味十足，激发了自己的出游欲
望，在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遵义医科大学学生谢桂兰
告诉记者：“活动非常精彩，让
我觉得收获满满。我本身是四
川人，通过这次推介活动让我
更加深入了解了泸州，同时也
了解了遵义丰富的文旅资源，
我会约同学一道在这两座城市
进行深度体验。”

互推资源 共谋发展

文旅泸遵宣传推介活动
走进遵义医科大学 本报讯 （记者 杨义霞）习水县

检察院用法治“酿造”企业满意指数，
切实为白酒老字号企业创新发展提供
优质司法保障，让白酒老字号企业更
加健康发展。

为护航白酒老字号企业健康发
展，习水县检察院自2023年以来，已
与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和义兴酒
业分公司、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签订《“法治护航 检企共
建”协作意见书》，并与习水县法院共
同建立了“红缨子糯高粱（贵州习水）
司法保护基地”。

习酒历史悠久，是习水县的一张
亮丽文化名片，先后荣获“国家地理标
志保护产品”、第三批中华老字号品牌
等称号。2023年，习酒品牌价值高达
2224.63亿元。

“习酒香天下”背后，离不开产业
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有效提升。为
更好服务企业，习水县检察院负责人
带队到贵州习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走访调研，面对面了解企业经
营现状、发展规划、存在的问题和司法
需求，并解答了企业关心的问题和相
关政策。

在该公司，习水县检察院还围绕
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商标权保护、知识

产权保护、打击假冒伪劣长效机制等
问题，与企业负责人进行深入研讨。

习水县检察院负责人表示，该院
将结合检察业务实际，研究制定有针
对性、有习水地方特色的具体服务措
施，在知识产权、企业合规、网络安全、
犯罪预防等方面提供法律释明和指
导，帮助企业建立和完善合规管理体
系，护航企业行稳致远。同时，将加大
打击侵犯酱香型白酒知识产权犯罪的
力度，通过法律宣讲、政策解读、以案
释法、送法上门等形式，持续为企业健
康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公
平公正的法治环境和优质高效的服务
环境。

“下一步，我们将把习酒老字号知
识产权保护作为知识产权检察工作重
点进行谋划和推动，针对县域内的白
酒老字号企业定期进行走访，查找在
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存在的监督问题，
如发现影响白酒老字号传承和发展的
问题，及时向相关企业、行政主管单
位、行业协会等制发社会治理类检察
建议，加强诉源治理，从源头上遏制侵
权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帮助白酒老
字号企业提升商标管理、证据保全等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和能力。”习水县检
察院相关人士表示。

让白酒老字号品牌更闪亮
习水县检察院护航酒企健康发展

4月9日，播州区马桥幼儿园、蓝天幼儿园携手播州区第九
小学组织开展幼小衔接专题活动。图为孩子们在播州区第九小
学“红领巾科普劳动实践基地”认识农作物。

（记者胡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