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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黔南州大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实现农业连接二产和三产，有序推进农

村改革，加快推进现代山地高效农业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村发展、农民增收取得明显成效

。今年上半年，黔南州农民人均纯收入实现 3791 元—— 

 

惠水 小黄姜大产业 

惠水县涟江街道大龙社区一带出产小黄姜远近闻名，近年来，惠水县将小黄姜作为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产业。不起眼小黄姜发展成大产业，促进了农民群众增收致富。 

每年从 7 月到 10 月，是生姜收获季节，姜农门早上挖姜，下午洗姜，晚上生姜就运到了

各地市场。 

8 月 4 日，记者在排楼村的洗姜场里，不断有村民用面包车拉着刚挖出土的生姜前来清洗

。 

洗姜场里人声鼎沸，十来辆面包车排队等待洗姜。裹满泥土的生姜被铲到汽泡清洗机里翻

滚的水流中，机器另一头，传送带上的生姜露出了嫩黄洁净的模样。一旁，数十筐洗好的小黄

姜等待装车运走。 

大龙社区排楼村是贵州味莼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生姜原料基地。该公司的姜蒜洗榨车间每

天要消耗 800 公斤姜，每年需要采购生姜约 300 吨。 

排楼村支书唐和平告诉记者，村里的小黄姜只有一小部分卖给了味莼园公司，大部分卖到

了各地的农贸市场。说起小黄姜的名气，唐和平一脸自豪。据他介绍，现在惠水小黄姜已经远

销四川、云南、广西、湖南、重庆等地，而且供不应求。 

小黄姜畅销，群众收入大幅增加。在大龙社区小黄姜种植核心区，农民年人均纯收入超过

1 万元。冗然村陈花文家 2014 年种了 8 亩小黄姜，当年收入近 30 万元。 

起初时候，谁都没想到，不起眼小黄姜能“整”出这样大动静来。 

眼看效益越来越好，群众种植小黄姜意愿越来越强烈，小黄姜的种植规模迅速扩大。据统

计，现在大龙社区小黄姜种植面积约有 3500 亩，很多村民还到临近乡镇租地种姜。目前，惠

水县及周边小黄姜种植规模在 5000 亩左右。 

随着种植规模扩大，姜农们也在尝试着进一步拓宽小黄姜的销售渠道。 



8 月 4 日中午，涟江街道党工委书记王昌福带着工作人员到排楼村，与村干部和种植大户

们商量利用电商平台销售小黄姜计划。 

按照大家设想，在惠水县百鸟河数字小镇建立小黄姜互联网营销中心，在村一级建立电商

服务站，构建从姜农到市场线上营销网络。 

一个“互联网＋小黄姜”的大胆设想在村民们脑海中逐步成型：“现在是客商上门来收购

或者我们自己拉出去卖，将来电商销售网络建立起来以后，我们和客商只需要点一点鼠标在网

上交易，通过物流公司发货，客商在家用手机扫一扫二维码就可以完成收货。” 

 

罗甸 互联网＋火龙果 

7 月 29 日一大早，太阳刚刚冒出头，罗甸县亿源阳光立体生态果园就忙碌了起来了，几

十名工人正在抓紧时间给火龙果花授粉。 

“火龙果开花时间短，要抓紧时间赶紧授粉，不然会直接影响产量。”工作人员谢稹坐在

办公室内，目不转睛地盯着果园监控系统，时刻关注着火龙果的授粉情况。 

谢稹说，果园监控追溯系统共有 8 个高清摄像头，能对基地 350 亩火龙果实现全覆盖和全

程监控，每个摄像头都能通过电脑控制，360 度无死角监控果园。 

除此之外，果园还配套引进了质量可追溯系统、农残快速测试仪和二维码生成器，全程记

录火龙果的生长情况。 

“质量可追溯系统就像火龙果生长的全程影像‘日记’。火龙果什么时候浇水，什么时候

除草，什么时候施肥，什么时候授粉，什么时候采摘，都记录得一清二楚。”阳光生态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成说。 

在每一批火龙果上市之前，果园都会随机抽样进行农残快速测试，并将检测情况和质量追

溯情况生成二维码，贴在火龙果包装箱上。只要拿起手机，扫一扫二维码，顾客就能清楚地看

到火龙果生长的全过程。 

在王成看来，这一系列的措施，是火龙果走上电商销售平台后的必然要求。 

2014 年，随着果园产量逐年上升之后，王成开始利用电商销售平台，采取“互联网＋生

态农业”的方式，把水果生意做到了网上。目前，阳光果园已在农高网、淘宝网上开设了网店

，并通过微信、QQ 等新媒体，将火龙果销往全国各地。 

7 月，阳光果园的火龙果在淘宝网上就卖了 100 多单。王成告诉记者，刚授粉的这批火龙

果预计在 8 月 20 号左右才能上市，但已在网店上预售了一部分。 

罗甸县郎当种养殖合作社 200 亩火龙果基地，每年稳定生产火龙果近 10 万公斤。今年，



合作社通过融资方式，与北京和原天成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协议，借助公司的电子商务平台和“

优可众”微信号，以每盒 98 元（约 2.5 公斤）的价格销往全国各地。 

近年来，罗甸县立足实际，依据独特的气候、山地资源大力发展山地高效生态农业，着力

打造山地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县，建设粤港澳鲜活农产品供应基地。其中，火龙果是重点打造的

农业产业。 

目前，罗甸火龙果主要有 “紫红龙”、“粉红龙”和“晶红龙”等优良品种。截至 2014

年底，该县火龙果种植面积已达 6.2 万亩，投产 2 万余亩，产值 1.4 亿元。火龙果已经成为罗

甸的重要农业产业。 

 

长顺 紫葡萄酿美酒 

盛夏 7 月，天气炎热。长顺县威远工业园区里，贵州紫王酒业有限公司的葡萄酒厂项目正

在热火朝天施工中。公司董事长杨显富带着安全帽在工地上查看建设情况。据介绍，该项目占

地 34 亩，投资 7000 万元，主要生产白兰地和红葡萄酒，预计年底建成投产。 

“我们投资这个项目就是看中了长顺丰富优质的紫王葡萄。”杨显富说。 

杨显富口中的紫王葡萄是“长顺四宝”之一，现在已成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重要农产品。

2015 年，该县发展紫王葡萄 3.3 万亩，进入丰产期的有 2.6 万亩，实现产值 5.2 亿元。 

除了紫王葡萄，长顺县还有 6 万亩高钙苹果、18 万亩核桃及 800 万羽绿壳蛋鸡。 

如何让这些优质的农业资源产生更大的价值，帮助群众增收致富？当地县委、县政府瞄准

了做大一产、发展二产的路子。近年来，长顺县出台优惠的招商引资政策，越来越多的农业企

业纷纷入驻长顺。 

在长顺县天然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车间，几名工人正在忙着给绿壳鸡蛋面装箱。据介绍

，公司主要从事绿壳蛋鸡和长顺高钙苹果深加工，目前有绿壳鸡蛋面、高钙苹果醋两个产品系

列近 20 个品种。2014 年，公司产值达 7000 多万元，带动就业近 20 人。 

目前，该县先后引进农产品深加工、林业种植养殖、农业类、茶叶深加工和种植业等 26

个项目，总投资 20.44 亿元，已到位资金 16.2 亿元。 

2015 年，长顺县制定了“5582”工程实施意见，扎实推进农村经济发展。该工程规定创

新产业发展机制，以产品和效益为中心，进一步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按照“规模化、标准化、

专业化、商品化、市场化”的要求，走“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生态绿色、度假休

闲、观光体验”的山地高效现代农业发展之路，努力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这几天，长顺三和苗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葡萄园特别热闹。平均每天都有几名来自贵阳、

都匀等长顺周边城市的游客来到葡萄园，感受亲手采摘葡萄的乐趣。 



8 月中旬，长顺将举办葡萄节。营盘社区热水村村支书王真兰正忙着打理新建的农村客栈

，要赶在葡萄节期间开业。热水村种有 1.2 万亩紫王葡萄和漂亮的葡萄长廊，今年初县里鼓励

村民发展农村客栈，王真兰带头递交了申请书。 

“县里补助 10 万元，自己再贴一部分，农村客栈就建起来了。”王真兰家的农家客栈共

2 层，约 300 平方米，集吃饭、住宿为一体，预计今年能带来 6 万元左右的收入。“ 

 

龙里 生态菜引客来 

8 月 3 日下午 4 点，龙里县龙山镇坝上村村支书朱玉德已经开始忙着为客人准备饭菜了。 

“最近天气好，来我们这里体验乡村游的客人多，周末生意好得忙都忙不过来。”朱玉德

一边忙活一边说。 

龙山镇坝上村位于厦蓉高速路入口处，村子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刚刚建成通车的贵龙大

道穿境而过，便利的交通让这里成为乡村旅游的好去处。 

由于地处郊区，很多群众家都有自己的土地和园子。随着乡村旅游兴起，村民们利用自家

房子搞起了农家乐。 

“菜是自家园子里种的，鸡是自家园子里养的，真正原生态。”朱玉德手里的活不停，嘴

上的话也不停。 

坝上村有 230 多户人家，其中就有 50 多户发展农家乐。2014 年以来，全村经济总收入从

124.5 万元增加到 760 万元。 

坝上村是龙里县农业产业“接二连三”发展的一个缩影。 

为加快农业产业发展、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龙里县始终坚持“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思路，通过做大“一产”，做强“二产”，做活“三产”，促进一产“接二连三”，

努力实现农村经济和农民收入不断提高。 

近年来，龙里县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全县农业发展形

成了“一区五园”格局，其中，湾滩河高效生态农业园区、茶香刺梨产业园区、农架山花卉苗

木及休闲观光园区跻身于省级农业产业园区行列。 

最近这段时间，浙江客商李先生都在龙里的几个乡镇来回奔忙。一番考察之后，他决定在

龙里开几家乡村旅社。 

“我们依托龙里自然优势发展旅游，让外地客人到这里来感受清新空气，品尝美味菜肴。

” 



湾滩河镇走马村孔雀寨是一个传统农业村寨。村口是湾滩河高效农业园区，这里出产的蔬

菜直销粤港澳地区。 

村民王如心在湾滩河畔建起一座古色古香的房子，专门接待到湾滩河体验农家风情的游客

。 

“现在很多城里人喜欢农村的生活。小康路通到家门口，来我们这里游玩的人越来越多，

不发展农家乐可惜了。” 

在王如心看来，“客人喜欢吃的都出在自家地里，只要勤快点就能赚钱。” 

现在，每天都有几桌人到王如心的客栈游玩吃饭，他的收入远远超过单纯种地的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