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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 通讯员 李应佳 文／图

秋风挥动着神奇的画笔，悄然给大
地染了色，种植在剑川县老君山镇乡野
间的苹果、烤烟、附子、青贮玉米……承
载着农民丰收的喜悦，向人们展示着秋
收五彩斑斓的颜色。

丰收是红色的

“苹”分秋色，硕果盈枝。眼下正
值老君山镇苹果收获的季节，走进种
植基地，红彤彤的苹果挂满枝头，阳
光透过稀疏的树叶洒落，将每一个苹
果镀上了一层温暖的光泽。果农们穿

梭其间，采摘、分拣、装箱，忙得不亦
乐乎。

据统计，今年老君山镇苹果产量将
达800吨，预估收入1500万余元。

丰收是黄色的

走进老君山镇烟叶分级点，只见一
派忙碌景象，一捆捆打包好的烟叶承载
着希望等待验收，分级站台上，工作人
员各司其职，按照收购流程对烟叶进行
初检、打包、过秤、装车……烟农脸上洋
溢着丰收的喜悦。

今年，老君山镇2900亩烤烟将收购
烟叶7750担，预估实现产值1500万元。

丰收是绿色的

眼下正值青贮玉米收储黄金期，为
确保应收尽收、应贮尽贮，群众趁着晴
好天气，加紧收割。

在青贮饲料加工基地，交购的群众
络绎不绝，运输、过磅、加工，忙碌且充
实，“今天收割了5吨，卖了2250元钱。”
村民杨大姐笑着说。

为积极构建种养循环、粮饲兼顾
的农业产业结构，让种植业和养殖业
互动起来，老君山镇鼓励群众适度种
植青贮玉米，通过“订单种植、合同收
购”等方式，为周边养殖场供应饲草，

不仅让村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还
推动了乳畜业高质量发展。今年，全
镇将收割青贮玉米 4.2 万吨，产值约
1890万元。

丰收是紫色的

当前，正是采挖附子的好时节。
种植户手持铁锹，在田间地头深挖那
些埋藏于土壤深处的“宝藏”。紫色的
附子花在秋风下摇曳，像是在诉说着
丰收的喜悦。

据统计，今年老君山镇附子种植
1040亩，预计产量 1872吨，产值约 1120
万元。

□ 通讯员 李丽君

时下，弥渡县德苴乡种植的高
辣度辣椒已陆续成熟，进入采摘收
获期。走进多依村委会上村辣椒种
植基地，一垄垄辣椒缀满整个山坡，
红红火火地挂在枝头，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今年是我家第一次种植高辣度
辣椒，刚开始还有点担心，怕种不好
会亏本，后来合作社与公司签订了订
单收购合同，我才打消了顾虑。公司
统一提供种苗，并安排技术人员进行
除草、打杈、施肥、防虫防病等种植管
理技术培训。”正在采摘辣椒的上村
村民禹翠兰脸上挂着笑说，“公司9月
初开始收购，以每公斤 6元钱的价格
收购鲜椒，我家卖了 160公斤。今天
这些鲜椒，是第二茬采摘。”

在多依村委会新村高辣度辣椒
收购点，椒农们排着长队有序地交
售辣椒，然后在收购登记表上签字
确认自家辣椒的重量和金额。待收
购方将资金转入弥渡南山红发辣椒
种植专业合作社账户后，由合作社
及时支付给农户。瑾转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收购负责人李玉梅介绍，高
辣度辣椒富含辣椒碱、辣椒红色素
等，市场需求量大。德苴乡的土质

和气候比较适宜种植辣椒，种出来
的辣椒品质好。

2023 年以来，德苴乡立足资源
禀赋，优化产业结构，以高辣度辣
椒前期投入小、种植周期短、收购价
格稳定、市场前景广阔等优势，与大
理合鑫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瑾
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
议，按照“统一供种、统一种植、统一
服务、统一收购”要求，通过双向选
择、订单收购、技能培训、政策保障
等措施，采取“党支部+公司+合作
社+农户”发展模式，引进高辣度辣
椒在青云村、多依村、新和村、邑郎
村进行示范种植，种植面积近 300
亩。按照目前的长势，每亩产量可
达 2000 余斤，预计每亩产值 6000 余
元，产业总产值 180 万余元，为当地
群众增收拓展了新路径。

“乡村产业振兴，一头连着群众
增收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农村发展
的‘加速器’。德苴乡将通过党建引
领，以高辣度辣椒为突破口，巩固烤
烟支柱产业，发展肉牛、软籽石榴等
优势产业，重塑德苴辣椒、红花等特
色产业，探索蔬菜制种等新兴产业，
辐射带动更多群众搭上产业发展的
致富快车，助力乡村振兴。”德苴乡
党委书记禹彩香说。

□ 通讯员 陈治学 苏娜 罗荣熠

近年来，祥云县下庄镇大仓社区
结合当地生态优势，创新农业发展模
式，将石榴种植作为特色产业重点发
展，带动群众走上增收致富路。

石榴红了

金秋九月，瓜果飘香。大仓社区
房后山成片的石榴相继成熟。套袋
揭开，一个个又大又圆、色泽鲜艳的
突尼斯软籽石榴像灯笼一样缀满枝
头，甚是喜庆。

掰开果皮，饱满多汁的籽粒在阳
光下闪烁着红宝石般诱人的光泽，咬
下一口，满口鲜甜，唇齿生香。

大仓社区村民朱丕洪夫妇从
2017年开始种植软籽石榴，目前累计
种植了 20余亩，年产 20多吨，成为村
里的种植大户。多年来，夫妻俩通过
不断探索、学习和积累种植经验，种
植出来的突尼斯软籽石榴亩产量高，
籽粒饱满、汁水多、甜度高。现在，石
榴成熟期已至，夫妻俩种植的石榴开
启热销模式。

朱丕洪说：“我们的软籽石榴每
年都被客商订单收购，远销上海、
江西、河南等地，很受市场欢迎。”

村民富了

现如今缀满“金果果”的金山，在
多年前却是一片荒山。2017 年，在
云南省住建厅、云南省农科院和祥云
县老促会等的帮助下，大仓社区通过
考察学习宾川、漾濞等地的成功经

验，结合自身生态条件，大力发展特
色农业产业。引进了红梨、冬桃等，
带动 600多户农户，发展了 1500余亩
经济林果，后来又引进软籽石榴。

经过多年探索，大仓社区已形成
以“党支部+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
式，成立了祥云盛世种植养殖农民专
业合作社、祥云丰美大仓种植养殖农
民专业合作社和祥云爱军种植养殖
专业合作社，共种植了 120余亩软籽
石榴，亩产值 7000元，年收入达 85万
元。共有41户农户入社，每户平均年
收入2.5万元。

大仓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彭兆国
说：“软籽石榴引进以后，种植效益比
较好。下一步，我们将邀请相关专家
来开展技术培训，同时进一步拓宽销
售渠道，打造大仓软籽石榴品牌。”

就业增了

今年已是大仓社区软籽石榴种
植的第七年，经过多年的精心培育和
发展，软籽石榴产业已经成为大仓社
区的支柱产业之一，不仅大大增加了
果农的收入，还给附近居民提供了更
多就业机会。

近期，大仓社区的软籽石榴进入
丰收期，也是大仓社区居民马国菊就
近务工的好时节。正忙着给成熟的石
榴撕袋的马国菊告诉笔者，她经常到
家附近的果园里打工，从事施肥、除
草、修枝、采摘等工作，工钱一天100元。

据介绍，合作社每年吸纳劳动力
150多人，居民实现了在家门口务工，
致富路也越走越宽。

祥云县米甸镇自羌朗村委会波罗村的稻谷熟了，村民喜获丰收。（摄于9月13日） ［通讯员 徐翔 摄］

南涧镇西山村田园里，群众正在收割稻谷。（摄于9月14日）
金秋时节，南涧县种植的优质水稻进入收割期，稻穗密实、谷粒金黄，一场丰收的盛宴拉开帷幕。

［通讯员 李文开 摄］

弥渡德苴乡——

秋日里的致富“椒”响曲

祥云大仓社区——

石榴红了村民富了

剑川老君山镇——

秋色的“多巴胺”上线

秋日，剑川县老君山镇丰收的苹果挂满枝头。（摄于9月14日） 剑川县老君山镇的种植户在采挖附子，迎来又一个丰收季。（摄于9月14日）

巍山县庙街镇下南庄村村民正在收割稻谷。（摄于9月18日）
金秋时节，地处红河源头的巍山坝子万亩水稻进入收割期，各地群众趁大好天气忙着收割，确保颗粒归仓。

［通讯员 陆向荣 刘怡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