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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

本报讯（王琴书） 今年以来，罗甸县“企业之家”聚焦企业发展
难题，以企业获得感为导向，用心用情为企业纾困解难，助力企业发
展，获得企业好评连连。

4月12日，罗甸县贵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向罗甸县“企业之家”涉
企专员反映，公司运输芒果需全程冷链，因邮政冷藏车载货 5－6吨，
但该企业目前无法达到这个产量，导致从凤亭乡运输芒果至县城阶段
无冷链车，芒果部分腐烂，影响销售，给公司带来较大损失，希望政
府部门帮助协调小型冷藏车进行运输。经罗甸县“企业之家”派单到
交通部门协调，4 月 17 日成功帮助企业联系到适合的冷藏车。“很满
意，县交通运输局已经帮我联系到了冷藏车，等果子成熟就不愁运输
了。”电话那头，面对“企业之家”的回访，罗甸县贵芒农业科技有限
公司负责人表示非常满意。

日前，“企业之家”涉企专员在回访罗甸县虹道工艺品制造有限公
司帮办代办服务中接到该企业反映，与县红投公司签订合同，在龙坪
镇金银洞社区租赁四间门面用于生产经营，但是实际只交付了两间，
导致现在不好规划装修，影响进度。“企业之家”立即派单到相关部门
进行协调处理，但由于其他原因，原定门面无法交付。 6月 12日，县
红投公司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新协调了2间门面，并将其交予
企业。“满意的，已经拿到门面了，我们正在加快装修进度，希望能尽
早生产经营。”罗甸县虹道工艺品制造有限公司负责人回复。

为避免企业诉求“一办了之”，确保企业诉求问题得到切实有效解
决，罗甸县“企业之家”积极探索企业诉求化解回访机制，以及时
访、随机访、带头访的“三级三访”方式，强化企业诉求办理跟踪问
效。

“企业之家”专职人员及时访。罗甸县“企业之家”以企业满意度
为导向，在企业诉求牵头部门确认诉求办结后，由“企业之家”专职
人员对企业诉求办理情况进行“一事一回访”，精准、全面了解企业诉
求问题解决情况，确保企业诉求解决落实到位，助力企业更好发展。

“企业之家”分管负责人随机访。“企业之家”分管负责人采取
“电话+实地”相结合的方式，对诉求办结企业进行随机抽查回访，听
取企业反馈信息，对办理结果不满意的再次交办、督促协调，切实为
企业排忧解难。

“企业之家”主要负责人带头访。把服务好企业作为“一把手工
程”，严格落实“我亲自”工作总要求，针对重点、难点问题诉求，

“企业之家”主要负责人亲自带头深入企业，现场核实、协调、化解企
业困难问题，推动企业诉求高质高效办理，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目前，罗甸县“企业之家”已经回访了150余家企业，满意率高达
90％以上。

罗甸

“企业之家”强化督办回访助企发展

在龙里高新技术产业园，一筐筐灌装好的刺梨原汁
运出厂房、装车驶向远方。

在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
工人们注视着各自负责的生产线，灌装、包装、喷码
……每个环节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恒力源作为龙里县刺梨产业的龙头企业，是一家集
刺梨深加工、研发、储存及销售于一体的现代科技公
司，单日鲜果加工量高达150吨，主要销售刺梨原浆和
果汁，近年来该公司投入了大量人财物力，研发创新刺
梨深加工产品。

“刺梨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们通过与科研机构
合作，每年投入 60万元研发资金，计划研发以刺梨为
原料的牙膏、面膜、酵素、口服液等。”恒力源公司总
工程师费建军说。

2022 年制定出台的 《龙里县建设千亿级重点工业
园区实施方案》明确，将生态特色食品作为首位产业，
围绕刺梨、蔬菜、茶叶、经济（果）林等特色农产品资
源优势，推动生态特色食品加工业集聚发展。

小刺梨融入大市场
刺梨，作为龙里县“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经过多

年发展，衍生出刺梨原汁、刺梨浓缩汁、刺梨汁口服
液、刺梨酒、刺梨果脯等数十种刺梨产品。

今年 4 月 13 日，在第四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上，千优谷刺梨品牌创始人廖丹妮带领团队展出 12种
刺梨产品，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和品尝到贵州刺梨的绿色
健康好味道。

“对我们来说，刺梨就跟酱酒一样，既是产品也是
文化，希望借助展销平台讲述我们的产业故事，让更多
人了解到我们的产品，促成更多合作。”廖丹妮说。

去年3月11日，龙里“千优谷”刺梨消费帮扶品牌
在广州正式发布，有效促进了省内外企业进一步加强合
作，粤黔企业共同打造新产品，为刺梨产品拓宽市场。

通过“广东企业+贵州资源”“广东市场+贵州产
品”“广东总部+贵州基地”“广东研发+贵州制造”等
政策优势，粤黔企业打造的饮料、原汁等常规刺梨产

品，以及刺梨维C片、刺梨嫩肤面膜等系列产品，深受
广大消费者喜爱。

在各方努力下，龙里刺梨产品也陆续进驻全国龙头
商超、主流电商平台，融入更多元化的市场。

目前，龙里县涌现出贵州恒力源天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贵州奇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贵州黔宝食品开发
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和26个刺梨专业合作社进行刺梨产
品开发，共建成生产线 33条，各类刺梨产品年产能达
5.3万吨以上，产品已在国内外市场崭露头角。

新技术赋予高价值
按照“把农产品变工业品、把工业品变健康消费

品”的思路，龙里的刺梨企业在生产技术上不断创新，
不断提升刺梨产品附加值。

“为尽可能保证产品锁鲜，我们在前端采用巴氏杀
菌法，中端低温酶解和板框过滤再去除果汁杂质，最后
转至零下18度冷库密封存放。”在生产车间内，恒力源
公司总工程师费建军介绍，公司生产线由国内一流知名
企业订购，其核心部分引进美国、德国、瑞典等先进设
备。

2016 年，从杭州一家知名饮料企业辞职的费建军
来到龙里。实地调研后，结合龙里区域和产业实际，费
建军带领团队建成了贵州省内第一条规模化、标准化、
自动化的刺梨精深加工生产线。

费建军团队所带来的技术，可将膜分离、低温膜浓
缩技术应用于刺梨深加工过程，最大程度避免了刺梨
VC、黄酮、SOD活性物质及其他微量元素在深加工过
程中的流失。

“现在的消费者对于食品健康越来越重视，需求也
越来越多元化。研发刺梨原汁、刺梨浓缩汁、刺梨提取
物、原料和刺梨口服液、刺梨饮料等系列产品，以期多
元化满足市场需求。”费建军说。

当前，在龙里，以恒力源为代表的企业，致力于打
造具有竞争力的刺梨产品，通过先进设备生产赋予产品
高价值，不断夯实刺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龙里刺梨产业以深加工为纽带，带动 7000余户刺

梨种植户增收，种植面积从1992年的300亩扩展到如今
的 10.5 万亩，刺梨鲜果年储备产能可达 10 万吨以上，
全县刺梨产业的综合年产值已突破10亿元。

“龙里作为‘中国刺梨之乡’，刺梨产业正向多元化
发展。鼓励刺梨相关企业在采购、物流、加工方面进行
优化升级，助力龙里刺梨产业向规模化跃升。”龙里县
刺梨产业发展中心主任付登强说。

提升竞争力和影响力
2016 年，恒力源公司在龙里开始刺梨加工生产，

研发出了许多品种。得益于广药王老吉的带动，如今年
销售额达 8000 万元。在两家企业的合作下，诞生出

“刺柠吉”这个广为人知的刺梨饮料品牌。
在当时，王老吉急需开发出具有贵州特色的饮品，

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刺梨汁的供应。
“为了保证产品质量，我们按照王老吉公司要求，

完善了生产线加工与冷链技术等，通过检验后，成为
‘刺柠吉’系列产品的供应商。”费建军介绍，“刺柠
吉”带动了相关企业的发展，带动了刺梨销量和龙里刺
梨产业快速发展。

在距离恒力源十分钟车程的贵州趣露食品有限公
司，正紧锣密鼓推进新的生产线建设。

“有了政策支持、龙头带动、品牌效应，极大鼓励
了从事刺梨加工的企业。我们根据市场需求，将打造刺
梨果冻生产线和刺梨原汁口服液生产线，预计在今年6
月投产。”贵州趣露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熬再强说。

付登强介绍，今年，龙里还将建成储藏保鲜库 1
个，引进一家年加工量 1000吨以上企业，新建或改造
刺梨精深加工生产线，扶持6家小微企业，搭建规模化
电商平台，日益完善产业链当中的“产、销、供”关键
环节，推动全县刺梨产业高质量发展。

“打造具有龙里特色的刺梨地理标志产品，我们正
计划提供 330 万元的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刺梨产业发
展，提升刺梨产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培育壮大龙里刺
梨品牌，让我们的刺梨产品迈向更广阔的市场。”付登
强说。

龙里：山间刺梨走向质态跃升
张恒新

本报讯 （郎艳林） 近日，在淅淅沥沥的小雨
中，都匀市匀东镇坝固村的李子园、葡萄园越发青翠
欲滴，空气里飘来果子的清香。坝固村牛昌坪种植户
陈跃靖撑着伞，走向房屋后的果园，查看李子、葡萄
的长势。

因为气候原因，今年李子减产，陈跃靖介绍，往
年的李子树亩产可达1500公斤，产值约8000元，“今
年倒春寒太严重，李子产量有所下降。”好在，他种

植的水晶葡萄长势不错，一串串碧绿的果子挂在藤架
上，他都一一套了袋。“再过一个月葡萄就要成熟
了，这时候套袋子可以有效防虫防病。”

陈跃靖是村里最早种植果树的一批人，他家门前
的“小田园”约 11亩，用于种植水稻、李子、葡萄，
在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同时，也可以进行销售增加收
入。在陈跃靖等致富带头人的带动下，如今，在坝固
村，像陈跃靖一样把门前庭院用于种植果园的人越来
越多。

走在村里，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葡萄
藤，院子里偶尔有几棵李子树。匀东镇宣传工作人
员介绍：“村民们利用自家房前屋后的闲置土地，发
展蔬菜、果树、蛋鸡、土鸡等产业的庭院经济，把
庭院的‘方寸地’变成致富的‘增收园’，不仅提升
了生活质量和人居环境，还增加了不少的经济收
入。”

对于镇里做的实事，陈跃靖等村民也十分赞同，
他们掰着指头数着说，镇里指导他们打造“五园一
塘”，就是菜园、果园、花园、蜂园、药园+鱼塘，陈
跃靖说：“别看我们规模小，水果的销路是不愁的，
经常有外地客商来收购。村里面每年组织开展‘葡萄
节’活动，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游玩，品尝购买新鲜葡
萄，加上平时赶集市场上摆摊零售，人来人往，也能
卖出去不少，无非是价格高一点低一点。”陈跃靖高
兴地介绍：“另外，大家现在都喜欢通过微信群下
单，镇里面也及时帮忙做宣传报道，争取更多媒体资
源帮我们推广，让越来越多人知道坝固葡萄，一到季
节，自然有人关注。”

如今，说起水晶葡萄，都匀市远近都知道也认可
牛昌坪葡萄。去年以来，牛昌坪农户还通过市场考
察、技术学习和品种引进，尝试种植了阳光玫瑰、巨
峰等其他品种的葡萄，丰富产业品类，提高农业产业
质量，“说起牛昌坪的葡萄，大家都信得过。”陈跃靖
欣慰地说。

坝固村牛昌坪的“五园一塘”庭院经济是都匀市
匀东镇发展农业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匀东
镇下辖 25个村 （社区），可以说是“村村有产业、月
月有丰收”。

距离牛昌坪不远的坪洋寨，有一处场地宽阔、设

备齐全、圈舍干净、环境整洁的养殖场。工作人员许
朝良介绍：“我们养殖场专门饲养西门塔尔牛，规模
达 300 余头，它们长得快、体格大、肌肉多、脂肪
少，肉质鲜美，很多人都专门来找我们老板买。我是
饲养员，看到它们长得好，我就高兴。”许朝良今年
55岁了，和他一起在这里当饲养员的还有另外两个乡
亲，“我们都是坝固村人，在这里上班离家近，能赚
钱，还能学习技术，大家都干得起劲。”许朝良越说
越兴奋，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

“这一片都是我的饲养区域。”许朝良手臂张开在
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喂草料、清牛粪都是机械化的。

“我们开着车子到牛棚里面清牛粪，一个来回就清理
干净了。”对于这份养牛的工作，许朝良颇为满意，
一个月4000元的工资，除了他和老伴及孙子的日常花
销，大部分都可以攒下来。

随着季节更迭，匀东镇的田间地头交替出现着五
彩斑斓的丰收景象。

4月清明采茶忙，一棵棵茶树展绿意，明英村都
匀毛尖品质优良，市场前景好；5月土豆现棕黄，瓮
桃村的土豆丰收，并与都匀市广惠街道办事处凤凰社
区达成结对帮扶协议，共同搭建联农助农平台，将新
鲜蔬菜优先供应给社区居民；6月田间染新绿，瓮桃
村第一批鲜嫩龙须菜装车直接发往广西，跨省订单助
农增收；摆茶村 0.9万公斤“都匀红鲤”鱼苗陆续入
田，静待“稻香鱼肥双丰收”；新坪村的林下种植中
药材松茯苓藏在深山里，林下经济助力振兴；最奇妙
的是，待到入秋金黄时，还能看到坝固村的葡萄藤下
结冬瓜的喜人景象……说起匀东镇的农业发展，工作
人员如数家珍。

在“都匀市匀东镇”的微信公众号上，输入“乡
村振兴”“致富带头人”“新乡贤”“惠农优选”等关
键字，就可以看到各村村民的种植养殖产业信息。该
镇宣传工作人员会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布产业信息并留
下联系方式，帮助村民宣传农产品，拓宽销路。很多
种植能手、养殖大户、非遗能人、民间绝活也是在素
材发掘中被发现、被报道、被知晓。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重中之重。都匀市大力打
造一村一特色的小而精、小而美的特色农业，让农户
掌握了致富的“金钥匙”，过上了滋润的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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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势喜人的水晶葡萄长势喜人的水晶葡萄

翁桃村龙须菜喜获丰收 （图源：都匀市匀东镇政府）

本报讯（谢利） 近日，在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十里刺梨沟景区，
走进经历一番提质改造后的鲜果乐刺梨加工作坊里，只见作坊主人陈
小刚正在反复检查作坊的环境卫生，他在为即将举行的“比武”做最
后的准备。

所谓的“比武”究竟是什么呢？茶香村党支部书记兰江给出了答
案：“我们在搞谷脚镇2024年‘金果果红票票’刺梨产业大比武，今天
是来给新（改）建的刺梨加工作坊评星定级的。”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谷脚镇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依托生态环境优势，不断探索刺梨产业发展新路径。今
年，谷脚镇茶香村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为抓手，结合赋分争优工作，组
织开展“金果果红票票”刺梨产业大比武，鼓励和引导群众实施标准
化刺梨加工作坊建设，并按照星级评定标准指导群众进行改造、提档
升级，实现抓产业促共富的目标。

“谷脚镇大力扶持有思想、有实力、敢打拼的一批致富带头人实施
刺梨加工作坊建设，不断丰富茶香村产业发展业态。今天主要从软硬
件设施和环境卫生上对刺梨加工作坊进行初步评定，希望能有效提振
群众的发展信心。”谷脚镇有关负责人说。

据了解，茶香村有17户群众实施了刺梨加工作坊建设、6户群众对
农家乐实施了提质改造。在“金果果红票票”刺梨产业大比武——星
级作坊初评中，鲜果乐刺梨加工作坊获评“三星级小作坊”。

“被评选为星级小作坊是一种认可，不仅提高了产品知名度，同时
也增强了我的发展信心。”陈小刚高兴地说。

下一步，谷脚镇将深挖特色产业资源，持续推进“金果果红票
票”刺梨产业大比武，以“星”赋能刺梨产业，推动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让乡村振兴的底色更亮、成色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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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星定级激活力
以“星”赋能促振兴

本报讯（刘高仁） 以梨相伴，清凉一夏。走进惠水县断杉镇摆惹
村六月雪梨种植基地，一片片即将成熟的六月雪梨便映入眼帘，个头
大、青绿色的梨子将树枝压弯了腰，一派喜人的丰收景象。

梨园里，一部分工人正在操作割草机清理梨树下的杂草，方便接下
来的采摘，远远便能听见机器的轰鸣声；一部分工人正在调试运输梨子
的无人机，以减少用工成本和提高运输效率；一部分工人正在忙着整理
箩筐和包装盒，为梨子的销售做足准备。

“今年雨水充足，梨树挂果率高，个头相对往年较大，甜度比往年
高，口感也很不错。这200亩六月雪梨产量在25万公斤以上，销售额能
达到 60多万元，已经陆续有来自广东、广西等地的客商前来商谈采购
事宜了。”种植大户王天宏说。

据了解，“六月雪梨”成熟于农历六月，因肉质雪白细嫩、皮薄而
得名。采摘后的六月雪梨经过冷藏保鲜后，口感更佳。进入6月下旬以
来，断杉镇种植的蜂糖李、六月雪梨、花椒、鲜食玉米等农特产品陆续
进入采摘季，村民在田间地头忙得不亦乐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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