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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梅林场，高原深处的绿色屏障

在姬官营村，有一座国有林场，它
就是杨梅林场。

杨梅国有林场位于六盘水市水城
区杨梅乡，距六盘水市中心城区 66 公
里。林区主要分布在东经 104°41′-
104°56′、北纬26°14′-26°18′之
间。林地面积41529亩，其中，生态公益
林35766亩，商品林5763亩。林木蓄积
20 余 万 立 方 米 ，林 区 森 林 覆 盖 率
90.94%。林场森林资源集中，是北盘江
流域重要的绿色生态屏障，生态区位十
分重要，其中分布在G246国道沿线的森
林 11000 亩、在杨梅省级森林公园景区
的森林17537.4亩。林区内有乔木9种，
主要树种有云南松、云南油杉、华山松、
杉木、檫木、桦木、青冈、紫树、红花木
莲，灌木 11 种，主要有红叶木姜子、楠
竹、映山红、狭叶金丝桃、茶树、杨梅、核
桃、刺梨、板栗、樱桃、马缨杜鹃。其中
省级保护植物有红花木莲、马缨杜鹃、
檫木共3种，名贵树木有紫树、红花木莲
共2种。

据《水 城 县（特 区）志》记 载 ：
“1958 年 3 月建立姬官营林场，1959 年
4 月改名杨梅林场。该场于 1976 年建
立新街工区，1978 年建立红鸡寨、马
场 工 区 ，1979 年 建 立 木 瓜 树 工 区 。
1981 年建立职工子弟学校。1990 年
全场职工 103 名。1988 年全场经营面
积 49335 亩，林业用地面积 48732 亩，
占经营面积的 98.78%。”

“林业用地中，有林地18878亩，疏林
地4646亩，灌木林78亩，未成林造林地
950亩，苗圃地35亩，荒山地24145亩。”

“林场森林覆盖率38.3林木（包括灌
木林）覆盖率 38.4。活立木蓄积 38777
立方米。其中，有林地蓄积 35638 立方
米，疏林地蓄积 2422 立方米，散生木蓄
积717立方米。活立木蓄积主要分布在
场部和新街工区。”

“林种系用材林，面积 18878 亩，蓄
积35638立方米，平均每亩1.89立方米；
云南松 9917 亩，蓄积 31840 立方米，平
均每亩 3.2 立方米；杉木 8424 亩，蓄积
1867 立方米，平均每亩 0.22 立方米；阔
叶树435亩，蓄积1561立方米，平均每亩
3.6立方米；华山松98亩，蓄积370立方
米，平均每亩 3.7 立方米；幼龄林 12632
亩，蓄积 3142 立方米，平均每亩 0.25 立
方米；中龄林面积4345亩，蓄积23719立
方米，平均每亩5.5立方米：近熟林面积
1728亩，蓄积7288立方米，平均每亩4.2
立方米；成熟林面积173亩，蓄积1419立

方米，平均每亩8.2立方米。”
“1975 年，从赤水引进楠竹，在大

箐、马场等地试种成功。1976 年，栽植
纪念林杉树130亩、檫木种子园30亩，生
长良好。1979 年，引进 62 个县杉木种
子，进行杉木地理源试验，面积 20亩，移
苗生长良好。1990 年，在贵州农学院、
六盘水市林科所支持下，开展板栗优化
品种试验栽培。”

“1958～1990 年，杨梅林场共投资
285.48 万元，造林 42684 亩，育苗 1599
亩，幼林抚育 11907 亩，成林抚育 2180
亩。提供商品材995 立方米，树条2182
吨，插条1600吨，劈柴 2000吨。”

历史上，杨梅国有林场的建设，为
水城的林业科研提供了重要样板。如
1959 年，杨梅林场在姬官营种植 7.6 亩
杉木速生丰产试验林，经贵州省林科所
测定，每亩蓄积23.6立方米。1963年杨
梅林场对次生林进行改造。1975年，特
区林科所引进楠竹在杨梅林场试验种
植10亩，1979年完成杉木地理种源试验
22亩，1980年完成檫木种源试验40亩，
均获成功。1980 年，陈乃洪、姚廷菊在
杨梅林场引进14个省（区）42个县地方
种群的杉木种子进行育苗试验，为全市
杉木地理种源选用提供实用资料。1982
年，杨梅、玉舍、长海子林场发生杉木炭
疽病，华山松、赤松病及松梢螟，2 万余
亩成灾，采用药剂防治 1 万余亩，其中
741烟剂防治3218亩，641烟剂防治6887
亩，效果明显。1987 年周玲、陈乃洪主
持的“水城特区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经
省、市检查验收达到优级。该成果被应
用于 细线条林业区划及水城县长江中
上游防护林工程体系建设总体规划和
林业设计。

据杨梅林场原场长吴大珀介绍，一
开始，杨梅林场还被称为水城县森工
站，性质为次生林改造，隶属毕节专区
水城县农林局，后来才更名为水城特区
国营杨梅林场。

现杨梅林场场长王德荣介绍，2011
年，经贵州省林业厅批准，在杨梅国有
林场成立杨梅省级森林公园。2017年，
杨梅林场进行改革，更名为“水城县杨
梅国有林场”，从差额性质正科级事业
单位转变为财政全额预算管理的公益
一类正科级事业单位；2020年12月水城
县撤县设区，2021年1月1日更名为“六
盘水市水城区杨梅国有林场”。林场
2013 年、2016 年曾先后获得“贵州省生
态文明教育基地”和“森林生态体验园
基地”等荣誉称号。

杨梅林场的主要职能有，保护培育

森林资源、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从事森
林资源保护和培育，生物多样性和野生
动植物保护，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林
木良种选育，花卉苗木繁育，林业科研
及新技术推广，国家战略储备林基地建
设，森林旅游开发及生态文化宣传等工
作。林场还开展森林资源林业综合改
革，充分利用林下空间资源，种植蓝莓、
樱桃、白芨等经济作物实现生态效益和
经济效益共赢。

水城春茶，探访高原上的第一缕春天

姬官营村还是水城区重要的茶叶
产地，更是“水城春”茶先行先试的试
验地。

姬官营海拔1450—2190米之间，属
于典型的高山丘陵地貌，土壤以黄壤为
主，特别适宜种植茶叶。自古以来，姬
官营民间就有自发种植茶叶的习惯。

作为“贵州十大古茶树之乡”和藏
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直接辐射区，水城
种茶、喝茶、礼茶的历史十分悠久。千
百年前，为了谋生的水城先民，赶着马
帮，沿着茶马古道跋山涉水，往返于川
藏滇黔，并把茶叶种子，播撒在古道旁
的崇山峻岭之间。如今，水城境内保留
下来的古茶树达3000多亩，百年以上树
龄的有 30000 多株，其中有的树龄达到
千年以上。清朝雍正年间，水城茶作为
贡茶进贡朝廷，水城木城贡茶因此闻
名。在 2019 年贵州省第三届古树茶斗
茶赛上，从全省几百个茶样中脱颖而
出，荣获古树红茶“茶王”称号。

水城地处北纬26度到27度之间，降
雨充沛。高海拔、低纬度、山高谷深、云
雾缭绕、生态环保，处处是绿水青山，独
特的地理气候环境赋予了水城春茶

“早”“古”“富硒”“生态”“干净”等突出
优势。每年水城春茶开园要比本省主
要产茶区早 10—15 天、比江浙一带早
20—30 天。古诗中“待到春风二三月，
石炉敲火试新茶”的情景，在水城的“数
九寒冬”就可以实现。

水城，作为中国富硒的地区之一，
茶叶富含有机硒等十余种人体必需的
微量元素，品质优良、风味独特、栗香高
长，“水城贡茶七泡留香”被誉为佳话。
2019年，“水城春”茶叶获得“特优”级气
候品质认定，成为六盘水市第一个、贵
州省第二个获得“特优”级气候品质认
定的茶叶品牌。

水城春富硒茶是贵州省六盘水市
水城区的特产。“水城春”茶富含有机硒
和十余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该茶品
质优良、风味独特、栗香高长，汤色黄绿

明亮、滋味浓醇鲜爽、叶底嫩绿匀亮。
水城春牌茶叶多次获奖，享有盛名。

而水城春茶的发展，与姬官营村有
着密切的联系，1998年10月开始组建水
城县茶叶发展有限公司，在杨梅乡木城
村建立公司第一个茶园基地共 1000
亩。同年建立的水城春杨梅加工厂，位
于杨梅乡姬官营村，厂区占地面积 15
亩，生产车间面积 3500 平方米，2020 年
与大连市总工会，六盘水市总工会，水
城区总工会共建“水城春凉都工匠场”，
2024年有高级技术工4人，中级熟练工3
人，经过20余年的发展，已建成年产能
150吨的名优茶、大宗茶、红茶生产线各
一条，主要承担早春茶和高端绿茶的生
产任务。现已通过“有机茶产品认证”

“ISO9001”“HACCP”等质量管理体系
认证，获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国家
级安全出口示范区等荣誉。在杨梅乡
姬官营核心产区，1 亩茶园平均产量为
早春茶鲜叶独芽10斤、一芽一叶30斤、
一芽二叶100斤和夏秋茶鲜叶100斤，经
过精深加工，产出的水城春系列茶产
品，价值已经达到10500元。

民主法治示范村的新风貌与治理创新

姬官营，不仅是一片美丽的土地，
还是一个民主、和谐的村庄。走进六盘
水市水城区杨梅乡姬官营村，一幅幅美
丽乡村画卷尽收眼底：干净的道路、整
齐的村舍、旖旎的景色。

从 2019 年被命名为贵州省第五批
省级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到2021年
荣获司法部、民政部公布的第八批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称号，姬官营村
在民主法治的道路上不断前行，书写着
新时代的乡村治理新篇章。

姬官营村在党建引领下，积极探索
基层治理新模式，创新性地实施了片区
管理委员会（即“片管委”）基层治理模
式。这一模式的实施，不仅有效提升了
基层治理效能，还极大地增强了村民的
归属感和满意度。通过“片管委”，姬官
营村实现了“小事不出片、大事不出村、
矛盾不上交、纠纷就地化解”的良好和
谐发展局面。

“片管委”成员们秉持着“有事没事
常去转转，家有病人过去看看，遇有急
活帮着干干”的服务理念，深入村民家
中，了解民情民意，解决民生问题。他
们不仅成为村民们的贴心人，更是乡村
治理的得力助手。截至2024年底，姬官
营村共划分了五个乡村振兴“片管委”，
委员们共开展各类志愿服务50余次，上
报处理问题诉求15余条，解决各类民生

大小事 90 余件，真正做到了服务群众
“零距离”。

在推进民主自治方面，姬官营村充
分发挥了村民的参与、评议和监督作
用。通过网格化管理和积分制管理等
措施，激发了村民参与自治的积极性，
提升了村庄的治理效能。村民们不仅
参与到村庄的日常管理中，还通过评议
和监督，确保了各项工作的公正透明和
有效落实。

姬官营村积极开展普法活动，不断
提升村民的法治意识。村“两委”干部
不断加强法治意识建设，自觉依法照章
按流程办事，有效避免了矛盾纠纷的激
化升级。在法治的引领下，姬官营村形
成了良好的法治氛围，村民们的法治观
念得到了显著提升。

姬官营村坚持党建引领新民风建
设，充分发挥道德教化作用。通过完善
村规民约、组织开展德育评选活动等措
施，推动了文明新风的形成。在德治的
引领下，姬官营村形成了尊老爱幼、邻
里和睦、互帮互助的良好风尚，为村庄
的和谐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道德
支撑。

如今的姬官营村，道路干净、村舍
整齐、景色旖旎，一幅幅美丽乡村画卷
尽收眼底。村民们对“片管委”的工作
赞不绝口，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期待。
在“片管委”和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姬
官营村继续深化民主法治建设，推动乡
村振兴各项工作的落地落实，让这片土
地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在姬官营村活动室，悬挂着一面由
海坪村索玛社区搬迁户古明艳送来的
锦旗，上面写道：“扶贫济困有环保，喜
搬新居感谢党。”古明艳原为姬官营村
沙沟组村民，一直以来没有住房。管片
的村干部了解到她家情况后，多次上门
动员，帮助其搬到水城区海坪街道易扶
搬迁点，还为其解决了就业。2020年12
月，如获新生的古明艳将这面锦旗送至
村委会。

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姬官营村土地肥沃，山川秀美。
全村拥有耕地 1488 亩、林地面积 875
亩、集体菜园 150 亩、宜林面积 2000
亩，森林覆盖率高达 70%，宛如一个绿
色的宝库。这里主产玉米、小
麦、土烟、辣椒，还有极为丰富
的煤炭资源，为村庄的经济发
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姬官
营村积极利用自身优势，大力发

展特色产业。依托丰富的山桐子资源，
姬官营村走出了一条以资源利用型为
主的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通过流
转土地、租赁场地和入股分红等方式，
姬官营村的山桐子产业蓬勃发展。2023
年，山桐子育苗规模不断扩大，育苗数
量增至 500 万株，并成功应用于石漠化
治理、经济林培育等多方面，实现了资
源优势向经济优势的转化。

在巩固山桐子产业的基础上，姬官
营村还积极优化产业结构，发展茶叶、
核桃、土烟、养殖等多元化产业。通过

“一村一策”模式，姬官营村因地制宜，
深挖闲置资源，推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
大、提质增效。现有水城春富硒茶园面
积约3000亩，杨梅产业1038亩，建成了
山桐子示范种植基地，育苗500万株，经
济效益显著。

为提升村民生活质量，姬官营村不
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村里实
施了道路硬化、饮水安全、电网改造等
工程，极大地改善了村民的生产生活条
件。同时，姬官营村还积极推进“厕所
革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让村庄变得
更加美丽宜居。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姬官营
村继续探索新发展模式，全力强龙头、
补链条、聚集群。通过资源撬动、产业
推动、项目带动等方式，因地制宜、因村
施策打好发展村集体经济“组合拳”。
姬官营村加强与市科技局等部门的合
作，研究山桐子高效嫁接繁育技术等技
术研发，为社会提供优质、高产的山桐
子育苗、种质资源和苗木供应。

如今的姬官营村，已经成为一片充
满希望的热土。2023年，姬官营村出售
山 桐 子 苗 129800 余 株 ，销 售 额 达 到
259600 元 ；2024 年 ，出 售 山 桐 子 苗
390350 株，销售额更是攀升至 548885
元。两年共出售山桐子苗808485元，村
集体经济收入达到47.9万元。这些成绩
的取得，是姬官营村全体村民共同努力
的结果，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在姬官营村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写照。

展望未来，姬官营村将继续在乡村
振兴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以更加坚定的
步伐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这片充满
希望的热土，必将在乡村振兴的浪潮中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水城区杨梅乡姬官营村村史村事（二）

高 原 上 的 希 望 热 土
□王祥林 王鹏翔 刘从富

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
随着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发展，空置房的现象也越来

越普遍。而与之紧密相关的物业费缴纳问题，一直以来
都备受争议。近日，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对一起因房
屋空置引发的物业费纠纷案件作出判决，明确即使房屋
处于空置状态，业主也不能免除缴纳物业费的义务。

【基本案情】
2008年4月8日，某广告公司与某置业公司签订了

《商品房买卖合同》，约定由某广告公司购买位于某商务
中心的一套房产。2021年1月11日，某置业公司与原告
某物业公司签订了《物业委托合同》，约定了某置业公司
将某商务中心委托于原告某物业公司实行物业管理。
原告实行物业管理以来，为业主提供物业管理服务，某
广告公司从未支付过物业管理费。截至2024年5月1
日，尚欠原告物业费7118.24元及利息448.17元。经调
查，某广告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19年1月16日注
销，注销前的投资人为被告黄某。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将黄某诉至河南省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属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三十九条之规定，建设
单位依法与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以及
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
物业服务合同，对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原告与某置业
公司于2021年1月11日签订的《物业委托合同》对原、
被告均具有约束力。案涉房屋由某广告公司购买于某
置业公司，某广告公司作为该房产的所有人和使用人，
依法享受了物业服务，应当支付相应的物业费。因某广
告公司为个人独资企业，于2019年1月16日注销，注销
前的投资人为被告黄某。案涉物业费系2021年1月11
日之后的费用，实质上属于某广告公司的财产在保管、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黄某作为该自然人独资企业的
投资人，在该独资企业注销后，对于案涉债务依法应当
承担支付义务。法院依法判处被告黄某支付原告某物
业公司2021年1月11日至2024年11月30日的物业服
务费8369.3元。

【法官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九百四十四条之规定，业主

应当按照约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众所周知，物业服务具
有公共性，物业服务内容包括建筑物维护保养，公用设施设备维
护，保洁，安保，绿化养护等，物业服务内容主要并非针对个别业
主进行。法律规定，如果物业服务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
供服务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关物业服务为由拒
绝支付物业费。涉案房屋虽然暂时处于空置状态，但其客观上仍
然享受了建筑物共有部分维护保养、卫生保洁、安保巡查等物业
服务，应当按照法律规定支付物业费。

（据中国普法）

熊师提，水城画一级画师。自2004年
开始学习水城画创作的她，始终在喜爱中
坚守，二十多年时光里她的作品屡获国家
级、省级荣誉，二十多年时光里她积极投身
水城画传承、创新、带动工作，用一笔一画
绘出了农村人的幸福新生活。

1980年，熊师提出生于水城区陡箐镇
陡箐村猴儿关组，从此她长于此嫁于此安
家于此。2004年，寨子里举办水城画培训
班，“家门口”的培训让熊师提很是好奇，原
本只是想去“瞧热闹”的她，最终成为班里
最后一个报名成功的学员。

“我是从 2004 年开始接触水城画，因
为当时文化馆的董馆长来猴儿关培训水城
画，培训班就在我家门口，开班时候我去
看，有很多人，画得也很好看，然后我问老
师，我还能不能报名，老师说可以报，所以
我是最后一个报名的，后来一直坚持到了
现在。”熊师提回忆说。

“把画纸想象成布，画笔想象成针，一
笔一画当成一针一线施展。”十五天的培训
中，在老师的点拨下，从小跟着母亲学习蜡
染、挑花技艺的熊师提激发出不俗的绘画
天赋，自此喜欢上了水城画。但当时为了
生活、为了家庭，熊师提和丈夫早出晚归务
农奔波，她的创作之路刚起步便遭遇重重
困难。

熊师提告诉说，开始画的时候，丈夫是
最不支持的，因为两人都是农民，没有什么
经济收入，画画也不能赚钱。但是她一直
都喜欢画水城画，所以就偷偷地画，丈夫一

从外面回来，她就把画收起来。
因为很喜欢，熊师提就一直坚持。

“2006 年的时候，我参加了全国的很多比
赛，获得了很多奖，还得到了一些奖金。后
来因为卖画，开始有了收入，丈夫才支持我
画画，直到现在。”熊师提说。

直到2018年，熊师提受邀来到陡箐镇
东关社区的锦绣文创基地从事绘画、展示、
培训等工作，她才有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创
作环境。出生乡土长于乡土，熊师提格外
契合水城画“喜欢哪样画哪样，怎样好看怎
样画”的大胆夸张艺术特性。2005年，她的
作品《比技夺亲》在贵州省现代民间绘画展
览暨“画乡”优秀作品展览中获铜奖；2007
年，她的作品《惹到妹妹搬不脱》入选第三
届中国农民画艺术节—“今日中国新农村”
中国百区农民画大展；2009年，熊师提荣获

“凉都旅游商品能工巧匠”称号；2023年，熊
师提在第一届全国农民技能大赛中获得了
全国二等奖。

熊师提坦言，她的画得了很多奖，是因
为风格和其他画师的不一样。“我会画农村
那些生产生活、劳动场景还有一些民风民
俗，然后把自己的亲身体验带到画中，把我
的情感融入到画中。”她说，自己的画有一
些乡土气息，很本土的东西。

谈及水城画，熊师提语气中不仅有骄
傲，更带有感激。在她看来，水城画改变了
她的生活，改变了她一家，更改变了她所在
的猴儿关村。

“水城画带给了我很大的改变，从开始

务农到现在不干农活专心画画，专职做水
城画画师，水城画给我带来了很多经济收
入。”熊师提说。

通过熊师提与她的画作，更多的人
认识、了解、喜爱上了水城画，她也带动
了寨子里不少妇女一同从事水城画的创
作，得以致富增收。2022 年 10 月，熊师提

成为水城画区级非遗传承人，这也更进
一步激励了她在传承、创新、发展中持续
探索努力。

熊师提表示，今后将努力通过政府打
造的平台，把最精湛的技艺传承给她的学
生、寨上的姐妹同胞们和她的孩子等等，把
水城画好好地传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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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重大历史性成就。“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
一大批青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号召，奔赴西部、服务基层，为西部地区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今日起，本报推出“报效祖国 建功西部”专栏，走近我市青年优秀人
才，讲述心中有信仰、肩上有担当、心中有热爱、脚下有力量的青年奋斗故事；探访凉都这片热土上的新成就新气象，引导激励更多青年奔赴基层、服务基层、建功
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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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笔一画绘出乡村幸福新生活
——水城画画师熊师提积极投身水城画传承创新

□姜 宁 郭于琳

熊师提正在创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学习专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