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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浦仕美 周 兰 记者 晏华超）牂牁江首
届“夜郎取水节”、岩脚古镇皮划艇大赛、落别乡九洞
桥玩水……“五一”假期，在六枝特区玩水又嗨又好
玩。

5月1日，贵州牂牁江景区以“探秘夜郎，激爽牂

牁”为主题的首届“夜郎取水节”活动在夜郎王宫喷泉
广场隆重启幕。活动深度融合夜郎古国文化元素与
民俗体验，吸引了贵阳等地游客齐聚牂牁江，共同开
启了一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文旅盛宴。

依托“文化+旅游”创新模式，牂牁江景区成功将

传统民俗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周边餐饮、住宿及文
创销售显著增长，为区域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

本次“夜郎取水节”将持续至5月5日，通过泼水
狂欢、非遗表演、篝火晚会等多元活动，持续展现夜郎
文化魅力，助力牂牁江景区高质量发展。

5月1日，岩脚古镇以一场别开生面的皮划艇大
赛庆五一。这场融合体育、旅游与文化的"村艇"赛
事，不仅展现了当地群众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更成
为推动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当天下午 14 时，随着发令枪响，廻龙溪瞬间沸
腾。30 支参赛队伍的近百名选手在 1.5 公里的蜿蜒
赛道上展开角逐，浆板翻飞间激起阵阵浪花。河道
两岸的呐喊助威声与潺潺溪水声交织，将比赛氛围
推向高潮。

赛场上既有水上运动经验丰富的"父子兵"，也有
受皮划艇冠军胡欢欢激励的参赛新人……经过两个
多小时的鏖战，廖志然与父亲廖明学凭借默契的配合
和娴熟的技巧，以5分50秒的全程最快成绩代表民乐
村夺冠。

如今，这座古镇将厚重的历史底蕴化作了独特的
文旅魅力。游客粟正梅说：“这次来岩脚感觉好玩的地
方挺多的，这里风光很旖旎，小吃也很精致，挺漂亮的
一个地方。”岩脚镇正通过小型精品赛事激活生态资
源，不仅丰富了全民健身形式，更探索出一条山区乡镇

“以体促旅、以旅富民”的特色发展道路。
在落别乡九洞桥，踏进浅滩，嬉戏玩水，踩水摸

鱼，解锁清凉一夏天花板。
这个五一，六枝特区的一水系列活动，无论是皮

划艇大赛还是亲水嬉戏、趣味捞鱼，都给市民游客带
来独特的游玩体验。

本报讯“五一”假期，有人选择远
行，览名山大川，看异域风情；有的人则
选择就近赏景游玩，感受小长假的轻松
和愉悦。在盘州，近郊游成为市民首
选。

5月2日，在九龙潭景区，只见景区
内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坐卡丁车、“太
空飞船”，或品尝美食，游客脸上洋溢着
幸福。“我是从盘关镇来这里的，玩得很
开心，这里有滑道、秋千等，还可以吃美
食、喝饮料。”来自盘关镇的小朋友开心
地说。“我们体验了恐龙乐园、欢乐农
场、太空飞船等，这些都很好玩。”盘州

市民魏女士说。
“我们景区截至 5 月 2 日下午两点

接待了差不多4000名游客。”九龙潭景
区负责人王坤介绍。九龙潭景区是盘
州依山就势打造的旅游景区之一，距离
红果城区 10 多分钟车程，盘州市各乡
（镇、街道）以及周边县区群众来景区也
很方便。“五一”假期，该景区预计接待
游客4万人次。

乌蒙大草原在“五一”期间迎来旅
游热潮。高原花海、壮阔草场和丰富的
文旅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为丰富游
客体验，乌蒙大草原景区在“五一”期间

推出了独具特色的彝族迎宾仪式。热
情的歌舞、绚丽的民族服饰，让游客近
距离感受到彝族文化的魅力，带来多元
丰富的假期体验。

据贵州乌蒙大草原景区市场部有
关负责人介绍，乌蒙大草原景区“五一”
期间日均接待游客预计8000余人次，总
的接待人数预计40000余人次，针对此
次小长假，景区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
提前在公众号告知交通管制和最大承
载量管控。此外，景区各点位还安排工
作人员及交管部门人员参与交通疏导，
保障景区内交通顺畅，给游客带来舒心

的假期体验。
在西冲玉带湿地公园，各色鲜花盛

开，绿树成荫，美不胜收，前来游玩的游
客熙熙攘攘。小朋友们在游乐设施上
蹦蹦跳跳，露出灿烂的笑容，大人们拿
出手机拍照打卡，记录假期美好瞬间。

近年来，随着盘州各景区旅游资源
的开发和旅游服务的不断提升，近郊游
正逐渐成为广大市民的选择。值得一
提的是，盘州市大力加强宣传力度，让
生态游、文明游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
成为盘州旅游最美的风景。

（潘 轩）

产业发展

（一）种植业
刺梨产业。2016年，成立胜境沙淤专业合作

社，采取“公司+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方式，大力
发展刺梨产业。2017 年，农户入股合作社土地
469.865亩，涉农户114户（贫困户42户158人），
贵州宏财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土地流转、
农资和管护等相关费用，并按2元/斤进行保底收
购（合作社与宏财公司按产值3:7比例分成）。刺
梨产业每年可为居民提供就业岗位 120 个。因
土质和气候等原因，截至2019年已经优化调整种
植其他农作物产业。

元宝枫产业。种植元宝枫1018.477亩，涉及
农户230户920人。管护等相关费用由贵州宏财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承担。

茶叶产业。2009年，沙淤村委会主任蒋长友
到遵义市参加世界茶叶博览会期间，对遵义市湄
潭县和凤冈县的茶叶产业种植、加工、销售进行
认真考察。回来之后，经多方论证，决定以引进
种植大户带头种植的方式发展茶叶产业。自
2009年以来，共租用村民闲置土地及荒坡，发展
茶叶 1500 亩。在茶叶种植中，涌现出诸如段朝
飞、退役军人张龙虎等茶叶种植专业大户。历经
20 余年的经营管理，沙淤茶叶产业已走上规模
化、规范化、市场化。茶叶产业的发展不但解决
了当地就业问题，增加了村民的务工收入和土地
出租收入，还拉动了餐饮服务业、加工业等其他
行业的发展。

中药材产业。2014年2月，盘县三特药业进
驻沙淤实施中药材种植，租用大梨树槽子和上沙
淤寨980亩土地，发展中药材产业。后因管理等
问题，于2018年底退出种植，租用地退还农户，发
展农业产业。

村集体经济。沙淤居委会在注重发展产业
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村集体经济的发展。自2009
年以来，沙淤居委会充分利用中央财政衔接等多
种资金，入股贵州宏财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盘州市志浩刺梨加工厂、盘致火腿沙淤腿源基
地，以及盘州市沙於绿丰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和
松茸种植生产基地项目等，实行按年固定分红以
此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到2023年底，村集体经
济积累达160万元。

（二）传统养殖业
沙淤村民的传统养殖可追溯20世纪50年代

初，至今已有74年的历史，养殖业一直是村民的
主要经济收入。传统养殖主要以饲养羊、牛、猪、
马、鸡为主，其饲养方式分大户养殖和单户散养
两种模式。辖区内共有养羊专业大户 14 户，户
均养羊达30只以上；养牛大户2户，户均饲养牛
40头以上，户均饲养10头牛以上的农户有2户，5
头以上的有 2 户。除大户养殖外，零星饲养居
多。户均饲养生猪2头以上；2012年前，户均饲
养黄牛一头，是农户耕种不可缺少的主要工具，
随着农机耕种的替代，养牛户逐步减少，到2023
年底，全居委会仅有240头牛。

1960 年至 2007 年的 47 年间，80％的农户都
饲养马。2007年前，马是主要运输工具。2007年

后，随着通村公路、通组公路、机耕道的建成，各
种农用车代替了马，马的“地位”渐渐退出了历史
舞台，村民们饲养马的传统也宣告结束。

（三）龙头养殖企业
2008 年以来，龙头养殖企业纷纷入驻沙淤

村。在龙头企业的带动下，沙淤村的养殖业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辖区内现有 3 家大型养殖龙头
企业。

盘州市雄鑫牧业有限责任公司。位于沙淤
大洞门，成立于2008年，是沙淤村第一个引进的
大型养猪龙头企业；养殖场占地30余亩，圈舍设
计年养殖4000头猪；年出栏生猪可达2600头，预
计产值达 390万元。因生猪市场波动，于2020年
更改为肉牛养殖业，目前公司存栏肉牛350头。

盘州市火铺兴胜养殖有限责任公司。位于
胜境街道沙淤村五组，成立于2011年3月，是沙
淤村第一家大型养羊龙头企业；养殖场现有标准
化羊舍 17 栋，面积 10600 平方米；青贮池 6 个，
2100立方米；水窖3个，700立方米，饲草料房一
幢510平方米，兽医室16平方米，档案室16平方
米，粪污沉淀池100立方米，化尸池12立方米；建
筑功能分区合理，实施净污道分离；现有大型旋
耕机2台，饲草运输拖拉机2台，铡草机2台，粉
碎机1台，饲料颗粒机1台，全混合日粮机1台；
公司现有员工8人，其中技术管理人员2人，饲养
人员4人，会计、出纳各1人。

公司于 2013 年获省级标准化示范场；2015
年获国家级标准化示范场；2022年创建成为贵州
省级兽用抗药使用示范场；2023年创建省级无规
定动物疫病小区并通过验收；2023年与贵州大学
联合申报山羊痘基因工程疫苗应用与示范项目
获批实施。公司现存栏羊 1790 只，2022 年销售
山羊1800余只，实现销售收入312.86万元；2023
年销售山羊500只，实现销售收入75万元。

公司创立之初，坚持“以科技为依托，以市
场为导向”的发展理念，走出了一条健康可持续
之路。

2012年为实现肉羊生产批量化和管理规范
化，开始探索羊的传统放牧向舍饲圈养的养殖模
式，通过不断摸索最终取得成功，打破了山羊不
可圈羊的说法。

2014年，通过不断地调整饲料配方和饲养方
式，使育肥羊日增重从传统的2两提升到5两，极
大挖掘了羊的生长潜力，从而大大地提高了经济
效益。

2021年，实施母羊人工授精技术，大大提高
公羊配种效率，从而减少了种公羊购买投入且降
低了种羊的繁殖成本。成熟的配种技术正在向
全国各地推广。同年，公司总结的生产“五要素”
和饲养管理的“六六二”模式得到行业领导和众

多专家高度认可，受到广大养羊户的一致好评。
公司已建成培训基地1个，面向全国各地养羊户
进行培训。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添砖加瓦，在社
会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023年，先后与河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开展合作实施胚胎移植，快速扩繁良种羊，从
而把胚胎移植做成产业化。

因成绩突出，公司负责人唐胜虎先后荣获
“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农民”“全国农村青年创业
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

盘致火腿沙淤腿源基地。位于沙淤村竹子
塘和马家大地，建于2018年12月，占地300亩，总
投资 1800 万元，其中由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1000
万元，东西部协作资金 800 万元；实施主体为盘
州市农林投资公司。盘致火腿沙淤腿源基地的
建成投产，不但增加沙淤社区居民的收入，还为
壮大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沙淤农业园区

沙淤园农业园区以沙淤居委会蚂蚁坟为中
心，创建于2013年8月，是一个集现代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农业科普教育为一体的示范型景区。
2016年被评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被誉为红
果新城的“后花园”。

沙淤农业示范园区规划面积4.88万亩，核心
区占地3000亩，分花卉种植大棚、休闲娱乐等区
域，水电路等各种基础设施完善；依托厚重的古
驿道文化、三线文化，致力于“隽美沙淤、人文故
里”目标定位，景区以蕊湖景点为中心，相继打造
出松月潭、听涛轩、四季花田、快乐采摘园、浪漫
樱花园、星空露营基地、茶山花海等一批景点。
采用现代农业技术发展苗圃、精品花卉，以及茶
叶、中药材等生态特色产业，从而实现现代农业
特色产业与旅游业的有机结合。

文化遗迹

传统鞋垫制作工艺。沙淤鞋垫文化有着悠
久的历史。鞋垫制作关键在于一个“绣”字上，20
世纪60年代前，绣鞋垫是妇女们的必修课，鞋垫
上通常绣有花草、飞鸟、鱼儿之类的图案，有的绣
有“永结同心、花开富贵”等字样，绣工极为讲究，
制作时间长。直到 80 年代，绣鞋垫仍然是衡量
妇女是否心灵手巧的一把重要标尺。随着现代
工艺的发展，“绣”鞋垫这一传统技艺渐渐消失，
但沙淤社区内还有杨琴芬等105位传承人。

人物名录

（一）解放战争时期
1948年，王中元、宋黑苟、张小明加入盘南游

击团，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为盘县的解放做出了

自己的贡献。
1951年7月，王中元主动参军，在埔训十一师

五团三营九连服兵役，随后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
朝战争，1956年8月退役在家务农，1989年去世。

（二）文武双全的刘金政
刘金政，男，汉族，中共党员，大学本科，1958

年4月8日生，贵州盘州市胜境街道沙淤社区居
委会人。1976年至1978年2月，执教于盘县火铺
镇沙依学校，后应征入伍铜仁地区公安消防大队
一中队，任战士、班长；1979年2月至1979年6月
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

自卫反击战结束后，先后在贵州省消防总队
教导大队预提班学习；任铜仁地区消防支队正排
职参谋；铜仁地区公安消防支队一中队副连、正
连职政治指导员；铜仁地区公安消防支队副营职
参谋，铜仁地区消防支队团工委副书记、书记；铜
仁地区消防支队正营职副处长；铜仁地区公安消
防支队副团职防火处处长；铜仁地区武警消防支
队副团职政治处主任等职务。

2001 年 9 月，退役后，先后任铜仁市环境保
护局党组成员、纪检组组长、工会主席；市第一纪
工委、监察局副局长；铜仁市环境保护局正县级
调研员；2024年离岗待退休。

（三）模范人物
自2000年以来，由于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突出

的作用，沙淤居委会涌现出4名县级以上的模范
人物，他们分别是：

唐胜虎，盘州市火铺兴胜养殖有限责任公司
负责人。2003年被评为“贵州省十大杰出青年农
民”“全国农村青年创业致富带头人”“科技兴农
先进个人”，2004年被评为“六盘水市十大杰出青
年”，2007年被评为“全国青年致富能手”。2015
年被表彰为“贵州省劳模”。2019年获得“十佳养
殖能手”等荣誉称号。

段朝飞，龙马茶叶合作社负责人。2016年4
月被中共六盘水市委、六盘水市人民政府授予

“六盘水市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16年被贵州省
总工会授予贵州省工会“雁归圆梦”百千万行动
创业之星，2010 年12 月被六盘水市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评为六盘水市第二届“青年致富能
手”荣誉称号。

王柱，原沙淤村党支部书记。2010年被盘县
人民政府、富源县人民政府评为2008—2010年盘
县富源县接边地区民间纠纷联防联调工作中先
进个人，2011年12月被贵州省授予“全省人民调
解能手”称号，2014年被贵州省委授予全省优秀
村党总支书记称号。

蒋长友，沙淤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和主任。
2011年被中共盘县委员会评为优秀共产党员荣
誉称号，2018年被中共盘州市委员会、盘州市人

民政府评为 2017 年度脱贫攻坚先进个人，2019
年 7 月被中共盘州市委员会评为盘州市脱贫攻
坚优秀党务工作者。

大事记

1925年，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闹饥荒，沙依人
深受其害。

1952年，沙依（原名）开展土地改革。
1953年，沙依（原名）组建互助组。
1954年，组建初级合作社。
1954年，调集青年到盘县参加黔滇公路改修

工程建设。
1955年，响水公路开工建设，沙依张绍荣、蒋

石成、王小亮、张桃荣等数名青年参加公路建设。
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时，火铺片区在三

道沟口子实施土法炼铁炼钢。为响应号召，沙淤
村农户把家用的铁器砸碎，用作炼铁炼钢原料。
张小书、蒋石成、张金文、黄小白、黄力玉、张祥
益、周小豁等50余人参加炼铁炼钢。当年，由于
自然灾害等多种因素，粮食不丰产，人民生活严
重困难，造成历史以来的“58”大饥荒。

1961年，创办大食堂，最初以初级社为单位
创办，后来改为生产队创办。

1973年，沙淤村办砖厂投产。
1984年，马家大地坝子、竹子塘坝子、岩洞门

前坝子修建防洪沟渠。
2002年，沙淤遭受特大冰雹灾害，所有农作

物全部受损。
2007年，启动修建通村公路（泥夹石路面），

2008年全线通车。
2008年，林权改革，规范集体林地和个人林

地的林权权属。
2009年，龙马茶叶合作社成立，在铜汞山片

区种植茶叶520亩，拉开了茶叶产业发展序幕。
2014 年，全面启动“四在农家·美丽乡村”

建设。
2014年，新建标准化活动室于龙潭头。
2014年，全面开展贫困人口识别帮扶工作。
2015 年 8 月，全省汽车拉力赛在沙淤园区

进行。
2015 年，修建下沙淤水井口至简槽沟通组

公路。
2016年，修建水梁子至佳驰驾校通组公路。
2019年，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所有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沙淤居委会进入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

2021年，沙淤居委会被六盘水市纳入市级乡
村振兴集成示范点建设，形象定位为：沙淤田园
薯芋旺、杜鹃花海茶芬芳。

2021年，村两委换届选举，实行党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一肩挑”。蒋长友当选村支部书记、
村委会主任。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盘州市沙淤居委会村史村事（二）

“产业兴”带动“村民富”
□甘 琦 蒋长友

近日，在人民广场的草坪上，不少行
人翻越栏杆，随意踩踏，周围烟头、垃圾
等废弃物隐身其间，与景区的美景形成
了刺眼的反差。 本报记者 摄

近日，在人民广场附近，过往路人已
养成绿灯通行的好习惯。

本报记者 摄
台台

文明旅游文明旅游
行为行为··点赞

台台
不文明旅游不文明旅游

行为行为··

文明出行好习惯

践踏草坪不可取

六枝特区：水上活动嗨翻天

皮划艇大赛精彩又刺激。

盘州市：近郊游玩很火爆

“五一”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