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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X

传承传统制碱技艺
    

“土碱有多种效用，可用它来发酵面粉、加工面条，还有

维持人体酸碱平衡、缓解胃酸过多的作用。同时，土碱能杀菌，

并具有清洁去污的功效。”今年 70 岁的洗澡塘村民小组村民贺

国璋说，他家祖辈开办碱厂，专门从事土碱制作，如今他的女

儿女婿和孙子都学会了土碱制作方法。

据了解，洗澡塘村民小组的土碱制作历史悠久，碱厂较多时，

村里几乎家家都制作土碱。后来土地承包到户，碱厂也随土地

一起作为责任田分给农户经营。由于土碱价格受市场影响下跌，

部分农户放弃土碱制作，而贺国璋家多年来一直未曾间断过。

近年来，土碱价格上涨，有了一定利润，制作土碱的农户又逐

渐多了起来。

为充分发挥碳酸与硫磺混合温泉“南诏汤池”的资源优势，

寒冬时节，在云南省巍山县巍宝山乡建设村洗澡塘村

民小组，一墒墒土碱田整齐有序地排列着。30多位村民抓

住天气晴好的有利时机，纷纷走进土碱田，忙着整墒、取土、

洒水、晒田，收获土碱碱花后制作土碱，千年制碱技艺焕

发出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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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青贮饲料基地和青贮饲料加工厂。
2021 年，他共加工青贮饲料 5000 吨
以上，为村集体经济增收10万元以上。
同时，基地免费为全镇 12 个村提供饲
草300吨，并教授饲草种植管理技术。

“此外，我们还分别与坡头村、
文俄村、文召村、营盘村的三农综合
开发服务部签订协议，负责为 4 个村
免费提供饲草种子和种植指导，并按
市场价回收青贮饲草。仅此一项，每
吨青贮玉米可为村集体经济增收 10
元。”李崇科介绍说。

按照“宜牛则牛、宜草则草”的
原则，花山镇因地制宜制定肉牛产业
发展规划，山区村以肉牛养殖和青贮

玉米、皇竹草、巨菌草等种植和收贮、
加工、销售为主，半山区村则以肉牛
养殖为主，坝区村则重点发展夏冬季
青贮玉米等。

“下一步，我们计划建设 1 个小
规模屠宰加工厂和花山畜牧交易市场，
以及 1 个冻精改良站和 2 个冷链物流
配送中心，力争‘十四五’末全镇肉
牛养殖达 2.5 万头以上，建成 100 头
以上规模养殖场（合作社）2 个、50
头以上 25 个，新增 10 头以上规模养
殖户 300 户。”花山镇副镇长罗正才
介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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