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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种植滇型杂交粳稻品种“滇禾优

615”，并在稻田里养殖生态鱼，以“水

旱轮作 + 稻鱼共生”的生产模式，实现

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在建水县，群众种植马铃薯的历史

悠久，不少种植户根据经验，采用新品

种和创新种植方式，提高马铃薯的产量

产值，“全国十佳农民”、建水县福新

果蔬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姚美秀就是其中

的代表。

“以前，村民习惯以垄宽 2 米、

一垄种 4 行的方式种植马铃薯。后来，

我发现将垄宽缩小到 1.2 米，一垄种

2行，每亩反而能增产 200公斤左右。”

姚美秀说，在相关农业专家的指导下，

她不断积累种植经验，尝试种植马铃薯

新品种，并在成功后推荐给合作社其

他社员种植。目前，合作社种植马铃

薯 5.5 万亩，辐射带动周边村寨种植马

铃薯 10 万亩。

    

推动特色产业发展
    

冬无严寒、夏无酷暑，年温差小、

昼夜温差大，独特的气候环境优势，为

建水县发展水果产业创造了有利条件。

近年来，建水县大力发展葡萄、蓝莓、

柑橘三大水果产业，打造出一系列名优

特品牌，形成亿元级的特色产业。

2001 年，云南大家农业科技发展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许家忠带着夏黑葡

萄新品种来到建水。作为云南夏黑葡萄

种植技术的领航者，以及全国最早推广

早熟葡萄种植配套技术的企业家之一，

在夏黑取得成功后，2012 年，许家忠

又将阳光玫瑰引入建水进行种植。每年

5 月，当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葡萄还未成

熟时，建水出产的阳光玫瑰就已摆上北

上广深等城市的高端水果货架，虽然每

公斤售价高达百元，但依然供不应求。

据许家忠介绍，2019 年，公司建

设智能化大棚，通过安装智能化设施，

实现对水肥情况、土壤湿度、大棚温度

等数据进行智能化调控，进一步提升了

葡萄品质和安全性。在该公司等龙头企

业的带动下，建水县葡萄种植面积超

10 万亩，被中国农学会葡萄分会授予

“中国早熟优质葡萄第一县”称号。

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葡萄种植

过程中，绑枝、除草、疏果等环节需要

大量工人，建水县 10 万余亩的葡萄种

植面积，可带动当地4万余人实现就业，

增收 1 亿元以上。由于对葡萄品质的高

要求，在疏果环节，建水县培养出大量

本土农村技能人才，他们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金剪刀”。从2017年开始，“全

国优秀农民工”李积秀完成本地葡萄的

疏果工作后，带着乡亲们远赴浙江、湖

南、新疆等地务工。“每年 4 月至 6 月

疏果，人均月工资 1.1 万元。7 月至 10

月装果，人均月工资 5000 元。”李积

秀说，在建水县南庄镇，像她一样带队

外出疏果的就有五六十人，他们带领南

庄镇三四千人依靠疏果增收致富。

当葡萄采摘进入收尾阶段，柑橘又

开始从建水发往全国各地。2021年初，

建水佳果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引入一

条全自动智能分选线，实现柑橘自动清

洗、烘干、精选、分级等，还可准确测

定水果糖度。2022 年，建水县柑橘种

植面积达12万亩，成功入选云南省“一

县一业”柑橘特色县，成为助力乡村振

兴的又一主导产业。

    

    本刊记者   王学勇 /文

邹    鹏 /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