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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彭瑜

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名字很美，但没
有引来“金凤凰”。2017年9月，新来的“第
一书记”白新亮却为梧桐村引来了芦花鸡。

两年多来，梧桐村实施芦花鸡生态
养殖扶贫产业项目，引进芦花鸡保种场
西南基地，带动龙驹镇生态散养10万
只芦花鸡，并形成养殖、加工、销售全产
业链，在偏僻的山沟里打造年产值上亿
元的扶贫产业。

“引进一只芦花鸡，带富一方老百
姓。”5月6日，龙驹镇党委书记张凤政
介绍，芦花鸡项目培植起扶贫产业，壮大
了集体经济、带动了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引进养殖大户喂养芦花鸡

龙驹镇是全市18个市级深度贫困

乡镇之一，梧桐村更是贫中之贫——全
村地处海拔600米至1200米的槽谷斜
坡地带，土地贫瘠，扶贫产业与集体经
济几乎空白，村里大多数青壮年都外出
打工。

“没有产业怎么脱贫？”白新亮来自
万州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初到梧桐村，
他有些犯难。但深入走访，白新亮发现
这里林地面积达70%，“可不可以林下
养鸡呢？”

养鸡并不新鲜，如何养才能挣钱是
关键。听说有个叫牟桔丰的在万州李
河镇养鸡亏了180多万元，白新亮前去
拜访，希望从对方的失败中吸取些教
训。原来牟桔丰养蛋鸡亏了，但喂的芦
花鸡不错，他还在万州城区开了家芦花
鸡餐馆。牟桔丰介绍，芦花鸡是从山东
省济宁市汶上县引进的，属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畜产品，有2000多

年的喂养历史。芦花鸡抗病力强、灵敏
好动，皮薄、皮下脂肪少、瘦肉多，肉质
和口感鲜嫩，经济价值高。

2017年12月，牟桔丰的重庆市铭
森晟祥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铭森晟
祥农牧公司）落户梧桐村，投资50万
元，流转380亩土地、林地，实施芦花鸡
生态养殖扶贫产业项目。新的养殖方
式以每20亩地为一个单元，养1000只
芦花鸡，同时建10个鸡舍，让芦花鸡既
有觅食运动的场地，又有躲雨歇息的圈
舍。

“带动贫困户脱贫、解决集体经济
空壳、帮助群众增收。”白新亮介绍，一
是有7户贫困户养芦花鸡，以每人50只
为标准，由帮扶单位出一点、企业出一
点购买鸡苗，委托牟桔丰代养，贫困户
出劳力参与喂养，每卖出一只鸡贫困户
分红18元；二是其他村民以每只20元

价格购进两个月大鸡苗自养，8个月后
铭森晟祥农牧公司以每只85元回购；
三是村集体投入10万元帮扶资金建储
备鸡苗大棚供项目使用，基地每卖一只
鸡拿出2元钱作为村集体收入。白新亮
称，“第一年陆续养了7000只，年底就
见了效益！”

2018年，梧桐村共销售5000余只
芦花鸡，创收60余万元。去年1月，梧
桐村举行芦花鸡生态养殖项目半年分
红大会，村民和贫困户获得9000元分
红，村集体也有了第一笔经营性收入
6018元。

请来山东老板建起保种场

看养芦花鸡能挣钱，梧桐村80多
户村民都养起芦花鸡，养殖规模很快达
到2.5万只，并创新推出了消费领养、社

会认养、区域联养、分户散养和托管代
养等“五养新模式”。但随着养殖规模
扩大，每一批芦花鸡苗从山东购回的运
输成本很高。

在山东与重庆开展东西部扶贫协
作中，济宁市对口帮扶万州。2018年9
月，白新亮找到济宁驻万州东西部扶贫
协作挂职干部，希望对方在芦花鸡发展
上给予更多支持。一个月后，济宁市汶
上县金秋农牧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金秋
农牧科技公司）负责人贾建国一行深入
梧桐村考察扶贫产业，并决定将国家级
汶上芦花鸡保种场西南基地落户梧桐
村，金秋农牧科技公司占18%的股份、
铭森晟祥农牧公司占82%的股份。与
此同时，项目获得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
380万元帮助基地建设，其中40%作为
贫困户和占地村民股份、10%作为村集
体股，每年按入股金额的6%分红，剩余
的50%支持企业。

“鸡苗问题解决了，养殖积极性更
高了。”2019年11月，汶上芦花鸡保种
场西南基地在梧桐村建成，占地18亩，
年提供鸡苗200万只，专门为西南地区
提供芦花鸡鸡苗。龙驹镇镇长丁时成
称，“鸡苗有了保障，全镇随即推出了10
万只芦花鸡山地生态散养项目。”

今年，龙驹镇投资340万元，采用
“基地+专业合作社+大户+农户”的运
作模式，在梧桐村、岭上村、龙溪村、茶
园村、宏福村建成5个示范区，在灯塔社
区、民义村、花坪村等地发展9个养殖
点，按照50只/亩生态散养标准，建成
10万只芦花鸡养殖基地。

丁时成称，到今年8月，整个项目完
成后，全镇年出栏芦花鸡可达20万只
以上，年销售额将达1500万元以上，将
带动100户以上群众户均增收5万元。

现在，万州除龙驹镇外还有后山、
熊家、普子、李河等10多个乡镇开始喂
养芦花鸡，养殖规模达2万多只；重庆市

内丰都、忠县、巫溪、黔江等区县，市外
四川、贵州、湖北等省市预购芦花鸡苗
近10万只。

完善深加工销售全产业链

养殖规模上去了，销售市场必须打
开。截至目前，梧桐村对外销售芦花鸡
鸡苗15万余只。按照养殖协议，养殖
户除了自己销售外，种苗基地要负责回
购成年鸡。白新亮称：“未雨绸缪，要完
善从鸡苗繁育、山地散养到深加工的全
产业链。”

为解决芦花鸡的适应性、免疫条件
和原生态散养等问题，重庆三峡学院农
学院、梧桐村集体、芦花鸡繁育基地三
方共同打造农家“科技小院”平台，邀请
农学院专家、科技特派员、山东专家提
供技术支持，培养专业养殖技术人才，
从育种、饲料研发、中药免疫等方面进
行科研项目攻关。

与此同时，龙驹镇信义社区将辖区
原有的杀猪场改造成芦花鸡屠宰、冷链
车间；龙驹镇政府在小微加工园建标准
化深加工厂房，租给铭森晟祥农牧公司
加工麻辣鸡块、盐焗鸡、风干鸡等。

4月15日，“芦花椒椒鸡”专卖店在
龙驹镇正式营业。半个多月来，该店“芦
花椒椒鸡”平均每天销售50多只，有的
还通过线上卖到了北京、上海等地。

“芦花椒椒鸡”是铭森晟祥农牧
公司与丰都县源源食品有限公司合
作研制的深加工产品。去年以来，

“芦花椒椒鸡”累计销售7000只，产值
120万元。

“芦花椒椒鸡”还将在万州城区布
点多个门店，为龙驹镇贫困人口提供就
业岗位，同时对外开展加盟店合作。此
外，龙驹镇还将常年采取消费扶贫、直
播带货、超市对接等方式销售芦花鸡及
深加工产品。

“今年初，东西协作‘十万只芦花绿
壳蛋鸡项目’又落户梧桐村。”白新亮
称，未来，芦花鸡繁育基地每年可提供
500万只鸡苗，产值可达5000万元；龙
驹镇的散养芦花鸡年出栏量可达20万
只，产值2000万元；加上年产3000万
枚“绿壳蛋”和“芦花椒椒鸡”等深加工
项目，芦花鸡将成长为产值上亿元的扶
贫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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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龙驹镇梧桐村

引进一只芦花鸡 带富一方老百姓
■今年，龙驹镇投资

340万元，采用“基地+专业
合作社+大户+农户”的运作
模式，在梧桐村、岭上村、龙
溪村、茶园村、宏福村建成5
个示范区，在灯塔社区、民义
村、花坪村等地发展9个养
殖点，按照 50 只/亩生态散
养标准，建成10万只芦花鸡
养殖基地。

■到今年8月，整个项
目完成后，全镇年出栏芦花
鸡可达20万只以上，年销售
额将达1500万元以上，将带
动100户以上群众户均增收
5万元。

□本报记者 杨骏

2018年，商务部启动全国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解放碑步行街成为全国11
个试点区域之一。

5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渝中区
获悉，经过一年多的提升改造，这条市
民熟悉的步行街，已悄然发生改变。

提升街区整体品质
占地面积、纯街区长度均有提升

为提升人们游览步行街的感观，解
放碑步行街不仅编制了改造提升总体
规划，还围绕景观、交通进行了分项规
划，以提升步行街整体形象。

以解放碑为中心的“十字金街”，是
解放碑步行街最核心的区域，也是步行
街的“门面”。一年多来，渝中区升级改
造了该区域的树池花台，摆放了更多的
鲜花绿植，新增景观花钵、休闲座椅，优
化提升街面绿化、标识等城市景观设施。

除了绿化、基础设施外，解放碑步
行街还完成了大都会东方广场等商业
立面改造以及若瑟堂等沿线老旧楼宇
立面改造，保持建筑原有肌理，改造更
新老旧设施，打造干净、整齐的立面景
观。同时，国泰广场、世贸大厦等重点
广场、楼宇的灯饰也进行了升级，步行
街的夜景得以提升。

在交通方面，解放碑步行街将八一
路、五四路、青年路等人车混流道路调
整为纯步行道路，完成了大同路、五一
路、民生路等道路铺装改造，新建了解
放碑—洪崖洞过街天桥。

“我们希望打造慢行交通系统，让
解放碑步行街形成‘快旅慢游’的交通
体系。”渝中区副区长邓光怀说。

他介绍，经过多方面改造，解放碑
步行街占地面积由0.92平方公里拓展
至 1.2 平方公里，纯步行街区长度由
1000米延伸至1500米。

同时，一年多来，步行街新增休闲

设施60余处、鲜花绿植11万株，改造地
面铺装3.97万平方米，立面整治3.19万
平方米，修建音乐喷泉2处，改造楼宇灯
饰4栋。

持续升级
招入“首店”“首牌”25个

解放碑步行街在改造提升“硬件”
的同时，也积极引导区域内的业态升
级，并引入更多新兴业态。

如八一广场、大都会广场、重百大
楼等重庆市民耳熟能详的商业体，渝中
区正持续引导它们进行“二次升级”，加
快向运动、潮流、休闲等主题商业转
型。以国泰城市优活广场为例，里面新

增了超级物种、当当书店、喜茶等年轻
人喜爱的品牌，苹果旗舰店也入驻其
中。升级改造后该商业体销售额增长
超过20%。

一些市民熟悉的传统门店，也在悄
然升级，向体验店、跨界店、概念店、全
品类店转型。

比如，在解放碑驻扎多年的古驰、
千叶眼镜、中国移动、麦当劳等门店先
后进行调改，变身为古驰西部旗舰店、
千叶美术馆、移动5G智能体验馆、麦当
劳全新风格概念店等新业态、新模式。
这些店的人流量平均提升30%以上。

在引入新兴业态方面，一年多时间
里，解放碑步行街引入阿迪达斯品牌全
球中心等“首店”“首牌”25个，新增离境
退税商店19家、总数达24家，举办各类

首发、首秀活动30余场。
业态提升为解放碑步行街带来明

显的经济提升。2019年，街区人流量超
过1.6亿人次，同比增长34%，营业额突
破200亿元，同比增长14.8%。

传统与现代结合
智能化为步行街赋能添彩

解放碑步行街拥有独特的历史底
蕴和地理特色——区域内有《新华日
报》营业部旧址、中英联络处旧址等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4个；依山傍水、两江
环绕，高地错落的地形，让其他城市难
以复制……

因此，解放碑步行街在改造提升过

程中，深度挖掘资源特色，推动文商旅
融合互促。

比如，解放碑步行街已完成韩国光
复军司令部旧址等文物保护修缮，激活
了文化资源的产业基因；加快鲁祖庙、
戴家巷等一批重点风貌区、老街区建
设，打造沉浸式、体验式商业街区。

借助山城、江城、母城等元素，解放
碑步行街发展云端经济、后街经济、夜
市经济等特色业态，打造会仙楼观景平
台、云端咖啡厅、餐酒吧等创意休闲空
间，改造升级30度街吧等特色街巷，提
升较场口夜市规模品质。2019年，较场
口夜市日均人流量达15万人次，同比
提升30%，获评“2019年全国游客喜爱
的十大夜市”。

文化与地理特色赋予解放碑步行

街厚重的历史感，智能化改造则让解放
碑步行街拥抱更美好的未来。

解放碑步行街以大数据智能化为
引领，在全市率先建设5G智慧街区。
目前，该区域新建5G基站169个，升级
改造公共WiFi亭85个，步行街核心区
实现了免费公共WiFi和5G信号全覆
盖，全市首个5G通话在解放碑拨通。

此外，中国电信、阿里、腾讯等分别
在渝中区开发建设了解放碑大数据平
台、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以及智慧找车
系统，推动5G技术的政用、商用、民用，
重百大楼、乡村基等一批商家实现了智
能刷脸支付，环球金融中心、国泰广场等
实现了智慧找车服务，步行街3D可视
化大数据平台基本完成系统开发设计，
步行街智慧化水平在西部处于前列。

面积拓展至1.2平方公里，纯步行街区延伸至1500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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