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
水稻新型直播技术亩产1300斤

近日，巴南区石龙镇大连村村民李显六的
稻谷丰收了，他有5亩新型直播技术地，平均亩
产达到了1300斤，比手插秧对照田的亩产高了
200斤左右。今年，巴南区开展水稻新型直播
技术示范展示工作，水稻增产增收效果明显。

水稻新型直播技术是近年来水稻栽培技术
上的革新之一，能够减少育秧、栽插两大技术环
节，将广大劳动力从传统的繁重体力劳动中解
放出来，大幅度减轻水稻生产劳动强度，提高劳
动生产效率，实现水稻栽培技术轻简化发展，达
到节本增收的效果。

巴南区分别在石龙镇大连村、石滩镇方斗
村及接龙镇荷花村进行了试点。“这个技术确实
好，省时又节约成本，关键是产量还提高了，明
年还要继续实施。”李显六说。

据巴南区农技站介绍，水稻新型直播技术重
点解决良种配套，精细整地，提高出苗率，杂草控
制及播种期鸟害防控等关键技术环节，具有较好
的推广应用价值，有望在水稻产能稳定提升中发
挥技术支撑作用。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綦江：
东溪花生产值超千万

9月7日，在“花生之乡”綦江区东溪镇草坪
村，层层梯田间，呈现着花生丰收的繁忙景象，
丰收的土地上堆叠着一摞摞颗粒饱满的花生。

花生一直是东溪镇农业生产的主要经济作
物之一，长久以来，东溪花生以其香脆可口、果
粒饱满的特点在市场上供不应求。今年，东溪
全镇花生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年总产量约
180万斤，年总产值超1000万元。草坪村是东
溪花生产业发展的核心村，近两年在村集体经
济的带动下，花生种植面积超600亩。

“相比其他作物，花生的效益要高得多。”草
坪村村民周右权说，今年他种植了两亩多花生，
产量在2000斤左右，按照每斤5元的市场价直
接销售给了村集体公司，增收上万元。

该镇培育起花生加工企业，建设SC认证标
准厂房，规范产品生产管理，提升品牌效益，推
出精品东溪花生系列，让东溪花生走入线上线
下中高端市场。据悉，今年东溪花生成品商品
量将达400吨，年总产值可超过1000万元。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丰都：
种植高附加值中药材收益好

近日，在丰都太平坝乡中坝村，地里的马蹄
大黄已长至半米高，旁边育苗棚里的大黄幼苗
也长势喜人。

“我们这里海拔高，土质松，适合种植中药
材。今年我种的马蹄大黄纯利润在80万元以
上，明后年的采挖面积更大，收入也会更高。”村
民曹兹文说。村民万统兵种植了3亩竹节参，
产值高，市场行情也很好，他准备年底扩大到
50亩以上。

近年来，太平坝乡充分利用独特的地理气
候资源，因势利导，发展中药材等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逐步实现由大宗中药材向高附加值
中药材的转变。当地马蹄大黄、竹节参种植面
积已达到4500多亩，年产值可实现8100万元
左右。接下来，该乡还将加大对中药材种植户
的专业培训，推广高附加值药材，完善相关设
施，加快中药材产业链的形成。

丰都融媒体中心 陈芷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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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金堰村：
夜郎贡米丰收上市

近日，万盛经开区金桥镇金堰村“夜郎贡
米”上市。

“夜郎贡米”是金桥镇近年来精心培育的纯
天然、无污染、无公害的绿色有机食品，共种植
150余亩。为了保证大米的口感和营养价值，
全程采取有机方式种植，使用有机肥做底肥，不
施化肥、农药，采用物理杀虫和人工除草。种植
出来的稻米米粒细长，颗粒饱满，色泽清白，晶
莹透亮；蒸煮后米香浓郁，口感软糯，品质极佳。

“夜郎贡米”售价为13.8—18.8元/斤，欢迎
大家前来采购，也可电话联系，快递到家。

联系人：张老师；电话：18983873757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彭水桂花村：
珍稀药材蜜邀您尝鲜

近段时间，彭水县靛水街道桂花村的五倍
子蜜迎来丰收季，当地村民正忙着刷蜂取蜜。

桂花村背靠摩围山风景区，上千亩五倍子
蜜源植物，为中蜂养殖带来了独特的地理和自
然条件。五倍子蜜为珍稀药材蜜，富含果糖、五
倍子酸、氨基酸、酚酸以及多种活性酶、矿物质
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润肺止咳、清肺降火、润
肠通便等功效。五倍子蜂蜜价格为120元/斤，
欢迎大家联系订购。

联系人：文德平；电话：13996935600
彭水融媒体中心 刘毅

问题：景点分散 各自为政
破解：一条廊道带“火”一座山

山与云，茶与雾，林与木……9月7日，记者
走进豹岩村天尺坪，临崖望仙、幽谷寻涧，恍若
置身水墨山水画中。

这里与仙女山隔乌江相望，仙女与白马的
爱情神话也已流传数千年。“几年前，二者的景
况却截然不同。”张明文称。

仙女山是世界自然遗产地、国家5A级风景
区，每年吸引成百上千万游客打卡；白马山却因
交通闭塞、山高坡陡、土壤贫瘠，村民一度陷入
贫困，2014年贫困发生率达11.67%。

深耕仙女山、错位拓展白马山，以点带面发
展乡村旅游，这是2016年武隆区作出的部署。

2018年，白马山天尺情缘景区建成开园。
今年上半年，在疫情影响下，景区依然接待游客
超过25万人次，更在其融合、带动、辐射下，豹岩
村成功打造了红茶品牌“仙女红”，兴办了农家
乐35家，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6000元。“腰包鼓
了，有的村民家甚至买起了两辆小汽车。”张明
文说。

事实上，近年来，因乡村旅游可有机融合乡
村风光、现代农业、乡土文化等，推动乡村生产、
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发展，我市各地均将其作为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发展得如火如荼。

但虽然种类全、数量多，名气却不大、景点
割裂分散，不少景点游客少、逗留时间短、经济
效益低。

而旅游经济是典型的眼球经济。一个好的
品牌，体现着旅游产品的独特个性和消费者的
高度认同，品牌塑造已经成为占领区域旅游市
场制高点的关键。

“白马山开发的成功经验，我觉得最大成功
在于，以大旅游带动乡村旅游，把景点有效串联
起来，用一条廊道带‘火’一座山，激活了全盘。”
白马山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主任路长江称，武隆
将生态资源相似的区域就近纳入仙女山、白马
山等4个旅游带，作为4条“旅游黄金廊道”进行
打造，再通过“旅游+”布局高山蔬菜、有机茶叶、
特色林果、中药材等产业，实现由各自为战、条
块分割向一体化、集约化、品牌化的大旅游转
变。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计划，在仙女山、白
马山之间的乌江上空架起一座‘天下鹊桥’。不
仅桥本身是一个景点，更将两山无缝连接，让廊
道效应更加凸显。”路长江说。

问题：形式雷同 照搬照抄
破解：垒石成景成打卡新地标

寒武纪叠层石砌石成景，土苗小楼绿树掩
映，色彩斑斓的鲜花点缀其间……走进酉阳板
溪镇扎营村，自然遗迹、传统人文和现代艺术在
叠石花谷不期而遇。

“石与花，一刚，一柔，令人想起爱情，想起
一封千古情书：‘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在
四季与叠石花谷之间，我们负责浪漫。”本土作
家彭鑫如此感慨。

这样的景致，在村民胡聪明眼里太不可思议
了。扎营村位于两山夹一沟的槽谷地带，地上除
了石头还是石头，植被覆盖率和土壤覆盖率不足
30%，岩石裸露率超过70%，属重度石漠化区
域。“石头缝缝不经干，天旱年景不产粮，我们这
里的老人小娃都晓得这句话。”胡聪明说。

变化从2017年开始。
那年，酉阳旅投集团进驻该村，起初尝试了

“一村一品”走农业产业化路子，帮助村民种植
经济作物。实践证明，种植业行不通。

在一次资源普查中，酉阳旅投集团叠石花
谷项目负责人周永乐等人发现，当地有一种石
头，自带花纹，十分奇特，被村民称为“金线石”。

经专家现场检测，这种石头是叠层石，形成
于寒武纪时期，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化石，在
扎营村分布广、面积大，是目前中国南方发现的
规模最大的叠层石群，极具景观价值，

后经论证、市场调查，酉阳旅投集团以石漠
化根治为抓手，以文农旅融合发展为载体，将文

化、旅游、乡村、艺术等有机融合在景区开发中。
在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大学等专家教授的

参与下，他们就地取材，巧妙地将文化植入景
点，用石头垒出图腾柱、篝火台等33处叠石文化
景观，让游人不仅能亲手触摸到有5亿年历史的
叠层石化石，还能体验到古老文化的神奇魅力。

同时，他们巧妙地引入大地艺术，以乡村生
活环境为背景和载体，将人、村、景、艺进行完美
融合，遴选出《沟通之介》《斗笠》《千秋雪》《悄悄
话》《水映风雨桥》等17件参与性、在地性、生态
性、多样性、功能性俱佳的艺术作品，放置在景
区、乡村、艺术部落的各个空间里。

“前年10月，叠石花谷景区暨酉阳乡村艺术
季同步开放，最多一天接待游客近两万人次。”
周永乐介绍，开园两个月，景区就接待游客达40
多万人次。当地办起民宿、农家乐30余家，经营
得好的月营业收入超过20万元，附近村民通过
土地流转、务工、开办农家乐、售卖土特产等，人
均年收入增长超过1500元。

“乡村旅游品牌的构建，最重要的是建立属
于自己的独特性、排他性的产品体系。因此，一
定要深挖当地的文化内涵和旅游资源，就算借
鉴外来文化，也要与原有环境融合，形成自己独
一无二的风格，才能在游客心中留下品牌印
象。叠石花谷的实践，摒弃了一些地方大拆大
建、一哄而上、照抄照搬、同质化竞争的老路，无
疑是经典案例。”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
基地首席专家、重庆旅游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罗
兹柏称。

问题：产品单一 季节局限
破解：艺术植入唱响“四季歌”

赏《大地从天而降》巨型壁画，能感受到隐
居在生命中的色彩和疯狂；走进“爱的小径”，可
以释放童真，回到遥远的过去；进入竹音剧院，
300多种拟物化的竹子声音乐器，敲出你心中的
滚滚红尘……

“在懒坝国际文化艺术度假区，你听得见花
开的声音，听得见云彩的低语，时间是静止的，

苍茫的远山也是。你会因四季花海而陶醉，也
会被国际顶级艺术大师们的杰作深深震撼。”重
庆诗人吴沛如是说。

如今的懒坝已然成为我市知名旅游目的
地。事实上，其前身——武隆羊角街道清水村，
跟大多数高山村一样，耕地少、土层薄、不蓄水，
种庄稼“十年九不收”，十分凋敝。

“2012年，我偶然来到该村，被这里的原生
态、老房子、青山和高海拔打动。”懒坝国际文化
艺术度假区负责人陈勇称。

在开发中，他敏锐察觉到，避暑旅游虽然是
重庆旅游市场的刚需，市场蛋糕超过500亿元，
但如果只定位为高山度假避暑，季节性局限太
强，“经营一个夏”难以实现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他另辟蹊径，在山上“种”起文化。“乡村建
设，必须要激发文化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
力量。”陈勇称，艺术介入乡村，不能是艺术家小
众的“自嗨”式艺术，须兼顾大众审美及游人参
与、互动性；不能盲目跟风，简单复制、粗制滥
造，要在潮流中做出自己的特色，让多数人“伸
手可及”且又有一定引领性。

为此，他选择植入当代国际先锋艺术，邀请
到克里斯蒂安·波尔坦斯基、托马斯·丹博、松本
秋则、浅井裕介等国际顶级艺术家，打造了不少
国内独一无二的IP作品，如心跳博物馆、月球博
物馆等。

历时8年打造，2019年8月该度假区开门营
业，目前也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00万人次，节
假日配套的酒店、民宿都是“一房难求”。“来我
们这里的游客，除了康养避暑，更多是为艺术而
来，因此不存在明显的淡旺季。”陈勇介绍。

据《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大数据分析报告》显
示，我市乡村旅游接待点多以农业体验、农业景
观、度假村为主，民俗节庆、主题公园、拓展和博
物馆类等乡村旅游类型较少。

“该报告表明，我市乡村旅游产品多元化供
给有待加强，尤其是农业体验、赏花、避暑等目
的地，受季节局限十分明显。因此，要打造乡村
旅游‘金’字招牌，需要补齐短板，以品牌为纽带
对接供需，在全国市场、世界市场形成品牌竞争
力和吸引力。”罗兹柏说。

重庆乡村旅游如何塑造品牌重庆乡村旅游如何塑造品牌

乡村游已成为中国游客休闲度假的重要方
式，然而传统模式已不能满足消费新需求，接下
来乡村旅游应该怎么搞？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联盟副主席、中
国旅游协会民宿客栈与精品酒店分会会长张晓
军认为，乡村旅游发展，要立足自身特色，跳出
传统旅游谋划现代旅游，跳出小旅游谋划大旅
游，聚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首先，因地制宜，加强重点区域开发打造，
涵盖环城游憩带、景区/特色小镇、资源稀缺型区
域（高山避暑地、民俗风情区等）、产业聚集型区
域（农旅、文旅等融合）等，融入乡村民俗、游玩
休闲、食宿购物、休闲康养、研学旅游等诸多业
态，实现全要素融合、全产业互动、全社会共享，
构建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发展格局。

其次，注重品牌打造，以市场为导向，培育
“公司＋乡村旅游协会＋旅行社＋农户”市场主

体，开发形式多样、独具特色、个性突出的品牌
化产品。

最后，提升服务质量，旅游的本质是追求美
好生活，完善的配套设施、规范的管理服务、健
全的标准体系是游客的新需求。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数据中心主任刘雪峰表
示，目前，成渝城市群乡村旅游呈明显的哑铃状
格局，可加强成渝城市群边界区县旅游市场与
旅游资源之间的联系，共同打造跨省市的乡村
旅游带。如潼南与安岳相邻，都以种植柠檬为
重要产业，可以联合打造相关主题的乡村旅游；
北碚、广安共享华蓥山，可以共同打造大华蓥山
乡村旅游带等。

同时，我市乡村旅游目前以自然风景类、村
寨类、农业类等传统乡村旅游类型为主，主题公
园、博物馆、拓展类等较少，需要进一步释放创
新活力，丰富产品形态。

“全域视野”让乡村游更精彩

□本报记者 韩毅

白露时节，武隆白马山，层峦

叠嶂，烟云飘渺，流绿溢翠。

天刚泛起鱼肚白，武隆白马

镇豹岩村天尺坪村民小组组长张

明文就起床了，村民们正等他分配

一天的任务——景区保洁、茶园

管护、设施维护，大伙干劲十足。

“今年上半年，我们村民合股

成立的劳务公司，就创收了200

多万元。大伙有钱挣，自然劲头

足！”张明文称。

事实上，不仅天尺坪村民有

此获得感，近年来，我市充分发挥

乡村旅游的融合带动力，推动乡

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发

展，全市已有上百万农民把“泥饭

碗”变成“金饭碗”。

不过，近日，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数据中心与重庆理工大学联合

发布的《西南地区乡村旅游大数

据分析报告》显示，我市入选全国

乡村旅游重点村35个、全国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10条、全国典型案

例4个，数量偏少，尚未在全国形

成优势品牌。

我市乡村旅游如何以品牌为

纽带对接供需，实现优势优质、优

质优价，让从业者分享更多收益？

重庆日报记者作了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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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懒坝随处可见的装置艺术。
（受访者供图）

武隆懒坝的苔藓馆，设计感和体
验感都很强。 （受访者供图）

七
月
二
十
七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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