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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
养殖尾水零排放

日前，笔者在潼南现代农业园区水产基地看
到，6个塑钢水槽安放在鱼塘中上部，塘水抽到槽
内后快速流动起来，成群的鱼儿逆水觅食，极为
壮观。

这种新型生态养鱼模式，叫“池塘内循环流
水养鱼技术”，即在封闭的池塘里建一套流水养
殖系统，将传统池塘的“开放式散养”变为“集约
化圈养”。近年来，潼南区推进农业科技创新，实
践推广池塘循环微流水养殖模式，推动水产养殖
向节水生态高效发展。当地采用“流水槽+底排
污”尾水治理模式，集中收集鱼类排泄物和残余
饲料，通过多级沉淀和净化，水资源利用率提高
25%，养殖尾水实现零排放。

目前，潼南成功创建池塘低碳高效循环微流
水养殖示范基地2个，建成流水槽11条，单槽年
产量达3万斤，年产值达20万元，高出传统养殖
10倍。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铜梁维新镇：
麻羊成为农民增收产业

“这群羊有180多只，大的有50多斤了，等不
到年底就能卖完，一年有十多万元的收入。”铜梁
区维新镇沿河村养羊大户李妙伦说，镇里出台了
鼓励规模养羊的新政策，他准备扩建圈舍，打造
标准化养殖场。

维新镇是铜梁的偏远乡镇，坡大沟深，土地
宽阔，草料丰富，山羊养殖是农民传统产业，常年
山羊养殖量在1万头以上，出栏在6000头左右。
根据重庆市畜牧科学院鉴定，维新山羊为一个全
新的山羊种群，正式命名为铜梁麻羊，并成功申
报为国家地理标识产品。

维新镇组建了养羊专业合作社，通过大户带
动、合作社引领，带动群众养羊增收致富，目前，
养羊农户达到300多户，其中养羊大户37户。农
户基本上实行圈养，喂的是草料、菜叶和农家自
产的红苕、玉米、南瓜、麸皮，麻羊毛皮光鲜，肉质
细嫩，羊肉品质非常好，目前市场价格为25元一
斤，还供不应求。

当地已着手建设铜梁麻羊种质资源保护场
和标准化示范养殖场，既保护铜梁麻羊地方种质
资源，又为群众提供优质纯正的种羊，提升养殖
效益。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万盛新木村：
莲藕新鲜上市

近日，在金桥镇新木村的一处藕塘内，种藕
大户正忙着采收莲藕。

金桥镇新木村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日照
充分，具有发展莲藕产业得天独厚的自然条
件。该村种植了50亩莲藕，眼下正是采挖上市
的季节，目前价格为 6元一公斤，欢迎大家前
来采购。

联系人：吕老师；电话：13896157608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刘倩 王泸州

奉节五马镇：
红心柚甜度高

近日，奉节县五马镇陈营村百亩红心柚喜获
丰收。

果农陈长明介绍，柚皮呈黄色，能闻到淡淡
的柚香时，就正是采摘的最好时候。今年雨水
少，红心柚甜度比往年高，产量也有所增加，目前
市场价为4元一斤。

联系人：陈长明；电话：13896999812
奉节融媒体中心 谢模燕 胡天明

种下万亩高粱种下万亩高粱，，并非只为酿酒并非只为酿酒
——看“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如何打造“醉”美田园

春看油菜花似海，秋看高粱
红满天。

如此诗意般的田园美景已
经在江津黄庄的江小白高粱产
业园成为现实。

如今，江小白高粱产业园的
高粱种植面积已经有近一万亩，
并计划将高粱种植面积拓宽辐
射到10万亩。

在高粱“红”起来的背后，是
江津推进乡村振兴，打造“醉”美
田园的生动实践。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11月5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了解到，“十四
五”期间，重庆高粱种植面积力争达50万亩，
建成集休闲观光、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高粱产
业带，让高粱成为川渝两地的优势产业。

重庆高粱种植区域主要分布在渝西、渝
东北以及渝东南缓坡地带，去年全市高粱种
植面积达 24.69 万亩，平均亩产 260.46 公
斤。“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品种的更新换代，重
庆高粱的品质和产量得到了长远发展，不少
区县种植的高粱成了贵州茅台以及四川泸州
老窖采购的原料。”重庆市农科院农技推广总
站粮油科科长、研究员刘丽介绍，也正因如
此，重庆高粱每年的收购价逐年攀升，单价最

高可达到6.6元/公斤。除外地酒企订单收购
一部分外，我市高粱仅能满足30%的重庆小
作坊生产，以至于地产高粱的价格比一般粮
食还贵。

“虽然亩产效益不错，但产业发展举步维
艰。”刘丽介绍，高粱对于我市乃至西南地区
来说，属于小众的谷物类作物，相比大豆、玉

米，种植面积要小得多，只能在一些缓坡上零
星种植。

成渝两地拥有大大小小的酒企百余家，
其中不乏像泸州老窖，五粮液、江小白等知
名酒企，对高品质的高粱需求巨大，这无疑
会推动川渝两地高粱产业的发展。

前不久，《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

纲要》发布，指出要建设打造一批成渝两地现
代农业产业带，这对两地做大高粱产业提供
了方向。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重庆高粱
种植面积力争达50万亩，建成集休闲观光、
科普教育于一体的高粱产业带，让高粱成为
川渝两地的优势产业，带动两地农民富裕富
足，全面推动乡村振兴。

让高粱成为川渝两地的优势产业

“十四五”期间全市种植面积力争达50万亩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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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白万亩高粱产业园已率先在重庆地区实现高粱全程机械化耕收，图为今年高粱收割现场。

▼黄庄
村 村 民 王
真 华 在 高
粱 产 业 园
打工，每月
收入有3000
元左右。

▼依托高粱产业发展起来的黄庄
村田园休闲旅游项目吸引了不少游客。

本版图片由王觉易摄

选宝地
在江津黄庄打造高粱产业园

江津为何要种植万亩高粱？
这个问题要从“酒”开始说起。
白酒，是江津著名的消费品之一。要酿好

酒，先得有好粮。
永兴镇黄庄村，是西南清香型高粱酒的发源

地；往西80公里，是四川泸州，再往西是宜宾，属
于浓香型白酒五粮液的大本营；往南100公里，
是贵州习水县和茅台镇，酱香型白酒的地盘。

这些地方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非常需要品
质出色的高粱来酿酒。

而江津黄庄正好就是高粱种植的一块“宝
地”！江津的好土好水好气候，让这里的高粱
种植历史延续了上千年。相关资料记载，过去
遵义地区的酒厂每年都要来江津采购数量巨
大的红高粱。

也正因如此，扎根江津的江小白从2015
年开始，就在江津黄庄一带打造高粱产业园。
每到立秋，黄庄收割下的高粱都会直接送到江
津的江记酒庄和驴溪酒厂酿酒。

种好粮
经过千百次试验后选出最优品种

要种出优质高粱，不仅要有好土，还要有
好品种。

传统糯高粱穗小、产量低，且株高大于2
米，不便于中小型收割机收割。随着市场对酿
酒品质的追求，普通高粱已不再是酿酒原料的
最佳选择。种植优良高粱品种成为了酒企的迫
切需求。

为了种出“好粮”，江小白和四川省农科院
水稻高粱研究所、重庆农科院展开合作，改良
本地高粱品种。但在规模化种植前，产业园需
得对其进行筛选，测试其是否适应本地栽种，
是否符合江记酒庄的酿酒工艺。

江小白联合江津区农委在产业园内开
展了近 100项种子选育田间试验。这些试
验数据除了用于改善产业园内的作物种植
情况，还将用于重庆市粮食产业技术体系的
建立。

田间试验后，江小白会将收获的高粱抽样
送至西南大学和酒厂实验室，对各项理化指标
进行测验；然后在江记酒庄酿酒车间内还得对
高粱进行对比测试，最终确定适合规模化种植
的高粱品种。

今年，产业园内规模化种植的金皮糯高
粱，就是经过千百次试验后选出来的最优品
种。它能对抗倒伏和病害，株型矮，适合机械
收割，品质与以往相比也有大幅提升。

测产数据显示，今年江小白产业园亩产达
到830斤，创造了重庆高粱亩产新纪录。

增收益
农户每年综合收益超过3.5万元

高粱大丰收，不仅让江津白酒飘香，更让
当地农户实现增收。

61岁的王真华在黄庄村生活了大半辈
子，过去主要靠种植玉米、水稻、油菜等作物为
生，一年下来收入只有几千元。

几年前，江小白高粱产业园和黄庄村构建
起“公司+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化
联合体。公司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种植高粱
为酒庄提供酿酒原料，并吸纳当地村民在高粱

产业园就业。
王真华把家里的4.5亩地流转了出去，同

时又在江小白农庄当起“管家”，观察高粱生长
情况，干点杂活儿。

王真华算了一笔账：土地流转收入每年有
4000余元，他自己在高粱产业园上班，月收入有
3000元左右，这样一年下来收入超过4万元。

历时6年的发展，江小白高粱产业园的面
积逾1万亩，已播种6000亩。

据不完全统计，自产业园投入建设以来，
黄庄村大部分的本地农户都像王真华一样，将
土地流转给了江小白，并在产业园打工。土地
流转收入加上在高粱园的打工收入，农户们的
综合收益普遍超过3.5万元/年。

待到未来产业园完全建成，预计可以带动
农户2万户，实现人均增收3.5万元。

添耍事
在田园打造童话世界

黄庄村距重庆中心城区58公里，距江津
城区25公里。在大规模种植高粱之前，这里
已是小有名气的油菜花观光胜地。

如今，以“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和“农业
嘉年华”为核心的田园观光休闲体验区在黄庄
已具雏形。一个在田园上打造的童话世界即
将全面亮相。

“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沿黄蹬溪由北至
南，规划布局有江小白大地美术馆、蜗牛菜园、
五谷民宿、乡村食堂、小白花房、五人制足球
场、圆形篮球场等设施建筑，以及布局高粱油
菜大田景观、蔬果种植园等田园项目。

“农业嘉年华”沿永慈公路西侧，规划布
局有综合服务区（3 个生态停车场、北入口景
观广场、游客服务中心）、农业文化场馆（“农
科荟萃”“农耕故事”“花趣乐园”“童话森
林”）、安逸小馆等设施建筑，以及布局迎宾
广场、花田酒地、彩色水塘、亲子农谷等内庭
景观项目。

目前，“江小白的一亩三分地”已开门迎
客，“农业嘉年华”计划于明年开园。

另外，高粱博物馆也将于明年开馆。作为
世界上少有的以单一粮食作物为主题的博物
馆，这里包含了高粱历史文化、科普研学、衍生
品及艺术品陈列等功能，值得期待。

区县动态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各位股东：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将于2021年11月30日上午09:15 在朵力
公司三会议室召开，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2021年11月30日（星期二）上午09:15
二、会议地点：朵力公司三会议室
三、会议召集人：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四、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五、会议议题：
1. 审议《朵力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审议《朵力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审议《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0

年年度报告》。

4.审议关于《朵力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5. 审议关于朵力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6. 审议关于《朵力公司2021年度全面预算报告》的议案。
7. 审议关于朵力公司董事变动的议案。
六、出席大会人员：
1. 截至2021年11月19日转让结束后，在重庆股份转

让中心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或委托
代理人。

2.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聘请的律师。
七、登记事项：
1. 登记时间：2021年11月23日－24日上午9:10-

11:10，下午1:30-3:30
2. 登记地点：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城大厦1F
3. 登记方式：

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以下文件办理登记：①自然人股
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②由代理人代表个人股东
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人
亲笔签署的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和代理人身份证；③
由法定代表人代表法人股东出席本次会议的，应出示本人
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的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
账户卡；④法人股东委托非法定代表人出席本次会议的，
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加盖法人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
署的授权委托书、单位营业执照复印件、股东账户卡。

自然人股东采用上门方式登记；法人股东可以信函、
传真及上门方式登记，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请见附件。
八、会议联系人：
龚磊、黄红玉

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钢花路8号钢城大厦19F
联系电话：（023）68842351 68846215
邮编：400080 传真：（023）68842351
九、其他事项：
1. 会议材料备于朵力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2. 临时提案请于会议召开十天前提交；
3. 出席本次会议请全程佩戴口罩，并配合公司为顺利

召开本次会议所做的各项疫情防控事宜；
4. 本次会议预计需时两个小时，与会股东交通、食宿

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重庆钢铁集团朵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11月8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重庆钢铁集团朵

力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股东加盖公章） （法人股东提供营业执照登记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权证号（股东账户号）：
法定代表人（签名）： （法人股东填写此栏）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同志，在我单位任 职务，系我单位法定代表人。

特此证明
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刘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