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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江津区珞璜镇接连几天下雨。该镇合解村
乡村振兴发展理事会下的14名“水管家”持续作战，冒雨
巡查全村水管运行情况，及时排解了群众用水难题。

合解村的中小企业基地有32家企业，解决了全村
300余人就业；1000多亩无公害蔬菜基地里，有100余
户村民种菜创业；现在，全村四分之三的土地又纳入珞
璜临港产业城规划范围。

如何既支持产业城发展，又推动乡村振兴？合解村依托
100名党员，又发展了一批志愿者，成立乡村振兴发展理事会。

这是一个为推动乡村振兴而专门成立的党群组织，
下设“水管家”工作站、家园守护队、文艺宣传队、党员帮
扶队等，协助村委会发展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办理
民生实事。

“水管家”工作站有5名党员、9名志愿者，他们对全村
用水实行精细化管理，监管、巡线、维修、抄表、收费等都有
专人负责。过去，合解村每吨水费5.8元，平均每月跑水
300吨，现在水价降到每吨5元，全年节约水费8万多元。

以前，村民白天出门上班后，不时有盗贼趁机入室
行窃。现在，以党员为骨干的家园守护队随时都在村里
巡逻，再没发生过失窃的事情。

“党员干部就是我们的亲人。”村民邱天芳夫妇常年
患病，前不久一场大雨袭来，她家房屋漏雨了。党员帮
扶队的廖成杰、陈太英等人很快赶来帮忙翻盖屋顶，堵
住了漏洞。邱天芳说，哪家农活忙不过来、哪个空巢老

人生病了，他们都是很快就赶来了。
每年春节、三八妇女节、九九重阳节都是合解村最热

闹的时候，村里会评选好儿媳、好公婆、好家庭，文艺宣传
队还把他们的事迹编成节目进行宣传，传递正能量。

“解忧解困化民难，合心合力促发展。”合解村党委
书记黄林说，乡村振兴发展理事会把党员组织起来，解
决村民急难愁盼的事情，凝聚了人心，形成了全体村民
共同支持发展、参与乡村振兴的合力。

江津区合解村党委:

创建理事会 专理乡村振兴那些事

建强战斗堡垒
引领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苏东梅

去年2月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巫
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相林从
习近平总书记手里接过全国脱贫攻坚楷模的奖章、证书
和奖牌。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回到下庄后，年过六旬的毛相林带领下庄群众继续奋进
在乡村振兴的征途上。

这两年，有很多人到下庄参观学习。由于进村的路
不够宽，去年五一假期，下庄出现大堵车。毛相林看在
眼里急在心头，节后立即向乡里申报项目，将公路从4.5
米拓宽到5米以上，沿途还加装防护栏。针对车位少、停
车难问题，他又积极协调场地规划停车场，全年新增7个
停车点，可停放车辆300余辆。

“游客来了吃什么、看啥子、睡哪儿，临走时还能买
点啥？”为让游客更有“耍事”，毛相林组织村民挖通古渠
引泉水下山，将村古道打造为步道，在“天路”沿线规划5
个观景点，建起下庄村史馆、乡情馆等。

如今，下庄首个农家乐“三合院”院坝完成提档升级；
新建的“下庄院子”民宿古朴而恬静；40多栋农房外墙加
贴了仿古砖，屋顶加装了泥瓦顶；毛相林的老房子改建成

“愚公讲堂”，下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也将建成投用
……据统计，去年有4万多人次赴下庄参观学习和旅游。

下庄的变化，村干部的辛勤付出，让村民们进一步
鼓起了心劲，更加坚定了跟党走的信念。去年以来，下
庄培养发展预备党员4名,另有10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今年初，村民袁孝鑫回到下庄后，不再外出工作

了。她准备应聘下庄党员干部教育培训基地讲解员工
作，同时，做一些农村题材的短视频推介下庄。“前辈流
血修路为我们，我们读书为下庄明天。”袁孝鑫没有忘
记当初修“天路”时，老师写在黑板上的这句话，“所以
我回来了。”

2021年，下庄650亩脐橙收获30万斤果子，增收
70万元，全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5577元。今年，毛相林
准备将脐橙种植面积扩大到1000亩，再扩种小麦，把
面条加工厂办起来，同时引导村民把闲置农房改建成
民宿或农家乐，带领下庄走上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

巫山县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

农文旅融合 带领村民走上致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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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强、百业兴、群众富。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离不开一支政治过硬、本领过硬、
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

重庆大力实施农村带头人队伍整体优化提升行动，制定落实了乡村组织振兴15条措施，实现
村级集体经济“空壳村”动态清零；提拔重用脱贫区县干部243名，选派6648名干部驻村；全市38
个区县、784个乡镇、11193个村（社区）均按期换届；村（社区）“两委”成员平均年龄下降4.5岁，大
专以上学历提高12个百分点，班子结构明显优化。

4月5日，清明节。雨后的南川区大观镇金龙村绿意
盎然，充满生机。

在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全国劳动模范、第20届全国青
年岗位能手，合作社负责人姜国强在大屏幕前监控着生产基
地传回的各种数据，“智慧农业是个精细活儿，大意不得。”

在姜国强的带领下，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合作社的生
产基地，只见基地里滴灌、喷灌等物联网设备一应俱全。
姜国强告诉记者，目前基地设有数据采集、数据设定和预
警、自动化生产作业、病虫害收集和图像上传等智能系
统，可以实时监测大棚里面的温度、湿度等参数，实现远

程智能控制水肥一体化灌溉、诱导杀虫等操作。
早在10多年前，姜国强就是个种菜能手，为什么他

还要引入智慧农业物联网种菜呢？
2010年，姜国强成立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种植了

萝卜、苦瓜、辣椒等蔬菜，却因缺乏技术支持和对市场行
情的了解，第一年就亏损了10多万元。

直到2014年，合作社的发展才迎来转机。通过调
研，姜国强发现金龙村的气候、土壤、海拔等适合种植西
葫芦，而且西葫芦有很好的市场前景。种植西葫芦的第
一年，合作社就实现了盈利。

2015年，姜国强听说了一种名为“翡翠丝瓜”的丝瓜
品种，它不但有美观的卖相，同时肉质爽滑细腻、品质出
众，深受许多餐馆的青睐。但同行告诉姜国强，重庆地区
的天气和土壤条件，无法种出“翡翠丝瓜”。

姜国强还是决定试一下，从山东引进“翡翠丝瓜”种
子。通过一年多改进种植技术，他成功研究出“丝瓜落蔓
密植栽培方法”，试种获得成功，并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2017年，姜国强整合周边6家农业企业，成立了南川区
农业创业联盟，通过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品种、统一
销售，共同发展“翡翠丝瓜”产业。

去年10月，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引进物联网技术，启
动智慧农业园区建设，园区专门种植水果番茄和“翡翠丝
瓜”。目前，智慧农业园区已种植40余亩水果番茄和30
余亩“翡翠丝瓜”，水果番茄亩产量在8000至1.5万斤，亩
产值在4.5万元以上；“翡翠丝瓜”亩产量达2.2万斤，亩产
值在4万元以上，效益是种传统蔬菜的4到5倍。

新农人姜国强：

科技助力 智慧农业效益倍增

培育“领头雁”
组建生力军

本报记者 赵伟平

近年来，重庆着眼于“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让愿意下乡创业的人有热情、有舞台、有奔头。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全市有农村实用人才50万余人，高素质农民28万余人，培育农村致富

带头人1万人，认定2000人，涵盖教师、医生、高校毕业生、企业家、军人等。
今年，重庆将启动农民教育“4322”工程，即每年培育400名乡村振兴“领头雁”、实施高素

质农民学历提升300人、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2000人、培育高素质农民2万人，为乡村全面振
兴组建“生力军”。

一支蜡梅能有多大效益？经过她的“雕琢”后不仅
能卖到上百元，还供不应求。这位“点花成金”的巧匠就
是重庆丽庭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邓纪会。

4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见到邓纪会时，她正在北碚
区静观镇素心村的蜡梅工坊，为当地村民讲解蜡梅树的
春管要领，培训插花技艺。

邓纪会原本是插花师，为什么要返乡创业当农民？
这还要从一场花艺表演说起。

邓纪会是土生土长的北碚静观镇人。大学毕业后，
她做过花商，创办过花艺培训学校。2017年，她在广州
进行蜡梅主题花艺表演时，现场不少人觉得蜡梅漂亮，
纷纷询问购买方式。“当时我就觉得蜡梅有市场，便萌生
了将家乡的蜡梅切花推向全国的念头。”邓纪会说。

静观素有“中国蜡梅之乡”的美誉，蜡梅种植已有
500多年历史，但返乡后的邓纪会发现，因蜡梅卖不起
价，不少村民将种植的蜡梅树砍掉当柴烧。为保住一片
片蜡梅园，邓纪会挨家挨户找花农商量，主动提高收购
价。不过，产业虽然保住了，但收购来的蜡梅质量却参
差不齐，无法成为质量可靠的商品。

于是，邓纪会通过创办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种蜡
梅。她定期召开院坝会对农户进行指导，还为他们统一提
供蜡梅及其他花材的优质品种，并对产品进行兜底收购。

邓纪会通过开发切花礼盒、花茶、蜡梅盆景、蜡梅品
种苗、蜡梅文创等特色产品，提升了蜡梅的附加值。通
过花艺加工，以前卖几元一把的蜡梅花卖到了20至50
元，蜡梅礼品盒甚至卖到了200元一盒。同时，她还通过
举办花艺培训、“静观杯”传统插花大赛等，让蜡梅走出
静观香飘全国。

如今，在邓纪会的带动下，当地村民规模种植蜡梅
5000余亩，户均年收入突破2万余元。邓纪会正打算通过
招募一批年轻村民做花艺师开设更多蜡梅工坊，还针对中
小学生开展研学服务，进一步提升延长蜡梅产业的链条。

插花师邓纪会：

花艺赋能 静观蜡梅香飘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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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强（左一）正在查看蔬菜生长情况。（受访者供图）

邓纪会正在制作蜡梅插花。 （受访者供图）

渝北区兴隆
镇新寨村智慧大
棚“育苗工厂”，
农技员正在摆放
种苗盘。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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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14 日，
涪陵区机关党员
干部志愿者在江
北街道二渡村助
农收砍青菜头。

通讯员 何乾
健 摄/视觉重庆

党员帮扶队在帮助空巢老人种地。 （受访者供图）

毛相林在柑橘林中劳作。 通讯员 王忠虎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