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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6月3日电 （记者 李力可 吴光于）
记者3日上午从雅安市“6·1”芦山地震市县抗震救灾联
合指挥部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6月3日凌晨5时，地
震共造成4人死亡（均在宝兴县）、42人受伤（宝兴县31
人，芦山县 11 人）。据初步统计，地震共已造成雅安市
14427人受灾。

其中，门诊治疗伤员31人，均为轻伤，目前已有26
人经过治疗后离院回家休养，其余5人正在医院留观。
目前住院的10名伤员中，有7人伤情比较平稳，2人伤情
较重，但目前无生命危险；1人伤情危重，在雅安市人民
医院住院，已第一时间接受了省、市专家团队的手术治
疗。

地震发生后，四川省市县三级紧急调集应急救援、
武警、消防、医疗、公安、民兵等救援力量7800余人、装
备4300余台（套），组建搜救小分队开展拉网式巡查搜
救，暂未发现房屋倒塌、人员被困等情况。截至目前，
雅安全市房屋严重损坏135间、一般损坏4447间。设
置宝兴中学、宝兴体育馆、芦山县凤禾村村委会等转移
安置点61个，紧急转移安置13028人，其中集中安置
7215人。

下一步，雅安将继续统筹调度各方抢险救援力量，
抢抓黄金救援时段，对受灾区域全覆盖搜救排查，尽快
完成人员搜救工作。同时稳妥安置受灾群众，加强抢修
道路、供电、通信等设施，加强地震、地质灾害监测和气
象预报，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加大应急治理和排危除
险力度，引导群众安全避险。

四川雅安地震
已造成14427人受灾

新华社北京6月3日电 端午假期期间，据预报我国
多地将发生暴雨洪水，水利部3日14时发布洪水蓝色预
警。同时，针对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省区可能发生
的汛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水利部发布的汛情通报显示，端午假期期间，据预
报南方多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广西西江干流及其支
流柳江、桂江、贺江，广东北江，湖南湘江、资水、沅江，江
西抚河、修水、信江、饶河、赣江，浙江钱塘江，福建闽江，
贵州乌江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西江中游
干流及支流柳江、桂江、贺江，湘江、资水、沅江等江河的
部分河段将发生超警洪水。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提醒有关地区注意防
范。同时，针对江西、湖南、广西、贵州四省区可能发生
的汛情，启动洪水防御Ⅳ级应急响应，指导上述地区做
好各项防御工作。

汛情通报同时显示，端午假期期间，我国东北中部、
南部预计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为入汛以来东北地区
首次强降雨过程。牡丹江、第二松花江、辽河、浑河等江
河可能出现涨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超警，须
有针对性地做好各项防范应对工作。

水利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应对多地暴雨洪水

□本报记者 赵伟平

5月26日，接连下了好几天的阴雨后，铜
梁区少云镇海棠村天空终于放晴。海棠村艾
草采收服务队队长陈胜英挨个给队员打电
话，通知他们开工收割艾草。重庆真艾农业
公司（以下简称真艾农业）负责人陈平也立马
吩咐厂里的工人，调试设备做好生产准备。

一时间，艾草田里响起收割机轰鸣，田坎
边村民忙着把鲜叶捆扎打包，海棠村变得格
外热闹起来。

看着丰收在望，村党支部书记彭忠感慨
万千：村子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与5年前的一
份规划书有关。

海棠村距离铜梁城区30分钟车程，村里
的青壮年长年外出务工挣钱，只留下老人小
孩。镇上村上想发展农业，却一直没有找到
适合的项目。

2017年7月，陈平的一份艾草种植规划
书，引起了镇干部的注意。

陈平是土生土长的少云镇大庙村人，
2015年他发现艾草市场有着极大的商机，在
多次前往全国各地考察后，在大庙村试种了
30多亩艾草，一年后获得成功。欣喜之余，陈
平打算在少云镇推广规模化艾草种植。

“艾草全草都可以入药，经济价值很高，
目前市场供不应求。而且艾草对土壤要求不

高，农家院坝、田间地头随处可种。若是套种
农作物，一亩艾草至少能有2000元的收入，
且管理粗放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动力。”陈平与
镇村干部算起了经济账，并保证规模化种植
后，他提供艾草种苗和种植技术，成熟收割后
按市场价保底收购。

经过实地调查取样、召开院坝会，镇里决
定与陈平签订艾草种植合作协议。整合包括
海棠村等6个村社的1300余亩坡地，交给真
艾农业规模化种植艾草。

第一次规模化种植乡野随处可见的艾草，

大伙儿心里都没底，彭忠心里也是悬起的。
“采用‘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发展模

式，村民收入都是有保障的，亏不了大家。”陈
平的承诺让村民逐渐消除了疑虑。

2018年端午节，艾草迎来了第一次收
割，村民也拿到了第一笔收入。

海棠村八社脱贫户练帮行就是其中之
一。他给记者算了笔账：土地交给村里，每年
能从村集体分到2000多元；在艾草采收服务
队务工，一年下来能有7000多元收入；端午
前后，利用空闲时间到真艾农业捆绑鲜艾叶，

一天也能挣回100多元。“想不到一把年纪，
在家门口还能挣这么多钱。”

看到村民依托艾草产业增加了收入，彭
忠悬吊的心也放了下来。

然而对陈平来说，种植收购艾草只是第
一步，他的目标是生产与艾草相关的养生产
品。当年12月，陈平就在少云镇建立了生产
车间，引进机器设备，进行艾草的深加工。

2019年，铜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
励将艾草这一资源优势转变为特色产业，成立
了艾草产业领导小组，投资1000万元发展艾
草产业，创建了“原乡小艾”艾草品牌。

经过几年的发展，铜梁已在维新、安居、
太平等乡镇（街道）发展艾草基地1.1万亩。
真艾农业也形成了集艾草种植、加工、销售于
一体的全产业链，年销售鲜艾叶4万吨。艾
灸、艾条、艾香、足浴包、艾草精油等30多款
艾草深加工养生产品，除了销往市内外，部分
产品还卖到了欧美、东南亚等地。

如今，铜梁依托艾草资源，正在打造集艾
草种植、产品研发、艾文化体验、养生保健、农
旅融合的艾草产业集群，力争实现艾草产业
年产值达数亿元。铜梁区农业农村委产业发
展科相关负责人熊杰介绍，通过建立艾草产
业发展培训班，带动更多农户、业主规模化种
植艾草；鼓励更多企业入驻高新区，研发、生
产更多艾草深加工产品。

铜梁发展艾草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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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赶水的萝卜、横山的大米、安稳的黑羊
满山跑……”这段群众自编的顺口溜，形象地
对綦江农业特色产品进行了总结。

安稳山羊既是特色产业，又是一道名
菜。但在过去，安稳镇的这只“羊”，并没有让
老百姓们跟着发“羊”财。而今，依托食品加
工，安稳山羊从卖活羊走向预制羊肉食品，开
发出了羊肉粉、泉羊宴、羊肉单碗等产品，延
伸了产业链、价值链，走出了一条餐饮工业化
之路。

6 月 1 日一早，安稳镇安稳村党总支
书记张宗强的手机响个不停。接听完毕
后，他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挨个给村民
打电话：“来订单了，今天大家都早点到厂
里来……”

张宗强口中的“厂”，是当地4个村集体
联合办的綦江区鸿强食品有限公司，主要生
产羊肉产品。在当地，同类型的企业还有两
家，这三家公司成为了安稳山羊产业升级的
重要依托。

安稳镇山坡多、草地资源丰富，养羊已有
数百年历史，但产业一直不成规模，村民们主
要卖的是活羊，利润很低。

“活羊子一斤12块，一只羊大概1200
块，净收可能只有一两百块。”面对记者，安稳
村四组村民张元平打开了话匣子，

恰逢煤炭供给侧结构性调整，包括安稳
在内的綦江南部四镇的煤矿都退出了历史舞
台，急需新的产业来助力乡村振兴。区里调

研后决定，安稳镇以山羊为切入点打造特色
产业。

吉义、鸿强、红旅源三家以羊肉加工食品
为主的企业先后成立起来，镇里又请来了西
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的相关专家提供技术支
撑，一条从羊圈到加工厂再到消费者餐桌的
产业链很快搭建起来了。

“一袋里面有500克羊肉，把羊肉倒进锅
里，掺些水一煮，一锅羊肉汤锅就好了。”张宗
强介绍，这样一袋羊肉线下售价118元。去
年，他们在綦江新世纪超市小试牛刀，就卖了
1000多袋出去，今年还要扩大到新世纪超市
的其他门店。

同样是一斤羊肉，过去卖12元，加工后

身价涨了10倍，其利润也跟着上涨。相应
地，村民养殖的活羊收购价也跟着水涨船高，
每斤卖到了25-26元。

正因如此，村民的养殖积极性被调动起
来，近年来安稳镇的山羊存栏量已达3.2万
只，年出栏2.6万只，全产业链产值达1.64亿
元。

“我们的产业才刚起步。”安稳镇农业服
务中心主任袁洪春表示，重庆目前的羊肉消
费量是每年800吨，而羊肉产量只有300吨，
存在着巨大缺口。我们将继续扩大规模、研
发预制菜等更多精深加工产品，让安稳山羊
走上更多人的餐桌，让安稳的乡村振兴“羊”
帆启航。

从卖活羊到卖预制羊肉食品

餐饮工业化 让綦江安稳“羊”帆启航
向大自然要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