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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大中村：
蔬菜苗可批发

眼下，巴南区大中村蔬菜种植大户商泽福种
植的70万窝（每窝2根苗）辣椒苗，10万窝嫁接茄
子苗，5万窝西红柿苗陆续上市。

大中村地处长江江心岛中坝岛，四面环水，
是重庆主要的育苗基地和蔬菜基地。相对于普
通种苗，嫁接种苗根系发达，抗病很强，产量较
高，经济效益明显。商泽福出售的辣椒苗主要包
括二荆条、菜辣椒两个品种，批发价为0.35元/
窝，嫁接茄子苗、西红柿苗分别为0.8元/窝、0.4
元/窝。

联系人：商泽福 电话：13752890392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大足雍溪镇：
红白理事会“理”出新风尚

春节期间，大足区雍溪镇凉风村好几家村民
家中有嫁娶的喜事，他们提前报备、宴席不超过
10桌、收礼金不超过200元，与以往相比，显得十
分“清净”。

过去，村民办婚丧宴席比较讲究规模，一般
在30桌左右，铺张浪费情况较为严重。为树立婚
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文明新风，雍溪镇在各村设
立红白理事会，对婚事丧事的酒席规格、礼金数
额、礼仪模式等作出了规定，并通过发放宣传单、
面对面交流等形式广泛向村民宣传婚事新办、丧
事简办的理念，破除陈规陋习，树立文明新风。

“村里有红白喜事，乡里乡亲哪有不去的道
理。”凉风村村民袁显刚说，以前礼金“标准”是每
次400—500元，要是遇上多家请客，一家人还得

“拆开”去吃席。现在大家的思想观念有了大转
变，自觉抵制大操大办宴席、随礼互相攀比等不
良风气，也不用“打肿脸充胖子”，感觉轻松多了。

目前，雍溪镇7个村均成立了红白理事会，从
党员干部、道德模范、乡贤中选择带头人作为理
事会成员，定期召开理事会例会，制定理事会制
度及婚丧嫁娶制度，对村民大操大办的婚丧事宜
进行约束，确保不铺张浪费。同时，利用村党群
服务中心、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文化服务中心、场
镇宣传栏等场所大力宣传，为喜事小办、厚养薄
葬的新风俗营造浓厚氛围，引导群众自觉破除陈
规陋习，形成文明共识。

大足融媒体中心 陈龙

綦江永新镇：
建设高标准农田

为粮食安全筑“耕”基

近日，在綦江区永新镇万亩高标准农田提升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一辆辆大型机械来回穿梭于
田间，改田、整土、修路、挖渠……如火如荼地进
行着。

永新镇是綦江区农业大镇，当地群众一直有
种植水稻的传统，但“巴掌田”“鸡窝地”的土地条
件制约了产业发展。为推动粮食生产量质双提
升，2022年下半年，该镇将万亩土地流转给重庆
市广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并从“改大、改水、改
路、改土”四方面实施高标准农田提升改造，改造
后能实现全程机械化生产。截至目前，该镇已经
完成2000余亩农田改造，本月将投入春耕生产。

“我们将种植水稻、玉米、高粱、大豆等粮油
作物，同时因地制宜推进旱地粮油轮作、水田种
养循环等多元化利用模式，采用全程机械化生
产，扎实提高生产效率。”广大农业公司负责人介
绍。今年綦江区即将投入春耕生产的高标准农
田约为35万亩，争取实现夏粮丰收。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开州紫水乡：
打造农业产业化联合体
村民致富更有奔头

地处开州区北部的紫水乡，桔梗、天麻等中
药材迎来丰收季，紫水豆制品有限公司成功升规
入园，农特产品线上线下交易火爆。由“龙头企
业+专业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大户+农户”组
成，集规模生产、精深加工、市场营销于一体的新
型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经营模式，让紫水乡400多
农户去年户均增收近1万元。

从紫水乡龙茶村走出去的在外企业家袁建
民，回到家乡流转土地200多亩，种植桔梗、茯苓
等中药材。成立开州区青龙农业有限责任公司
后，他又陆续发展豆(蔬)、粮(油)种植专业合作社
和农机专业合作社，从根本上解决了加工原料
供给和“轮作休耕、基地不稳、成本倍增”等问
题。

“联合体”根据市场情况制定“品种、规模、技
术、标准、营销、管理”“六统一”生产方案；村集体
经济组织、各专业合作社“照章行事”，负责组织
家庭农场和农户落实基地生产任务并抓好全程
监管指导；家庭农场和农户具体负责基地生产；
企业负责组织农产品加工生产和市场营销，基地
农户既是田间农民又是车间工人，双重身份收益
叠加。

强劲的发展态势，辐射带动邻近的大进镇天
保寨村、天和镇白乐村等村集体经济组织，主动
申请成为“联合体”的一员。

开州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邓华峰

直播带货
在庭院建设中，又应该发展什么

样的“庭院经济”？
秦大秀家的房前屋后，栽种了20

多株柑橘树，除此之外，还栽种有枇
杷、龙眼、梨子、桃子、柚子等多种果
树。“当时就是觉得房前屋后弄些花
果，既能可以美化环境，还能够增加
收入。别看数量不算多，但这账细算
还是要得。”她向记者细数：一株柑橘
树一年挂果一两百斤，一株龙眼树每
年挂果120斤，分别都能卖到300多
元，“各种加起来，每年能收入一万元
左右。”

在武隆区羊角街道永隆村，51岁
的王天鱼过去在深圳务工，前些年因
为小孩读书返乡后，他便开始打理起
自家的庭院来。

“前前后后种了猪腰枣、樱桃、枇
杷等，可以说从春天到秋天，基本上都
有果子可以采摘。”他说。

后来，他又在院子里搞过面条
加工和豆干加工。“利润还行。”王天
鱼说，以面条为例，每天最高能卖
400 把，利润约在 1000 元左右。但
好景不长，有村民花了几万元购买了
一台中大型面条机，一天可生产3-5
吨面条，这样王天鱼的生意就没法
做了。

面条加工偃旗息鼓后，王天鱼又
看上了豆干加工，他买来了石磨、豆腐
箱、卤水箱等设备，开起了豆干加工作
坊。在他的带动下，有几户农户也发
展起了豆干加工作坊，但大家没有想
过联合起来把产业做大做强，因而生
意也没有太大起色。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在我市乡村，
“庭院经济”有多种发展模式：

一是种植养殖模式，即种菜种瓜、
种花种果、养殖鸡鸭等，这是较为普遍
的传统“庭院经济”，投入成本比较低，

收入也不太高。
二生态循环模式，通常以沼气为

核心，围绕种植、畜牧、水产业等进行
循环生产。

三是加工作坊模式，即在庭院中
建立小型加工厂，进行农产品或手工
艺品加工。

四是休闲产业模式，比如在庭院
及其周边开办农家乐，或者提供休闲
度假、乡村研学等服务，主要适合离城
市较近的农户。

发展什么样的庭院经济，这也很
难有定论。种果种菜，虽然能够增加
收入，但因为上不了规模，销售可能出
现问题；开办加工作坊，收入较为可
观，但容易对环境造成影响；提供餐
饮、休闲服务，如果当地没有乡村旅游
作为依托，则难以为继。

“选择何种模式，还是应根据当
地的实际情况。”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政府应发挥引领和
帮扶作用，帮助农户做好‘庭院经
济’的规划和建设实施，同时做好宣
传推介，吸引城市消费者来赏花采
果、休闲度假，进而推动‘庭院经济’
的发展。”

栽花种果还是设坊开厂
“庭院经济”到底如何选择

农家庭院的农家庭院的““院院””景景——
有看头也有赚头有看头也有赚头

建设庭院，既可以改变乡村
的风貌，也可以丰富农民的增收
途径。庭院虽小，却是折射乡风
文明、产业兴旺的大事。

究竟打造什么样的庭院才能
让农民满意？在记者看来要做好
三个方面。

一是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
变“要我干”为“我要干”，这样才
能点燃他们的建设热情，激发他
们的创造力，建成既有特色又符
合实际需求的庭院。比如，荣昌
区观胜镇银河村的庭院怎么改，
应该让村民和设计师、施工方商
量着办，这样才能得到村民的支
持。

二是庭院改造要注重巴渝特
色，做到“神形兼备”。以垫江沙
坪镇毕桥村为例，当地在实施庭
院改造时，通过政府引导，利用小

青瓦、古门窗、青石板等乡土元
素，打造富有巴渝特色的农家小
院，乡愁满满。同时，把家规家
训、家风故事、村庄记忆、传统民
俗等元素融入庭院，让庭院成为
传承乡土记忆和留住乡愁情怀的
文化载体，让乡村更有内涵。

三是把美丽庭院改造和发展
“庭院经济”结合起来，兼顾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大足区智凤街
道八里村在改造庭院时，引导农
民从过去种花种草变为如今的发
展微菜园、微果园，既美化了环
境，又增加了收入。

一言以蔽之，建设庭院涉及
农村生产、生活、生态各个方面，
不仅要塑形，还要铸魂；不仅要

“富口袋”，更要“富脑袋”，这样才
能让生态美起来，环境靓起来，乡
韵浓起来，产业旺起来。

小庭院大讲究

□本报记者 颜安 赵伟平

青山环抱，绿水绕村，古朴院落散布原野，鸡犬之
声隔屋相闻，这是巴渝乡村再寻常不过的景色。庭院，是
村民纳凉聚会的休闲之地，也是晒谷磨面的生产场所。

2月3日召开的全市农业农村委主任会议明确提

出，支持发展庭院经济，这引起了人们对如何建设乡
村庭院的关注。

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背景下，怎么让更多
村民参与庭院的建设？又该如何确定庭院的风格？
以及如何发展“庭院经济”？带着这些问题，重庆日报
记者展开了调查。【

【

2021年2月，荣昌区观胜镇实施
农村庭院改造，银河村是试点村，经
过动员，有12户村民提出了改造申
请。

经区里推荐，村里和蜂窝煤乡村
共建团队（以下简称蜂窝煤团队）达成
合作，由后者为村民改造庭院提供设
计方案。蜂窝煤团队向全国81个高
校和社会机构发出了“最美庭院设计
大赛”的邀请，共征得了63套庭院改
造设计方案。经村民现场打分，村里
最终选定了“木制飘风小院”“归根”

“竹林人家”等12套改造方案，这些方
案均出自专业的设计师之手，体现出

浓郁的巴渝民居风格。
有现成的设计方案，而且每户还

将得到3000元资金补助，面对这样
的好事，银河村党支部书记郑安华本
以为村民会爽快地答应立即改造庭
院，但意外的是，还是有3户村民打
了退堂鼓，剩下的9户也开始变得犹
豫。

“这些方案看上去很时尚，也很精
致漂亮，但感觉许多东西不实用，我们
使用起来也不习惯。”村民何天星说，

“就拿我选的‘竹林人家’这套方案来
说，设计师列出了修门套、砌红砖、建
花台、修围栏、建鸡舍、搭柴棚等20多

个改造项目，但除了建鸡舍、柴棚有用
外，其它感觉没什么用。”

在村干部的动员下，何天星与设
计师商量删减方案，省去了他觉得无
用的改造项目，最后自掏近万元才完
成了庭院改造。在他的带动下，其余8
户也完成了改造。

“改造项目多，一些项目脱离实际
需求，造成费用太高，这是村民反悔的
主要原因。”郑安华解释说。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近年来，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政策的
推动下，绝大多数村民是愿意改造庭
院的。但由于受补助资金和收入水平
的限制，他们更愿意选择符合自身实
际情况的改造方案。对管理部门来
说，一方面要对当地庭院改造进行统
一规划，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尊重农民
意愿，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变“要
我改”为“我要改”。

有资金补助，有设计师提供方案
为啥还有部分村民不愿改

巴渝乡村，农家小院应是什么风
格？

1月12日，丰都县高家镇汶溪社
区三组，视野可及的几百米范围内，三
种风格迥异的农村院落，引起了记者
的注意。

一种是最常见的农家小院风格，
泥巴地，泥巴墙，有些简单刷了白灰，
在风吹日晒后起皮掉落，看上去有些
斑驳。院里没啥植物，摆放比较凌乱，
角落里堆放着柴火或杂物。

另一种主要分布在公路沿线的农
家小院，是传统的巴渝民居风格。里面

的农房青瓦白墙，一道青砖砌成的墙围
住了院落，墙头上摆放了一些花盆。

还有一种院落呈现出明显的欧式
风格，院墙上贴了瓷砖，房前竖起两根
罗马柱，大门是铁制或者钢制，上面有
雕花。

记者询问得知，同一村庄，院落风
格迥异，这与改造意愿、改造时间、经
济状况有关。“我这屋是10多年前改
的，旁边这几户都是。当时政府给了
些资金，给了图纸，让我们按图改造。”
住在巴渝民居风格院落的三组村民秦
大秀指了指周围几栋房子，再指了指

远处的院落，“那些没有改的，要么是
家里没人，要么就是觉得麻烦。有罗
马柱的人家，多半是挣了钱回来自己
弄的，他们说城里的花园洋房就是这
个样子。”

同一个村庄的农家庭院，风格应统
一起来还是大相径庭，似乎难有定论。
重庆农村面积广，乡风民俗不一，村民
生活习惯有差异，因而庭院的建设风格
也应因地制宜，与当地的自然环境、人
文风俗相统一。譬如说，川东民居以穿
斗式木构架、竹编夹泥墙、挑檐等为典
型特点，而渝东南民族地区则以土家吊
脚楼、侗寨鼓楼、风雨桥为特色。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
一个相对集中的村落，可以考虑风格
的大体统一，这可以让乡村风貌看上
去更协调，更有美感，也便于今后统一
规划和发展乡村旅游。

泥巴地、青砖墙、罗马柱
一个村庄庭院风格大不相同

记者手记>>>

武隆区黄莺乡黄莺村，农家庭院与大山融为一体。
通讯员 代君君 摄/视觉重庆

1月3日，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的院落整洁舒适。
通讯员 谭显全 摄/视觉重庆

2022年3月18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绿水村，村民在清扫自家院
落，盛开的樱花、农房的彩绘相映成趣。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巴南区鱼洞街道干湾村，绿树成荫，山水成趣，田园风光怡人。 通讯员 刘纪湄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