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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复兴村：
高山甘蓝批发价6毛一斤

近日，武隆区黄莺乡复兴村的高山反季节甘
蓝成熟待售，批发价6毛一斤。

武隆高山甘蓝因脆甜得名，获评全国农产品
地理标志，不少游客返程都会带上几个尝鲜。欢
迎各大批发商前往选购，量大价优。

联系人：冯老师；电话：13896526929
武隆融媒体中心 代娟

巴南百胜村：
樱桃树下散养鸡可订购

近日，巴南区鱼洞街道百胜村林下养殖的鸡
出栏可售，价格为28元一斤。

百胜村将鸡散养于樱桃树下，啄食落果、虫子
和嫩草，肉质紧实味道鲜美，想吃土鸡的市民可前
往挑选或电话订购。

联系人：李老师 电话：15823578166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开州：
“豆菜”轮作提高亩产值

近段时间，开州区紫水乡“豆菜”示范点的
800多亩青菜头进入采收期，加上去年夏季收获
的大豆，每亩产值可达到2800元。

青菜头和大豆是两种常见的农作物，一般
一年生长一季，土地每年有数月处于闲置状
态。针对山地冬闲田，重庆市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榨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万州综合试验
站，在渝东北布点推广“豆菜”轮作模式，不仅
提高了土地利用率，还提升了青菜头和大豆的
品质。

大豆有固氮作用，种一茬大豆后，土地肥力
增加，再种植青菜头，产量更高。经专家田间测
产，“豆菜”轮作模式，可以每亩助农增收800元，
每亩产值达到2800元。去年，紫水乡推广种植

“豆菜”800多亩，产值在240万元左右。
开州融媒体中心 陈永松

市畜牧科学院：
优质肉羊杜湖杂交羊繁育成功

2月10日，在荣昌区仁义镇荣城构羊湖羊基
地，一只只刚满月的杜湖杂交羔羊活泼又可爱，
精神状态饱满。

市畜牧科学院去年从天津引进肉羊良种杜
泊绵羊，与湖羊开展杂交，目前已经成功繁育出
杜湖杂交羊。

杜泊绵羊属于专用型肉羊品种，不但产肉量
高、适应性强、耐粗饲，而且羊肉品质也属上乘。
特别是其肌间脂肪呈雪花状，眼肌面积比普通绵
羊大四分之一左右，使得这种绵羊的经济价值显
著高于其他肉羊品种，被国际市场誉为“钻石级”
羊肉。

据介绍，引进的杜泊种羊非常适应重庆的气
候环境，第一批杜湖杂交后代一月上旬顺利生
产，体质结实、结构匀称、臀部丰满、四肢粗壮、全
身皮毛白色、两耳平直、尾巴短小，且抗寒性非常
好。

市畜牧科学院负责人介绍，杜湖杂交羊的
成功繁育，将进一步丰富我市的肉羊养殖品
种，也将开启我市优质肥羔生产规模化、集约
化的快速健康发展之路，有效保障市场优质羊
肉供给。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北碚：
“四议五步”议事协商治理乡村

近日，北碚区澄江镇柏林村的草莓园内，一
垄垄碧绿的草莓植株排列整齐，一颗颗白草莓在
绿叶的点缀下盈盈欲滴、果香四溢。

这个草莓园面积近40亩，打造特色农旅融合
产业，实现农户、村集体、社会企业三方共赢，一
年利润在80万元左右。这是柏林村通过“四议五
步”议事协商机制完成的第一个经济项目。

“四议五步”议事协商机制，就是在村一级下
设经济、文化、社会、生态4个议事组，建立收集意
见、形成议题、协商讨论、议题实施、反馈结果“五
步”议事协商程序，重点对村庄建设规划、基础设
施设备配置与完善、村集体经济发展等事项开展
协商活动。

柏林村议事会成员共20人，由村“两委”成
员、村民小组长、村民代表、妇女代表、返乡大学
生、经济能人及非本村村民的利益相关方人员组
成，都是由村民自己投票选出来的。

村里的王家院子列入第二批重庆市传统村
落名录，要启动对老院子的保护修缮运营工作。
把自家的房子拿出来给“外人”管理，最初村民们
不理解、不支持，工作难以开展。启动“四议五
步”议事协商后，不同需求的村民都统一了意见，
去年底，修缮全部结束。

这一机制，让基层治理逐步形成了有人议
事、有人理事、阳光办事的良好氛围。今年北碚
区还将在有条件的村进行推广。

北碚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从化肥到农药再到人工，各种成本
都在涨，但种粮能享受到各种补贴，让我
们心里踏实多了。”在酉阳花田乡何家岩
村“花田贡米”种植基地，种了150亩水
稻的种植大户冉志说。

去年，农资成本高涨，再加上高温干

旱，让冉志深感压力。“还好政府针对物
价上涨有种粮补贴，种子也有补贴，遇到
灾害了靠农业保险还能收回一部分，压
力小了不少。”冉志说，不算农田基础设
施建设的补贴，他一亩地收到的国家各
项补贴大约有500元。

“转移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催化
剂’。”孙卓霖认为，经营也好、务工也好，
财产也好，都离不开政策的支持，去年，
我市农村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为5681
元，“也许它的绝对数额赶不上工资和经
营性收入，但作用不容小觑。”

刘娟表示：“一方面应继续加大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力度，逐步提高农村社会
保障水平，稳步增加对农民的补助补贴，
另一方面也要减轻农民负担，进一步减
少群众在医疗方面的开支。”

转移性收入：补助标准还有待提高

对策：提高农村社会保障水平，减轻农民负担

增收有路增收有路 致富有道致富有道
农民这样鼓起农民这样鼓起““钱袋子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颜安）日
前，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

“四千行动”，其中在增收方面
将实施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
行动，确保到2027年农民收入
达到2.79万元左右，比现在增
加8000多元。

“这意味着我们在5年内
每年都要保持7.6%左右的增
长速度。”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是一个很有难度
的目标，需要各方通力合作，不
断努力才能实现。”

具体操作上，我市将从构
成农民收入的4个板块以及城
乡融合上来破题。

在经营增收方面，将力争
在5年内培育30万名高素质
农民，并支持其领办创办家庭
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
业。与此同时，发展农业适度
规模经营，到2027年培育适度
规模经营农户10万户。此外，
扩大农业社会化服务节本增
收，到2027年亩均节本增效
150元以上。

就业增收方面，围绕全市
电子信息、加工制造、建筑安

装、家政服务等劳动密集型产
业，订单定向开展农民工技能
培训，到2027年累计培训25
万人次以上；深入打造“渝创兴
农”等返乡创业服务品牌，引导
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乡村工
匠领办创办特色企业。

转移增收方面，我市将聚
焦农村路、水、电、讯、物流等短
板弱项，未来五年新增农村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1000亿元以
上。及时将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补贴、
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等补贴资
金发放到农民手中。

财产增收方面，则将落实
承包地、宅基地“三权分置”制
度，引导农民发展多种形式的
土地股份合作，全方位盘活利
用农村土地。同时，盘活农村
闲置资源资产，到2027年农
村“三变”改革覆盖90%的行
政村。

最后是以城带乡促增收，
将做大农村产权交易市场、完
善城乡商贸流通体系、引导工
商资本下乡、畅通金融支农通
道。

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重庆从五方面破题

新闻链接>>>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
道。最近召开的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提出，实施千万农民
增收致富促进行动。

早些年，城是城，乡是乡，农民种粮养猪获取经营
性收入。改革开放后城市化进程加快，无数农民“洗
脚”进城务工，于是有了工资性收入。近年来，越来越
多业主到农村流转土地和租赁房屋，于是农民有了第
三种收入：财产性收入。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日益

重视，各种政策性补贴出台落地，农民有了转移性收
入。

据统计，2022年在重庆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经
营、工资、转移性收入总额相差不大，分别占1/3左右，财
产性收入占比较小。从绝对数额上看，重庆农民的人均
可支配收入为19313元，比全国平均水平低820元。

如何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让他们的“钱袋子”更
鼓，记者进行了调查。

□本报记者 颜安 实习生 庞梧萱

2月12日，天气预报的小雨并没有
来，“盼着落雨呢，你知道的，这段时间确
实干旱……”梁平区种粮大户邓中想起
去年夏天的高温干旱：上千亩水稻在炎
炎烈日炙烤下，稻叶发黄枯萎，尽管四处
找水，可远水解不了近渴。

秋后算账，邓中亏钱了。“正常年份，
种一亩水稻有几十元纯收入，但去年确

实没办法。”他告诉记者，今年自己提早
准备，新流转了一批价格合适的高标准
农田，用油菜秸秆还田来增强土壤的肥
力，希望今年有个好收成。

经营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重头戏。
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居民收支调查
处处长孙卓霖介绍，去年农村居民人均
经营性收入6235元，同比增长2.0%。“本

来应该能够更高，但受高温干旱天气、疫
情、农资价格上涨等因素影响，粮食小幅
减产，活猪价格也没上得去。”

天气、市场供求等问题，一直是农民
经营性收入需要突破的难点。

“要提高这块的收入，良种、良机、良技
缺一不可。”市农业农村委研究室主任王武
坤说，一是发展优质粮油，让单产单价都能
稳步提高；二是发展农业全程社会化服务，
降低生产和人工成本；三是用套种、轮作等
模式，提高复垦指数；四是发展适度规模经
营，培育家庭农场、职业农民；五是发展农
产品产地初加工，提高利润率。

经营性收入：受天气、市场供求等影响较大

对策：良种、良机、良技推行缺一不可

近段时间，南岸区雅巴洞江滩公园
的巨型石刻《长江·母亲的歌谣》（暂定
名）成为新的网红打卡点。这组石刻作
品长度为63米多，象征长江6300余公
里。母亲的形象借鉴了大足石刻卧佛的
雕刻手法，孩子的形象借鉴了大足石刻
牧牛图的雕刻手法。

它的创作者是大足区的一群石雕匠
人，在历时10个月的创作过程中，先后
有30多名大足石雕工匠参与进来。

“以前石雕匠人是单打独斗，自己找

活路自己做。”大足区石刻协会会长段勇
介绍，大足建立匠人名单，创立了“大足
雕客”劳务品牌，促进就近就地增收。目
前，“大足雕客”创业从业人员已有11万
余人，年创收达200亿元。

工资性收入是农民增收的“压舱
石”。去年，我市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
入6921元，同比增收8.4%，对农民增收
的贡献率达到44.1%。

“一段时期内，这种‘压舱石’的作用
还将继续。”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教

授刘娟认为，和沿海发达地区相比，重庆
的城镇化率仍然偏低，城市的发展需要
继续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但是，目前
重庆的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依然偏低，
很多人只能依靠劳力吃饭而不能从事更
高收入的技术岗位，工资迟迟上不去。
同时，在劳务品牌的打造上也有所欠缺。

“所以，我们必须加大对农村适龄劳
动力的教育和培训，帮助他们打通职业
发展通道。”她说，尤其是管理部门应通
过提高技能含量，来加快劳务品牌发展
提升，如鼓励各类培训机构、职业院校开
展劳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劳
务品牌相关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等多元化
评价方式，发放相应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等。

工资性收入：农民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职业技能欠缺

对策：开展职业培训，加快培育劳务品牌

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老农周国祥没
想到，自己过去在土地刨食，一年到头也
剩不了几个钱，现在地还是那块地，流转
了之后，到年底还能分红。

几年前，黄庄村的土地，多数闲置。
黄庄村以江记酒庄每年上万吨高粱需求
量为市场支撑，组建黄庄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和6个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发
动2469名村民以2676.5亩土地折价入
股成为股东；另一方面，企业对油菜、高
粱实行保底价收购，确保农民的收益。

如此一来，入股农户可以享受四份
收入，即土地入股有“股金”、保底分红有

“红金”、发展产业有“现金”、就近务工有
“薪金”。

这样的案例，在重庆并不鲜见。
目前，我市农村“三变”改革试点范

围已扩大到3797个村，累计入股集体土
地 600 多万亩、盘活集体经营性资产
18.8亿元、闲置农房7800余套，617万农
民成为股东，多了一份额外收入。

尽管如此，目前我市农民财产性收
入金额小，且来源较为单一，仍有很大的
潜力空间。国家统计局重庆调查总队数
据表明，去年我市农民人均财产净收入
仅有476元，主要包括利息和出租房屋

等。
“农村的各类闲置资产，如土地承包

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并没有被有效
盘活和合理利用。”王武坤表示，目前农
民的财产性收入主要来源为利息和出租
房屋，两项加起来有277.7元，而其他如
土地、林地等资源的变现收入很少。

“这说明土地这个农村家庭最重要
的资产价值，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刘
娟建议，必须要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
革，首先是确权，然后是稳步推进赋权，
再有序实现活权，让农民手中的财产释
放出更大的价值。

盘活土地资源的同时，也要深化宅
基地制度改革，开展农村集体经营性建
设用地入市试点、进一步促进生态资产
的价值转换，创造条件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

财产性收入：总金额低，来源较为单一

对策：深化改革，盘活土地、房屋等闲置资源 2月4日，万盛经开区丛林华绿生金针菇工厂，员工在包装出
厂的金针菇。 通讯员 曹永龙 摄/视觉重庆

1月28日，游人在北碚区静观镇蜡梅博览园内赏花游玩。
通讯员 秦廷富 摄/视觉重庆

2022年10月16日，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收割机在收割晚
稻。（资料图片） 通讯员 刘灿 摄/视觉重庆

11月月2727日日，，南岸区南滨路雅巴洞南岸区南滨路雅巴洞，，市民在巨型石市民在巨型石
刻刻《《长江长江··母亲的歌谣母亲的歌谣》》拍照留念拍照留念。。它的创作者是大它的创作者是大
足区的一群石雕匠人足区的一群石雕匠人，，““大足雕客大足雕客””创业从业人员已创业从业人员已
有有1111万余人万余人，，年创收达年创收达200200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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