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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阳山川秀美、生态良好，平均海拔800米，空气负氧离子高、土壤肥沃、水源优质、气温适宜，花田贡米、油茶、茶叶、麻旺鸭、

酉州乌羊、高山蔬菜等特色产业蓬勃发展，农产品加工业产值达10亿元。

依托地利和产业优势，酉阳确立了打造“酉阳800”区域公用品牌，助力乡村振兴的战略构想。以此为统揽，推动农业“接二连

三”和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坚实步伐，加速打造全国乡村振兴示范县，努力把产业做大做强，让乡村更富更美，力争在探索山区强

县富民的现代化新路上展现新作为。

为产业振兴插上“数字之翼”

花田乡何家岩村是著名的“贡米之
乡”。千百年来，这里勤劳的村民依山就
势，开垦出了蔚为壮观的万亩梯田。明朝
永乐年间，这里出产的“花田贡米”便成为
皇室贡品。

2013年起，何家岩村开始鼓励村民种
植有机水稻，打造出5000亩水稻核心示
范基地。“花田贡米”的品牌在新时代逐渐
叫响。

2021年11月，酉阳和中国农大、腾讯
公司联合发起“酉阳共富乡村建设试点”，
以何家岩村为核心示范区，探索“共富乡
村”新模式。何家岩村的产业振兴，开始
插上“数字之翼”。

去年5月推出的“何家岩云稻米”智慧
认养项目，将6.6万平方米的稻田搬上“云
端”。通过“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市民
可以按每平方米9.9元的价格，在线认养
何家岩村核心水稻种植区的一块稻田。
在水稻从插秧到成熟的5个月中，认养者

可通过手机上的网络直播和每周生成的
《土壤墒情周报》，及时了解所认养的水稻
生长情况。根据测算，每平方米稻田产出
的“花田贡米”不会少于半斤。

同时，当地不少村民都与村集体签订
线上认养种植协议。协议详细约定了种
植过程、绿色防控、质量要求以及基本收
购价格等，要求村民在村集体的组织和县
农委的技术指导下开展科学规范的水稻
种植。

搬上“云端”之后，“花田贡米”不仅解
决了销路问题，也提升了产品收益。去
年，共有5500多人认养“何家岩云稻米”。

数字化的增收新模式，为何家岩村村
集体经济带来90万元的收入。除去农户
分红外，还有20万元被存入全村共富基金
与年终分红基金。以村民何易立为例，他
家的5亩田以前年产出收益在1万元左
右，去年参加“云稻米”项目后，收入增长
至1.5万元。

用价值转化带动乡村共富

“乡村振兴是为农民而兴，为农民而
建。酉阳必须大幅提高农民在首次分配
中的占比，彻底打破‘干部在干、村民在
看’‘政府主动、农民被动’‘企业赚钱、农
民保底’等一系列桎梏。”酉阳县乡村振兴
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酉阳以花田乡何家岩村为试点，探索
建设“共富乡村”，努力构建“挖掘价值、转
化价值、提升价值、共享价值”的共同富裕
实现路径，全面激活共富新动能。坚持

“政府主导、农民主体、社会共创、试点示
范”，推动生态和人文价值转化变现，把政
府的支持和市场的动能转化为农民致富
和乡村发展的动力。

酉阳引导何家岩村在全面梳理激活
生态、人文、资产“三类资源”的基础上，打

通价值转化通道，推动农村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同步”、一二三产业“三产融合”、农
业文化旅游“三位一体”，提质山地特色农
业，做精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文旅融合业
态，重构乡村特色产业体系。

同时，何家岩村坚持以人才赋能、品
牌赋能、数字赋能，有效提升产业“含金
量”。坚持农民主体地位，把农民作为乡
村建设的实施主体和受益主体，充分激发
广大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

去年8月，“何家岩稻米”智慧认养跻
身重庆数字乡村十大优秀案例。今年2月
16日，何家岩村“文创+贡米+互联网+乡
村旅游”项目跻身第二届重庆乡村振兴十
大示范案例。

打造“酉阳800”区域公用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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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振兴

而今的酉阳，像何家岩村一样锁定共
富目标，致力乡村振兴的范例还有很多。
去年，酉阳分层分类推进乡村振兴。厚积
薄发之下，酉阳在去年10月和渝北、梁平、
潼南共同上榜《2022年国家乡村振兴示范
县创建名单》，成为渝东南地区唯一上榜
区县。

产业振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
关键。酉阳如何在乡村振兴，特别是产业
振兴上作示范？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2年第三
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酉阳茶油、
酉阳贡米成功入选。

茶油誉为油中“软黄金”。酉阳茶油

是“重庆市优质气候农产品”“重庆市优质
扶贫产品”“中国木本油料影响力地理标
志产品”，入选中国农业品牌目录2019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2022年，酉阳茶油总
体销售额超过1.26亿元，在茶油销售领域
稳定在全国前十。

油茶种植和茶油加工（下称“油茶产
业”）是目前酉阳最大的农业主导产业，在
酉阳的“1+9+X”农业体系中，牢牢占据着

“1”的位置。酉阳现种植油茶约36.3万
亩，集中了全市80%以上的茶油加工企
业，建有油茶发展中心和武陵山油茶研究
院，并拥有2个国家级高产油茶示范基地，
在种植、加工、研发、销售等环节均占有压

倒性的领先优势。
酉阳将继续深耕油茶产业，重点围绕

“茶油之都”“百亿级支柱产业”战略目标，
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建设全国生态茶油强
县、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示范县和乡村休闲
旅游重点县，丰富产业文化内涵，实现乡村
文化、全域旅游、油茶特色产业融合发展。

当前，酉阳已建立起以油茶产业为主，
中药材、茶叶等为辅，其他特色产业为依托
的“1+9+X”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全县农业
产业基地达140万亩，培育涉农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经济组织4650家。

酉阳今年初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提
出，要打好生态、乡村、文旅“三张牌”，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酉阳。酉阳将
主动把发展放到全国和全市大局中谋划，
以党建为统领，以生态农业为基、田园风
光为韵、村落民宅为形、农耕文化为魂，推
动农业“接二连三”，扩面共富乡村、数字
乡村试点，打造全国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
富裕富足。实现农业总产值78.5亿元以
上，城乡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
长10%、15%。

对于酉阳而言，这是乡村振兴的又一
次全新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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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利用传统村落
助力乡村振兴

传统村落蕴藏着丰富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景观，是
中国农耕文明留下的最大遗产。酉阳有中国传统村落
41个（其中第六批10个已公示，未下批文）、市级传统
村落11个，是全市名副其实的“传统村落第一区县”。
在打好“乡村牌”过程中，酉阳将传统村落的保护利用
同乡村振兴有效结合。

酉水河镇河湾村始建于明洪武三年，分布在酉水
河两岸，是酉阳史上盛极一时的码头之一，是土家文化
重要的汇聚地和传承地。2012年跻身首批“中国传统
村落”后，当地充分利用传统村落特色，发展民宿、游
船、文创项目，助推乡村振兴和农民增收。

和河湾村同时跻身首批“中国传统村落”的苍岭镇
石泉苗寨，是渝东南保存最完整的原生态苗家山寨之
一。

类似案例，在酉阳还有很多。近年来，酉阳全面开
展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去年3月，市住建委优先推荐酉阳作为
2022年度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进行申报，
获得中央和市两级补助资金共计8500万元。

酉阳聘请北京工业大学李华东设计下乡工作室制
定了《2022年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传统村落
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工作方案》，编制了《酉阳县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规划》，规划建设酉中、酉东、
酉南、酉西4个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片区项目
和龙潭镇堰堤村、酉酬镇江西村等22个中国传统村落
保护项目。

一系列传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项目的落
地，将为酉阳有效地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建
设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注入全新活力，开创酉阳乡村
振兴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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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州油茶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生产油茶产品

花田水稻喜获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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