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报视点 5CHONGQING DAILY

2023年4月7日 星期五
责编 林懿 美编 郑典

坚持农文旅深度融合

奉节推动黄桃产业规模化市场化智慧化发展

奉节黄桃产业高质量发展论坛现场

春和景明,万物复苏。4月的
夔州大地处处充满了春天的生机，
在汾河镇泉坪—段坪—落阳—东
溪绵延30里的万亩桃林里，桃花
朵朵落英缤纷，正静待一场春日里
的邂逅。

春潮澎湃起，正是扬帆时。4
月3日，首届三峡黄桃花节暨农文
旅融合改革现场会活动在奉节举
行。该活动以花为媒促进农旅融
合、以节会友促进交流合作、以桃
兴业促进乡村振兴，吸引了专家学
者、众多游客纷至沓来。当天还举
行了奉节县黄桃产业研发中心揭
牌仪式和黄桃预售签约仪式，奉节
相关企业与永辉超市等3家企业
代表签订预售协议，意向采购黄桃
1000吨，销售额1100万元。

近年来，奉节县深入践行“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农
业产业为基础、以乡村旅游为形
态、以深化改革为动能，大力探索
三峡库区强县富民之路，打造三峡
库区最大的黄桃花观赏基地，一幅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生动
画卷正在夔州大地徐徐绘就。

提升三峡库区
最大黄桃种植基地发展能级

眼下正是黄桃管护的关键时期，
汾河镇黄桃种植户邱兆明正忙着给
黄桃树除草施肥，望着自家700余棵
黄桃树翠绿的枝条，脸上笑开了花。

中国上万亩的黄桃种植基地目
前有12个，奉节是其中之一，奉节县
汾河镇是三峡库区最大的黄桃种植
基地。2016年以来，奉节县在汾河镇
泉坪村、段坪村、落阳村试种黄桃，经
过不断地尝试和试验，实现生产模式
和产量的成熟发展。目前种植面积
达1.1万亩，年产量3400吨，产值达
8700万元，带动农户2000余户、户均
年增收3500元以上。

如何在规模化发展的同时，拓宽
品牌化发展路径？奉节县立足山地

特点，以创建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
契机，改善俊添农业、心秋农业、毅鲜
实业等黄桃企业智能化设备和基础
设施，助力企业精准管护提高黄桃质
量。引进知名企业重庆洪九果品为
奉节高山黄桃打造出“奉上好桃”品
牌。目前，“奉上好”黄桃以优质的过
硬品质获得了国家绿色食品认证证
书，成熟糖度可达17-18度，深受消
费者青睐，逐渐形成品牌效益。

“进一步扩大市场占有率和品牌
影响力，推动种植技术持续提档升
级，确保采前品质达到贮运流通条
件。同时，大力发展冷链流通、交通
运输等配套设施，结合黄桃生长周
期、流通上市区域以及黄桃市场变化
等要素，实现分批采收、分批贮运，达
到错峰上市。”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
社济南果品研究所贮藏保鲜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杨相政建议。

“为提升黄桃品质，促进黄桃产
业链发展，奉节将充分发挥政策、资
源、产业等优势，在基础设施、科研创
新、金融扶持、品牌营销等方面加大
支持扶持力度，坚持种植规范化、产
品标准化、产业品牌化要求，全力推
动全县黄桃产业高质量发展。”奉节
县主要负责人介绍，该县正在与市农
业科学院共建“奉节县黄桃产业研发
中心”，双方将围绕奉节县黄桃产业
发展中的科技需求，大力开展黄桃品
种、生产、储藏、加工等技术科技攻
关，加快黄桃新品种、新技术等成果
转化应用，努力把汾河黄桃申创为

“国家地理农产品标志”，让奉节黄桃
名声更响，走得更远。

深耕农文旅融合
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坐拥享誉中外的白帝城、雄甲天
下的夔门、风景别致的三峡之巅、绝
世奇观的龙桥河，为奉节农文旅融合
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奉节县充分发挥旅游资
源禀赋和特色农业优势，以打造世界
级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大力实施文旅
融合发展行动计划，全面做大做强乡

村旅游产业，让乡村旅游发展成为群
众增收、乡村振兴的有效途径。2022
年，全县接待游客2560万人次，乡村
旅游接待1168.5万人次，超过2万名
村民吃上旅游饭。

立足重点景区搭台，各项节会唱
戏助力乡村振兴。依托白帝城·瞿塘
峡国家级5A级景区、充分利用兴隆
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全面营造全
域旅游氛围。按照“乡乡有特色、月
月有节会”的思路，全面升级采笋节、
采茶节、李花节、油菜花节等多个乡
村节会活动。策划实施更多丰富多
彩的文化旅游节庆活动，进一步开发
出乡村特色、游客喜爱的旅游产品，
让广大游客在畅游连绵花海、游园赏
花同时能够尽享乡村美食、体验民俗
文化，吸引更多的游客来到奉节，带
动百姓增收致富。

产业壮大促进农旅融合，依托大
乡村、大田园、大生态的资源优势，打
造安坪三沱、白帝九盘、文昌田园、朱
衣砚瓦等多个农旅融合示范点，发展
农家乐539家，形成了一批集“品牌展

示、休闲采摘、乡村旅游”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园，构建以花为媒、以节会友、
以节招商的特色“旅游经济”新格局。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依托
大乡村、大田园、大生态的资源优势，
奉节广袤乡村地区实现了从种植、卖
果到赏花卖景的农文旅深度融合的
创新发展新路径。

转动改革“金钥匙”
增强乡村发展内生动力

“我家里养了300只土鸡，今年
光是卖土鸡有4万多元入账。”近日，
奉节县康乐镇阳北村村民钱小林脸
上挂满幸福的笑容。

位于奉节县康乐镇和大树镇交
界高山处的阳北村，是曾经的产煤大
村。转变发展方式，该村以推进“三
变”改革激发乡村发展潜力，采用“村
集体+企业+农户”的经营方式，发展
生态土鸡养殖。目前，阳北村的土鸡
养殖产业实现整村增收150万元，村
集体增收9万元。

近年来，奉节县聚焦农业农村重
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将农村“三
变”改革试点与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三社”融合发展
等改革有机结合，为乡村迎来蝶变升

级注入了源头活水。
在有序探索“三块地”改革上不

断深化，健全农村集体产权流转交易
市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益。维护
进城落户农民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
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引导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

在扩面提质“三变”改革上丰富
模式。实施“三变”+特色产业、“三
变”+农村电商、“三变”+乡村旅游等
经营模式，积极探索“土地股”“农房
股”“基建股”“技术技艺股”“管理股”
等股权形式，积极探索自然风光、品
牌商誉价值等资源资产入股，力争全
县“三变”改革试点村达到70%以上。

在推动“三社”融合发展上共利
共享。实施供销系统基层组织提质
增效工程，深化供销合作社与农民之
间的利益联结，推动供销系统基层组
织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融合发展。

同时，奉节县还实施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培育工程，大力培育家庭农场
和种植养殖专业大户，不断拓展集体
经济经营性收入渠道，因地制宜发展
资源开发、物业租赁、生产服务、入股
参股等业态，拓展农民增收致富多种
渠道，让农民更多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罗晶 王琳琳 陈钰桦
图片由奉节县委宣传部提供

黄桃预售签约仪式

全镇7个村 村村都美丽
江北区五宝镇坚持党建统领，推动乡村振兴

走出“美丽”道路

□本报记者 陈国栋

江北区五宝镇有7个村，个个当选“重庆市
美丽宜居乡村”，“秘籍”何在？

五宝镇背靠明月山，面朝长江，山、水、林、
泉、峡相拥，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底色。

更关键的是，五宝镇坚持党建统领，将党组
织建在产业链上，引导党员深入田间地头、院坝
村落发挥作用，让五宝之美体现为产业之美、人
居环境之美、社会治理之美，从而推动乡村振兴
走出“美丽”道路。

壮大水果产业
党员带头为村民探路

4月5日，江北区五宝镇下湾村十组的葡萄
园里，村民李操和妻子朱文静正忙着疏花、掐芽、
绑枝上架。葡萄叶层层叠叠，翠绿的枝蔓努力向
上攀爬，一派生机勃勃。

这片种有“夏黑”“玫瑰”等品种的葡萄园，是
李操的心头宝，也是全村水果产业复兴壮大的发
源地。

李操今年 51 岁，曾走南闯北打拼多年。
2007年，回村不久的李操担任了村综治专干。
在走村入户中，看到撂荒的土地，他萌生了规模
化发展产业的念头。

五宝镇历来有种植水果的传统，樱桃、李子
等曾远近闻名。后来年轻人进城了，在家的老

人、妇女不懂技术，管理粗放，产量和品质都上不
去，水果产业日渐萧条。

2011年，听说邻村有人种植葡萄增收致富，
下湾村村支两委一商量，成立了江北区下湾村水
果专业合作社，还动员3个党员种植户加入，成
立了水果合作社党支部，李操任党支部书记和合
作社理事长。

李操设法找来葡萄苗，租了几亩地，加上自
家田土，一共十亩地全都种上葡萄，率先担起了
发展产业的担子。

第一年，葡萄长势缓慢，病虫害多，挂果率
低，品质较差，李操夫妇几乎没什么收成。水果
合作社党支部请来农业专家“把脉”，被告知葡萄
品种太差，需要更换。

为让群众看到发展产业成效，李操一咬牙挖
掉原来的品种，全部换成从河北引进的良种葡
萄。合作社党支部又找到镇党委，托其请市、区、
镇的葡萄种植行家定期到地里传授技术，帮助大
家提升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

2014年夏，李操的葡萄园终于迎来丰收。
在镇党委支持下，合作社党支部举办了采果节，
游客络绎不绝，葡萄很快销售一空，收入30余
万元。

李操的成功，让群众吃了定心丸。村民陆续
加入合作社，规模种植枇杷、桃子、李子、柑橘等
水果。

产业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下湾村党
总支书记王华介绍，在区委组织部和镇党委支持

下，合作社党支部每个月邀请农业专家下村，为
种植户手把手传授经验，确保村里的水果统一技
术标准、质量标准和管理标准；党支部每年组织
种植户到璧山等区县取经；村里的党员技术骨
干，主动为种植水果的群众提供24小时技术咨
询。

此外，在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党支部免费
为种植户提供统一标识的水果包装盒，并与大家
约法三章：诚信经营，严禁以次充好、缺斤短两；
公平竞争，随行就市，严禁乱涨价、乱杀价……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下湾村的水果名头越来
越响，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目前，村里已种有
300多亩桃子、300多亩李子、600多亩枇杷和
300多亩柑橘。春暖花开时节，下湾村就是花漾
山谷，香气袭人。

去年，下湾村水果专业合作社党支部正式更
名为产业党支部，努力以水果产业为龙头，带动
乡村旅游、体育运动产业协同发展，全力推动下
湾村产业振兴。

下湾村的产业“变美路”不是个例。五宝镇
党委副书记丁骏介绍，全镇7个村在党支部引领
下，都形成了各自的拳头农产品，去年村集体经
济年收入均超过50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
村支书“唤醒”沉睡的水库

去年，五宝镇马井村被评为“重庆市美丽宜

居乡村”。村里那座库容近50万立方米的五一
水库，是马井村能获评的“加分”项。

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五一水库，过去的唯
一功能，就是灌溉田土。后来，村里环绕水库修
建了步道，库周种上了红、黄、紫色三角梅，还撒
上了大量格桑花种子；库岸，餐厅、公厕、垃圾回
收站等配套设施齐全，附近公路也铺上了彩色
沥青……

水库变美了，每年吸引来大量游客打卡，曾
经沉寂的山村也变得活跃了。

村党支部书记鲁永川是土生土长的马井村
人，卖过酒、售过房，头脑灵活，企业工作经验丰
富，于2016年被区委组织部回引到村。回村后，
鲁永川四处奔走，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改善村
里的人居环境，增加马井村的人气。

针对五一水库这个“沉睡资源”，鲁永川带领
村民利用农业综合项目资金打造生态旅游样板，
游客纷纷慕名前来观光打卡。“光是水库和餐厅，
每年就能为村集体经济创收六七万元。”他说。

水库旁边的25亩荒地，被村里的党员们整
治出来，种上了油菜花，在扮靓乡村的同时，也为
集体经济带来收入。

水库一侧是一片杂木林。鲁永川说，打算在
山上种植彩叶树，对山林进行彩化，同时发展民
宿，增加亲子游、研学等项目，让集体经济更加多
元化。

水库堤坝下，是一大片修整好的弯弯梯田。
田里蓄上了水，正在招租。鲁永川说，田里可以

发展稻鱼稻虾种植养殖，还可以栽种荷花，吸引
游客前来游玩。

从水库顺山而下，来到马井村位于长江边的
一个叫金鸡背的地方，可看到一个已经建设成
型、即将开放的露营基地。露营基地远离喧嚣，
视野开阔，举目远眺，对面的巴南区木洞镇桃花
岛尽收眼底。

“光是水库旅游项目，每年就能为村集体经
济创收六七万元。”鲁永川说，目前村里正计划拓
宽改造水库至露营基地公路，预计年底前可竣
工，“到时路更宽、水库更美，游客能玩得更舒心，
集体经济收入也会节节高。”

化解矛盾纠纷
党员志愿者上门当“和事佬”

这段时间，五宝镇干坝村十组村民莫升明
不时会到村里土地流转项目现场帮忙，和负责
项目的翔宇公司施工员也相处和睦。很难想
象10多天前，莫升明跟这家公司还有点“水火
不容”。

矛盾起因源于流转土地过程中，莫升明认为
公司应该把他家房屋一起“流转”，一次性把钱赔
了。施工方不接受这个条件，双方为此僵持不
下，项目施工一度受阻。

这件矛盾纠纷引起了村党总支的注意。干
坝村“小马工作室”党员志愿者张元贵专门上门
调解。

78岁的张元贵是退休老支书，人熟地熟
情况熟政策熟，大家都叫他“张百科”。他认
真倾听莫升明的想法——屋后那棵几十年的
大黄葛树快倒了，希望公司帮忙把树砍了。

张元贵现场查看，发现大树确实威胁房屋安
全，但砍树加运输起码要花费四五百元。

因为双方闹得有点僵，张元贵没有马上答应
莫升明的要求，只说“去做做工作”。随后，他找
到翔宇公司负责人，希望给予支持：“免费做好这
事，可能就是解决矛盾的转折点。”

第二天，公司派了几名工人为莫家砍树。
下午，张元贵又去了趟莫家，在树桩前开导莫升
明：“这家公司不错，帮你解决了难题。”见莫升明
连连点头，张元贵趁热打铁：“人家砍树没收你分
文。做人讲究知恩图报，你也要多支持人家工作
噻。”

张元贵走后，莫升明寻思了一阵，走进鸡圈
抓起两只肥鸡母，径直送到翔宇公司项目部。双
方的疙瘩就此解开了。

干坝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怀余说，村里注重自
治、法治、德治融合，党员志愿者们带领热心群
众，每年化解各类矛盾纠纷上百件，营造了安宁
和谐的美好氛围。2021年，该村被评为第八批

“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
坚持党建统领、全面开花，成就了五宝镇的

变美之路——近年来，五宝镇经济社会发展稳步
向前，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
伐。截至目前，该镇除村村跻身“重庆市美丽宜
居乡村”行列，还成功创建市级最美庭院4家、区
级最美庭院28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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