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谷雨时节，铜梁双山镇建新村漫山
遍野的樱桃园里，一颗颗樱桃在暮春的
雨里愈发晶莹剔透。

双山镇，因境内的仙隐山、掌印山
“双山”得名。4月14日开幕的双山樱
桃节，其主题“仙隐双山 樱你而美”正
是由此而来。

“早春二月赏樱花，谷雨时节摘樱
桃。”双山镇党委书记杨东升介绍，每年
早春和暮春时节，仙隐山、掌印山上的
6000余亩樱桃园游人如织，“每年来的
游客超过20万人次。”

杨东升说，双山镇在一朵花、一颗
果上做文章，将户籍人口仅1.2万人的
山区小镇打造成“樱桃小镇”，将小樱桃
做成了大产业。

一花一果
衍生出一个产业集群

4月22日，是个细雨纷飞的周末，然
而，双山镇的镇村干部却无一人休息。

“虽然下着雨，但来的人也多，不引
导的话，车把路都堵完了。”双山镇党委
副书记肖阳兵的遮阳帽变成了遮雨帽，
衣裳也已湿透，“年年赏樱花或摘樱桃
都这样，全镇的干部几乎忙得脚不沾
地，游客服务、货源组织、宣传营销、活
动保障……要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
归。”

不仅如此，镇上的干部还带头搞直
播、拍视频——穿上汉服到花下扮“花
仙子”，站在樱桃林里直播带货……

如今，双山镇的6000余亩樱桃年产
量约60万公斤，年销售收入近3000万
元。同时，双山镇已连续16年举办樱桃
旅游节会，2022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60余万元。

一花一果，还衍生出一个产业集
群。

“我们不断引进和改良樱桃品种，
目前正和四川简阳合作，计划引进车厘
子种植。”杨东升介绍，双山镇还致力于
产业品牌打造和产业延伸，联合企业一
同开发樱桃果酒、樱桃电商展销中心平
台等，“包括樱桃在内的四五十个本地
农特产品都能通过电商平台销售。”

在“仙隐双山 樱你而美”的品牌
宣传推广下，双山镇谋划推出“1+N”产
业发展集群。其中，“1”是樱桃主导产
业，“N”是延伸多元产业，包括跑山鸡
养殖、中蜂、香椿、大米加工、柠檬、观赏
鱼等产业。

花果飘香
乡村变成梦幻景区

樱桃是一种“娇贵”的水果，对生态
环境极为敏感。

“双山镇的好山好水滋养出了好樱
桃。”家住重庆主城区的邓彬被双山镇
的山水所吸引，在双山镇群坊村种下了
300多亩大棚樱桃。

4月，春雨淅沥，在邓彬的大棚樱
桃基地里，饱满多汁的樱桃挂满枝头。

“去年收入100多万元，群坊村村
集体也分红了11万多元。今年肯定
能超过去年。”虽是雨天，大棚樱桃基
地里却满是采摘樱桃的游客，邓彬说，

“现在摘樱桃的人多，之前看樱花的人
也不少。”

基地里展示着许多游客的赏花照
片。“气温上升到18℃左右，樱桃花就
会开放。”邓彬在大棚樱桃基地的入口
处建起了一条千米长的樱花大道。初
春时节，路上的樱花、棚内的樱桃花同

期开放，年年都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拍
照打卡。

不仅是在邓彬的大棚樱桃基地，每
年春天，仙隐山、掌印山上的6000多亩
樱桃花肆意绽放，双山镇还在樱桃林间
建起了观景平台、休闲凉亭、景观廊道
和3千米长的环线步道。游客行走其
间，淡淡的花香弥漫四野，洁白的花瓣
被微风吹动，纷落如雨，宛如梦幻。

种养结合
实现土地集约利用

“我们的跑山鸡，是闻着樱桃花香、
吃着樱桃长大的，你说是不是‘樱桃
鸡’？”双山镇建新村党支部书记吴跃学
种植了80多亩樱桃，并在樱桃树下套

种了魔芋、百香果、葡萄、李子等经济作
物，同时在樱桃林里养殖了近5000只
跑山鸡。

“跑山鸡不仅是林子里的‘除草
机’，还能捕食林子里的虫子，鸡粪也能
当肥料，一举多得。”吴跃学算了一笔
账：一年出栏跑山鸡上万只，一只鸡的
售价上百元，鸡蛋2元一枚，一年能带
来不少的收入。

在吴跃学的带动下，建新村几乎家
家户户都开始在果树下养殖跑山鸡。

以此为基础，建新村着力打造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建设山地特色农业种养
殖基地7个，覆盖全村7个社，带动270
余户农户在果林下养殖跑山鸡，年出栏
跑山鸡超过两万只。

杨东升介绍，这种套种套养方式，
不仅实现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最大化，
还带动群众实现二次增收，一举多得。

在双山镇岩湾村樱桃树下，“85
后”重庆小伙胡华建起了占地300亩
的观赏鱼养殖基地，养殖锦鲤、锦鲫、
鸿运当头等30余个观赏鱼品种。

“岩湾村的水源天然无污染，特别
适合养殖观赏鱼。”如今，胡华的观养殖
基地，年孵化观赏鱼苗9000万尾，培育
养殖成品鱼30万尾，产值1100万元。
一尾尾从双山镇“游”出去的观赏鱼，远
销全国各地及海外市场。

早春赏樱花 暮春摘樱桃

铜梁双山镇做好“一花一果”致富文章

◀樱桃园里，村民正在采摘樱
桃。 （受访者供图）

▲春天，铜梁双山镇6000多亩樱
桃园里樱桃花盛开。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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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翰书

4月19日，记者从在云阳召开的
全市农村供水水质提升现场推进会暨
农村供水保障培训会上获悉，2022年
该县农村供水水质合格率达91.2%，较
2021年提升16个百分点，让农村实现
了从“有水喝”向“喝好水”的转变。

“我们利用‘一江九河’天然水源优
势，积极构建城乡供水‘大水源’格局。”
云阳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障
群众生产生活用水，云阳将水源水库谋
划建设作为重中之重，持续推进骨干水
源工程和“双水源”工程建设。目前，全
县已建成176座大中小型水库，“十四
五”期间还将新建和完工向阳、福泰、大
堰滩等一批大中小型水库，使总库容达
到2.3亿立方米。

在构建“大水源”前提下，云阳还围
绕“大水网”发力。上述负责人称，通过
构建以北线洞青水源工程、南线幸福水
库水源联通工程为主骨架的“两线七

网”供水网络，云阳区域乡镇实现了水
源与水源、水源与水厂、水厂与水厂之
间的互联互通、互调互济，逐步构建起
多源互补、水量充足、水质安全的城乡
水网新格局。

云阳还把全面解决农村居民饮水
安全问题作为保障农村民生、促进城乡
融合发展和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
容常抓不懈。比如，针对农村供水点多
面广管理难的问题，重组了13家乡镇
集镇供水企业、整合63个水厂，组建专
门公司实现统一监管，加快推动了农村
供水提质增效。

“截至目前，全县改造完成场镇水
厂25座，建成智慧水利平台，农村饮水
智慧系统也上线运营。”云阳县水利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25年还将完成
剩余32座场镇水厂的改造提升，通过标
准化、智慧化，实现水量水质优化调度、
设施设备联动控制、管网流量自动监
测、维修服务高效响应，充分利用智慧
水利系统，推动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

云阳农村供水
从“有水喝”到“喝好水”

本报讯 （记者 罗芸）4 月 24
日，在沙坪坝区2023年“星耀沙磁”招
商引资项目签约活动上，40个项目签
约，涉及先进制造、枢纽经济、教育均衡
等领域，总金额达245亿元。

近年来，沙坪坝区立足自身资源优
势，推动主导产业实现集群发展、量质并
举。此次签约的项目投资额度大、科技
含量高、引领作用强，有望为沙坪坝图新
图变图强注入新活力、积蓄新动能。

其中，北京飞象星球科技有限公司
着力通过“人工智能+教育”实现优质
教育资源均衡发展。该公司总经理葛
汝勇介绍，沙坪坝是教育资源丰富的科
教大区，公司将利用自身技术和积累的
课程资源库，为中小学延时服务提供艺
术、劳动、体育等课程，助力中小学生综
合素质提升；同时，该公司还将立足沙
坪坝，为边远地区提供同步的网络优质

教育资源，让更多优质课程走进边远地
区。目前，该网络优质课程已覆盖贵
州、内蒙古等省、自治区，近期还将覆盖
我市云阳县部分边远乡镇。

此次签约落户的上海韦翰斯生物
医药科技有限公司，拟在沙坪坝打造韦
翰斯生物重庆遗传病基因检测和出生
缺陷三级防控中心项目，开展覆盖孕
前、孕中、孕后三级预防的遗传病基因
检测服务。“沙坪坝交通便捷，医疗资源
丰富，政府服务也十分贴心。”该公司联
合创始人谈凌云表示，公司在沙坪坝打
造的项目，将立足重庆为中西部地区更
多家庭提供服务。

据了解，沙坪坝下一步将着眼产业
高端化、高质化发展，深入实施“星耀沙
磁”计划，进一步延长产业链、畅通供应
链、提升价值链，加快构建特色优势产
业体系。

聚焦先进制造、教育均衡等领域

沙坪坝40个项目签约
总金额245亿元

□本报记者 罗芸

4月23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几个茶园集中的乡镇，迎来了许多操着
外地口音的客商——尽管首届“秀山毛
尖”杯茶王赛暨第二届武陵山茶文化节
（以下简称“一赛一节”）已落幕，但仍有
三成茶商主动留下来继续考察、对接。

作为我市茶叶生产第一大县，目前
秀山已具有一定的茶叶生产规模，但还
存在品牌不够响亮的问题。本届“一赛
一节”邀请了市内外90余名茶商前来考
察，为的就是拓展秀茶“朋友圈”，为秀山
茶叶唱响品牌支招，推动“秀茶出山”。

“秀茶真的好香，让人不得不留下来
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山东茶商吴春华
的话，是不少主动留下茶商的心声。

“这次参加‘一赛一节’的茶商中，
90%是第一次来秀山。”秀山县农业农
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一赛一节”会
后，来自浙江的客商立马启程去了海洋
乡，了解当地茶叶生产情况；中国台湾、
四川客商再次组团访问“一赛一节”期
间组织参观过的钟灵、梅江，与制茶企
业洽谈；市内不少茶商去了种植面积较
大的洪安、峨溶等乡镇茶园……

“秀山茶叶种植面积大、品质好。更
关键的是，这里的品牌还没完全打响，可
开拓的空间特别大。”吴春华表示，秀山
茶叶和茶产业值得留下来深入考察。

“秀山茶叶给我的感觉就是——
醇。”江苏省苏州源丰积茶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朱荷芬感叹。她是我国为数不
多的具有茶叶研究员职称的专家之一，
曾跑过全国80%的茶叶基地，却是第
一次来到秀山。

朱荷芬所说的“醇”，一是指秀山茶
叶汤感鲜爽、醇厚，茶叶品质好；二是指
秀山茶农、制茶企业都十分淳朴——

“两个方面的原因都决定了秀山出好
茶。”朱荷芬说，这次她来寻找适合做花
茶的全烘青绿茶叶原料，因此需要进一
步了解当地的制茶成本、寻找技术稳定
的制茶企业作为合作伙伴。

那么，秀山茶叶要如何通过进一步
唱响品牌、提升产业附加值？

“秀山茶叶品种多，每种茶叶的茶
形也都不尽一致。建议减少一些表现
不佳的品种，并为表现较好的茶叶品种
寻找到与自身特性最匹配的茶形。”来
自我市九村茶叶市场的茶商李祥琼表
示，目前秀山在制茶方面还需实现相对
的“统一”与“提升”。

朱荷芬认为目前秀茶已具备与国内
知名茶叶品牌比肩的品质。“但在做响品
牌方面，还得向传统品牌学习，利用本地
人拓展稳定的销售渠道。”朱荷芬说，“做
响茶叶品牌需要久久为功，也需要对本
地人进行培训，让他们在销售中成为宣
传秀山茶叶的‘品牌大使’！”

“一赛一节”落幕后
这些茶商为何还逗留在秀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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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4月23日，2023中国（奉节）脐橙
产业交流会在奉节县举办。会上，多位
专家指出，以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
信用社为载体的“三社融合”是集聚生
产、流通、信用三大要素的重要手段，将
有效统筹政府、企业、农民三方力量，补
齐产业发展短板、锻造长板，全面激发
乡村活力。

奉节所处的三峡库区是全国柑橘
最适宜生长的区域之一，不仅土壤气候
非常适宜柑橘生长，而且也是全国首个
柑橘非疫区，脐橙一直是当地响当当的

“金字招牌”。
为了进一步畅通奉节脐橙的产供

销平台，奉节在我市率先探索“供销合
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
作社”三社融合模式，形成农民得实惠、
集体得效益、供销得发展的“三赢”格
局，蹚出一条农村集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壮大的新路子。

整合零散资源，“三社”
融合促“三变”

仲春时节，奉节县羊市镇渔灯社
区，延绵起伏的山坡上一株株脐橙树枝
繁叶茂，长势喜人，连片的翠绿让这个
曾经落后的小山村充满了生机。

经营着这片果林的羊市镇渔灯社
区七星综合服务社理事罗启财说，四五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坡坡，村里耕地
有限，且分散在各家各户，种的都是玉
米、土豆等低效农作物，根本谈不上产
业发展。

直到去年，镇里将七个低山村落的
资源整合起来，以基层供销社站点、农
村信用合作社为纽带，成立了脐橙专业
合作社，依托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融
合发展模式，改变了过去脐橙种植“单
打独斗”的情况。

“去年，我将5亩土地入股合作社，
不仅土地能分红，务工还能挣钱。”合作
社村民冉征雄高兴地说，他家一共五口
人，将土地入股后一年就获得2000多
元的分红，再算上务工的收入，家庭年
纯收入在5万元左右，实现了就近务工
的增收梦。

“我们统筹‘三社’融合发展和农村

‘三变’改革，盘活农村资源资产，通过
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农村集体资产
稳定增值、农民收益稳步增长。”罗启财
说，目前，全镇已有6000余户村民入股
羊市镇渔灯社区七星综合服务社，先后
发展起近万亩奉节脐橙。

畅通物资流通，脐橙叫好又叫卖

“以前最怕买到劣质种子化肥，现
在一个电话，供销社便将农资物品送到
家门口，不仅价格有优惠，还都是牌子
货。”在奉节永乐镇陈家社区，种植户陈
大发正抓紧春管时节，忙着为脐橙果树
修剪枝叶。

陈大发告诉记者，自己种了三年脐
橙，以前结的果子又苦又涩，去年在技
术员的指导下，他们更换了有机质肥
料，果子产量和品质都提升了。

脐橙是奉节的支柱产业，但长期以
来，仍面临着集约化程度低、高端市场
占比不足等难题。许多种植户还是凭
着经验种植脐橙，缺乏对技术和市场的
把控。

供销社一头连着生产端，一头连着

市场端。近年来，奉节供销社发挥双向
资源优势，建立起技术队、劳务队、营销
队三支队伍，推广普及脐橙生产技术标
准，稳定脐橙种植规模，为脐橙集采、集
销打下坚实基础。

今年，奉节脐橙就成功打开了成都
及嘉兴两大水果市场，县里建立了统一
的鲜果洗选加工厂，通过分级包装后的
优质鲜果在嘉兴水果市场仅批发价就
卖出了5元一斤的好价。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小散
乱的销售模式已经没有竞争力了，奉节
脐橙更需要抱团发展，走品质化、集约
化路线。”奉节县供销社相关负责人说，
接下来，他们将积极丰富产品供给形
式，用好电商等互联网销售平台，完善
奉节脐橙供应链系统，实现奉节脐橙从
田间地头直达市民餐桌。

引来资金活水，种植户信心更足

受个体实力弱、抵押物不足、信用
不足等因素影响，脐橙种植大户往往面
临融资难、融资贵等难题。“三社融合”
正是瞄准了这些“痛点”，将合作社“组

织动员”优势，农信社“资金”优势，供销
社“市场信息服务”等优势有机整合，让
农信社、供销社能“送服务上门”，更精
准高效地为农户解决问题。

依托各乡镇建立的“三社融合”平
台，重庆农商行奉节支行每周都会派出
工作人员走村入户，将惠农信贷业务下
沉到农村，了解奉节脐橙等主导产业的
发展需求，有效解决困难。

“人员下沉能及时打通政府、银行、
农户间的信息壁垒，以农户需求为导
向，拉动信贷业务。”重庆农商行奉节支
行相关负责人说。

今年初，在奉节县永乐镇陈家社
区，脐橙种植大户陈广友准备扩大脐橙
种植规模，他开垦了10余亩荒地，由于
前期资金投入回笼慢，他一时拿不出现
金购买脐橙种苗，情急中，他想到了向
银行贷款，“很多贷款产品都需要公职
人员出面担保，我既没有抵押物，又找
不到担保人，这可犯难了。”

银行工作人员在下村走访时了解
到陈广友的难处，向他介绍了新推出的

“三社融合”助农贷，贷款时不仅无需抵
押物，担保人范围也扩大到村社干部，
有效降低了金融助农的门槛。

这个月，陈广友递交了村支书签署
的信用担保书后，不到一周便拿到了
15万元贷款。“真是及时雨啊，谷雨前
就能完成新苗栽种，这让我对产业发展
更有信心了。”陈广友连声感谢。

据了解，聚焦联农带农、金融助农，
奉节县供销社成立了“目标客户库”，将
区域内依法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服务
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纳入目标库范围，
并与各大银行合作协商，围绕各大农业
经营主体实际需求开发金融产品，为乡
村产业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截至目前，
奉节县已开发了“夔融贷”、“三社融合”
助农贷等多款产品，其中，“三社融合”
助农贷自今年上线以来，已累计发放贷
款1100万元。

探索“供销合作社+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农民专业合作社”三社融合模式

奉节脐橙产业发展形成“三赢”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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