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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桥头镇是全市17个
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乡镇之一，也是市委
宣传部帮扶集团对口
帮扶乡镇，自2021年
5月起，有 12名驻乡
驻村工作队员在此扎
根。重庆日报记者把
桥头作为乡村观察点
之一，每年定期进行蹲
点调查、采访，记录桥
头的发展变化。近日，
记者第三次来到桥头，
再看新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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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5月18日，时隔一年，再次来到石柱土
家族自治县桥头镇，变化随处可见。

从整体着眼，地中海风情的商业一条街
已然开街，土家族特色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瓦屋小镇”也开门迎客，露营基地配套升
级，精品民宿聚集成片；于细处观察，小镇里
开了饮品店、火锅店，滨水湖畔新添了空中
漂流、观光小火车等旅游项目，闲置农田里
也种上了蔬菜。

这些变化，让去年确定下来的“千年桥
头 水韵果乡”2.0版桥头镇乡村振兴规划
轮廓更为清晰，农文旅融合发展态势日渐
显露。

新增40余家企业
集聚效应初步形成

“最近一年，我们努力在让‘蓝图’变为
现实。”驻乡工作队副队长叶林开门见山，

“重点工作就是广泛吸纳人才，政府搭台，让
企业‘唱主角’。”

此前，桥头镇就意识到人才对于乡村振
兴的重要作用，所以引回了村民刘书琴，开
办了桥头第一家民宿“冇名堂”；通过召开人
才引进会，面向石柱县广发“邀请函”，引进
了业主袁权，在长沙村湖畔开办民宿、建露
营基地，打造商业街。

“因为进驻得早，不知道发展态势究竟
如何，去年只是试一下水，投了300万元，打
算观望一下。”在露营基地新设的茶水吧里，
讲起一年多来的发展历程，袁权意气风发地
说，“目前我在桥头的总投资已经达到1000
万元，未来我还要继续追加1000万元，全力
把长沙村打造成滨湖康养小镇4A级旅游
景区！”

短短一年时间，从犹豫观望到信心满
满，袁权态度的转变来自于桥头人才的汇
聚，特别是市工商联副主席、市餐饮商会会
长严琦带着陶然居入驻，在她的影响下，许
多观望的企业纷纷来投资，一下子让这里
旅游内容更丰富了，接待能力也提高了。

严琦的入驻，就是桥头镇强化招商引
资、招贤纳士的典型案例。

严琦的陶然居是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
龙头企业，她本人也一直关注、支持农村产
业发展，此前就动员市餐饮商会成员单位在
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打造了“百企联百家”
农家乐院落群，成了重庆市村企结对帮扶的
典范。

但对于到桥头投资，一开始她是不感
兴趣的，原因是人少、产业不强、配套不完
善。“但镇里几次邀请我来考察，最后我还
是决定来看一看。”严琦说，考察下来发现
这里自然风光特别好，尤其是瓦屋村土家
特色的夯土房，让她一下子心动了，很快

“瓦屋小镇”项目启动，陶然居入驻。
不仅如此，严琦还流转闲置农房开

办了民宿，一租就是20年。“作为龙头企
业，此举给了其他企业在桥头投资的信
心。”桥头镇党委书记王东介绍，最近一
年，桥头镇新增企业40余家，目前全镇企
业总数超50家，餐饮、民宿已呈现集聚效
应，旅游人气、接待能力大大提升。

把学校办到产业基地
解决企业用工难题

各种企业相继到来，但问题也随之凸
显——桥头本地常住人口多为60岁以上的
老人，企业的用工很成问题。

期间，有企业尝试对外发布招聘广告，
可由于位置偏远，尽管开出的工资比市场价
高出三分之一，但还是没人愿意来。以陶然
居为例，目前仅有服务员2名，遇到客流量
大的时候，根本忙不过来，只能寻求镇、村干
部临时帮忙。

“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没办法在这里
安心发展。”王东说，去年镇上组织相关企业
召开座谈会，就用工问题讨论解决办法。经
推荐，桥头镇联系上了梁平职教中心。

作为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梁平职教中
心近年来通过与企业、农业主体等合作，在
产教融合方面做了许多探索。企业有需求
时，中心就将专业技能课程“搬”进企业生产
一线，不仅在实践中锻炼了学生的专业技
能，也帮助企业建起了人才“储备池”。

当桥头镇提出进行校地企合作时，梁平
职教中心决定创新办学机制——把学校办
到产业基地。

今年4月，通过对野鹤村闲置小学的整
修利用，一所乡村振兴产业学院在桥头镇正
式落地，梁平职教中心2022级旅游班49名
学生在此开始了异地求学之旅。

采访当天，在产业学院的操场上，学生
们正在几张大圆桌上进行餐饮摆台技能训
练，杯盘碗碟皆按照标准顺序摆放。“他们最
近陆续在陶然居有需要时去实践过，技能提
升很明显。”班主任陈雪莲说。

学生们显然也对这种办学模式感到新
鲜。“我想象中的乡村旅游就是看看自然风
光，吃点农家菜。但来到桥头镇，才发现原
来乡村旅游也能有很多花样，长见识了。”学
生李永康说，特别是站在景点现场去写解说
词，跟平时在网上查资料完全不一样，“有真
实感受，写得更生动。”

目前，桥头镇产业发展急需旅游、电商、
智慧农业等方面的人才，梁平职教中心相关
专业的学生将按需轮流到桥头上课。“未来
我们将以产业为平台，将这种合作模式进一
步深化。”王东介绍，比如在农业社会化服务
中，可尝试由产业学院承接项目，学生们一
边学习，一边就把服务项目完成了。

挖掘“千年桥头”历史文化
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

目前，桥头镇已吸引了多家企业家来投
资，大量市民来游玩，正在探索一条以市场
为主导的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记者在桥头镇看到，这里已打出“风情
土家小寨，精致山水小城”的发展定位，不仅
设计出了具有土家元素的桥头卡通形象、桥
头表情包，还成立了文艺小队，队员们身着
土家传统服饰，为游客表演土家啰儿调、土
家摆手舞等。

“我们还重点对‘千年桥头’的历史文化
进行挖掘。”叶林说，桥头场镇已有千年历
史，土汉文化在此交融碰撞，讲好桥头故事，
是提高吸引力的重要因素。

为此，桥头镇近年来加强对当地历史文
化的搜集和梳理。修建“三多桥”、白塔、乌
塔，维修大寨坎巴盐古道，藤子沟水库建设
移民搬迁，桥头八景……这些历史和故事的
挖掘整理，给桥头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启发。

桥头镇曾以多桥闻名，以前有乡绅造福
百姓修建了一座寓意“多子、多福、多寿”的

“三多桥”，但随着藤子沟水库的修建，整个
乡镇后靠搬迁，“三多桥”和原来的场镇被淹
没于水下。

“这背后体现的是桥头人民舍小家为大
家，全力支持国家建设的奉献精神。”王东说，
桥头如今已重新提炼“三桥”精神，将其重新
定义为回乡桥、连心桥、致富桥，创建“三桥”
党建品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精神动力。

目前，白塔遗址修复工作已在进行当
中，作为小镇的重要象征，不久后它就将重
新“归来”，成为桥头一道新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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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感受乡村“生长”的力量
两年多时间，三次采访桥头，变化可观

可感。
2021 年，驻乡工作队进驻不久，我们就

紧跟脚步来到桥头，这也是我第一次到桥
头。当时，工作队正在加紧“进状态”，大量
走访，摸清“家底”，然后制订出乡村振兴初
步规划，明确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

2022 年，时隔一年再访桥头，镇上已经
有了民宿、露营基地等业态进驻，“灰扑扑”
的乡镇“亮”了起来。在此期间，桥头镇在执
行发展规划时发现了不合理之处，并随之进
行调整，诞生了“2.0”版本的新规划，更清晰
的发展思路，让入驻业主增强了发展信心。

这次三访桥头，最强烈的感受就是人才
的大量汇聚，各类业态的蓬勃生长，让桥头
的农文旅融合内容得到迅速拓展和升级，乡
村振兴也由政府主导，转移为“政府搭台，企
业唱戏”，走上了市场化发展道路。

在市场化竞争中，企业为了发展壮大，
充分调动自身积极性主动谋发展，无论是增
添空中漂流、沿湖小火车等旅游项目，还是
从细节处对民宿“精雕细琢”，从特色餐饮入
手放大优势，大家在这方天地各展所长，在
自身发展的同时，也让桥头镇的发展越来越
好，这是一种从内释放出的自我“生长”的力
量，也让桥头发展未来可期。 (栗园园）

华系猪全产业链联盟在荣昌成立

5月17日，由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指导、国家生
猪技术创新联盟主管的全国首个华系猪全产业链联盟
在荣昌成立，联盟内各成员将进一步凝聚共识，为华系
猪全产业链提升、实现产业共同利益服务。

华系猪全产业链联盟是由重庆琪金食品集团、北
京二商和重庆国猪高科等企业发起，联合全国65家从
事华系猪育种、养殖、销售、屠宰、加工、品牌策划和销
售的企业以及从事相关技术研究的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等机构，共同打造集政、产、学、研为一体的创新创业
平台。

联盟成立后，将以地方猪保种选育、养殖屠宰、品
牌策划和终端营销等国家战略为指引，建立信息共享、
资源共享、合作研究、互惠互利的创新与成果转化应用
等模式，探索建立高效的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在
产业链的上、中、下游联合开展产业发展所需的相关技
术标准，定期举办联盟内的信息交流、研讨、服务等活
动，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发展，实现华系猪产业
链多环节增效，促进华系猪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张泽美

巫山培石乡：
修建冷库助力农产品销售

近日，巫山培石乡培石居委旁的施工现场热火朝天，
这里正在修建一座现代化冷库，目前主体建筑已经完
工。修建冷库旨在帮助当地农民解决农产品销售受季节
和气候因素影响的问题，提升当地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培石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镇，主要种
植椪柑、李子、杨梅等经济作物，同时还发展蔬菜种植
和畜牧养殖。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冷链设施，不少农产
品难以保存和运输，导致了大量的浪费和损失。

据介绍，该冷库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拥有先
进的温度控制系统和湿度调节设备。它可以帮助农民
将农产品保存更久，减少浪费和损失，提高经济效益，
同时还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务，如包装、分类、质检等，
帮助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加值。该冷库还将与当地的
电商平台和物流公司合作，打通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
拓展市场份额。

通讯员 谭家龙

云阳故陵镇：
赶场老人可免费吃午餐

5月21日上午，云阳县故陵镇养老服务中心的厨
房内，志愿者忙着清洗午餐需要的食材，厨师准备有营
养又好消化的菜品。每逢赶场日，这个“幸福食堂”会
为80岁以上的老年人制作营养午餐。

故陵镇留守老人很多，考虑到一些老人赶集路途
遥远，回家做饭不便，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幸福食堂”，
爱心企业重庆市鑫升劳务有限公司捐赠了10万余元
的爱心款和大米、食用油等物资。食堂每餐两荤、一
素、一汤，保障老人吃得舒心、吃得健康。

“饭煮得很软，饭菜很香，很满意。”90多岁的何明
英老奶奶说，才把集赶完就来这里吃上了热腾腾的饭
菜，很方便。“幸福食堂”运营当天为150多名高龄老年
人提供了免费的午餐。

通讯员 陈小娅 吴迎花

万州保安村：
买橄榄油量大从优

万州区百安坝街道保安村的自然环境，非常适宜
油橄榄生长。

重庆禄丰天润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在当地种植油
橄榄树2万多株，油橄榄品种达35个，现产果量为150
吨到200吨。初榨车间就设在橄榄园内，生产的橄榄
油为特级初榨橄榄油，健康生态、纯正、原滋原味，很适
合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价格为138元一斤，且全国
包邮，量大从优。

联系人：张老师；电话：13330319666
通讯员 蒲佳乐

巴南安澜镇：
大来山蓝莓60元一斤

近日，巴南区安澜镇大来山景区的蓝莓成熟了，一
串串蓝莓挂满枝头，让人垂涎。

即日起到6月底，市民都可以前去采摘，入园费40
元一人，可随便吃，采摘带走价格60元一斤。

联系人：胡老师；电话：15310908068
通讯员 罗莎

江津双溪村：
东魁杨梅30元一斤

江津区龙华镇双溪村的2000多株东魁杨梅陆续
成熟。

当地村民吴培先从浙江引进东魁杨梅，并与本地
树种杂交优选出新品种，所产杨梅个头大、品相好、口
味酸甜适中，深受顾客追捧，年年供不应求。今年杨梅
品质很好，价格30元一斤。

联系人：吴女士；电话：13896198638
通讯员 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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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8日，石
柱 县 桥 头 镇 瓦 屋
村，正在修建中的

“瓦屋小镇”。

▶ 5 月 18
日 ，石 柱 县 桥
头镇 长 沙 村 ，
游客路过一间
特色民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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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 18
日，石柱县桥头
镇乡村振兴产
业学 院 ，学 生
正在进行摆台
展示前的准备
工作。

▼

5月18日，石柱县桥头镇长沙村商业
街已具雏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