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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太阳出来啰喂，喜洋洋啰郎啰……”仲
夏时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土
家族民歌《太阳出来喜洋洋》的旋律不时响
起，栋栋民居掩映在绿水青山之间，株株黄精
在木瓜树下拔节生长。

“我们依托‘三变’改革，组建起村集体股
份经济联合社，发展了黄精、木瓜、脆桃、脆李
等1500余亩产业，去年村集体收入突破200
万元。”华溪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祥
生介绍。

华溪村所取得的成绩，是石柱县村集体
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石柱县不断
探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方式，既推动村庄内
部的“三变”改革，又通过强村带弱村、村村抱
团发展，使村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

“三变”改革
华溪村入选全国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典型案例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一批全
国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华溪村
成为重庆唯一入选案例。

但在过去，华溪村主要种植玉米、土豆、
红薯等传统作物，产量低，效益差，村中一半
以上的劳动力外出务工，部分土地闲置，村集
体经济薄弱。

2018年起，华溪村依托“三变”(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组建村
集体股份经济联合社，负责管理集体资产、开
发集体资源、发展集体经济等。

在此基础上，华溪村成立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中益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由村集
体股份经济联合社出资 468 万元、占股
93.6%，16个村民出资32万元、占股6.4%，负
责旅游开发、中药材种植和销售、中蜂养殖、
农副产品加工等业务，探索培育“1+1+N”（1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1个公司、N个合作经营
项目）市场主体架构。

自成立村集体经济公司以来，华溪村发
展了黄精、木瓜、脆桃、脆李等特色农业种植，
以及华溪大米、黄精面条、华溪盐竹笋等农产
品加工产业。每年，公司将利润的93.6%分红给村集体经济联
合社，经济联合社再按照6：3：1的比例进行二次分红，其中60%
分红给全体村民，30%作为“两不愁三保障”专项基金，从多个方
面对村民进行激励和帮扶，剩下的10%则作为村集体公益金用
于日常开支。

王祥生介绍，去年华溪村集体经济收入达201万元，在前不
久的华溪村第五届村集体分红大会上，1246名村民分红近15
万元。

以强带弱
黄水镇8个村（社区）集体经济结对发展

“去年，万胜坝社区与我村结对，帮助村上利用撂荒地种植
75亩中药材虎杖，并发展民宿产业，全村集体经济收入达40多
万元。”石柱黄水镇金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蒋贵成说。

蒋成贵所说的结对帮扶，是黄水镇探索的“一社带一村”集
体经济发展方式。

黄水镇共有黄水、七龙、黄连、万胜坝4个社区，以及大风
堡、金花、洋洞、清河4个行政村，4个社区靠近黄水场镇，旅游资
源丰富，与4个村相比集体经济发展较好。为充分利用社区资
源优势，黄水镇将4个社区与4个村结对，通过以强带弱，推动
村（社区）集体经济协同发展。

去年，黄水社区与清河村、洋洞村结对，在社区内新建垃圾
资源回收站、露营基地等基础设施；黄水社区与大风堡村结对，
在社区内共同建立超市、便民服务中心、酒店等；黄连社区与洋
洞村结对，在社区内共同建起农贸市场；万胜坝社区和金花村结
对后，帮助村上发展民宿产业。

“在结对帮扶的基础上，黄水镇还整合8个村（社区）集体资
金，成立重庆市天上黄水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黄水镇竹笋专
业合作社，开发上线‘蜀江春鲜’特产销售和‘黄水避暑房’房屋
交易小程序，开展相关业务。”黄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黄水
镇8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实现收入186.47万元。

抱团发展
桥头镇村集体经济去年收入500余万元

石柱县桥头镇共有7个行政村，户籍人口1.2万余人，但在
过去常住人口却不足7000人，一批土地、农房因此闲置。

如何唤醒这批“沉睡”的资源？桥头镇决定让7个村集体抱
团发展，共同组建公司。

“让7个村集体成立一家公司，就是希望各村通过闲置资产
入股，发挥资源集聚效应。”桥头镇党委专职副书记汪见波介绍。

2021年，桥头镇马鹿、瓦屋、桥头、田畈、长沙、野鹤、赵山7
个村（社区）的集体经济组建千年桥头绿色农业产业公司，由各
村用村里的闲置资产入股，抱团发展乡村产业。

马鹿社区、田畈村、赵山村主要采用土地入股的方式，发展
种植产业。在产业选择上，三个村各有不同。例如，马鹿社区以
近2000亩土地入股，主要发展脆红李、茶叶等产业；田畈村以
2000多亩土地入股，主要发展梨产业；赵山村以1000多亩土地
入股，主要种植油菜、辣椒等。

瓦屋村、长沙村、桥头村主要以闲置农房入股，发展文旅产业。
野鹤村除了以1000亩土地入股发展脆李产业外，还将闲置

村小校舍入股。校舍经改造后用于开办乡村振兴产业学校，设
电商直播、乡村旅游、农业社会化服务三个班型，为镇上乡村产
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汪见波介绍，去年，桥头镇7个村的集体经济共收入500余
万元，向全镇群众分红3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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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6月19日，巫溪大宁古城、大宁河畔，
国际烤鱼之乡·2023巫溪烤鱼文化节正式
启幕。众多市内外游客慕名而至，在大宁河
畔一品美味的巫溪烤鱼。

不久前，世界中餐业联合会授予巫溪
“国际烤鱼之乡”称号。

世界烤鱼，源味巫溪。五千余年“上古
盐都”与奔涌入江的大宁河水，伴生了两千
多年的巫溪烤鱼。

如今，烤鱼之于巫溪，不只是承载味蕾
与乡愁的一道美食，更是引领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破圈”的爆点之一。

从大宁河边“游”出来的这条烤鱼，为啥
能火“出圈”？为了这张美食名片，巫溪又有
哪些“破圈”之举？

发展全产业链，打造烤鱼
产业集群

巫溪地处渝陕鄂三省市交界处，南近长
江天险，北临巴山要隘，境内山清水秀、资源
富集。良好的资源禀赋，为巫溪烤鱼的崛起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巫溪立体地貌明显，四季分明，雨量充
沛，地下水资源丰富。丰富的水资源和优良
的水质，为冷水鱼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
件，全县水产养殖面积超过1万亩。

好山好水给巫溪美食提供了多样化、特
色化的食材选择。绿色生态的食材资源成为
保证巫溪烤鱼品质和风味的独到秘诀之一。

近年来，巫溪大力发展烤鱼等生态产
业，全力做好“土特产”文章，助力乡村振兴
和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此，巫溪不断培育相关产业，多产业、
多行业围绕巫溪烤鱼共同发展，形成了以烤
鱼为圆心的产业支撑体系。

来自巫溪县商务委的数据显示，巫溪县
内已发展各式烤鱼门店230家，年售烤鱼
10万余条，年产值达到1500余万元。而全
重庆拥有巫溪烤鱼门店1600余家，在全国
各大城市中，巫溪烤鱼门店更是多达1.3万
余家。

下一步，巫溪将把以烤鱼为主的预制菜
作为工业发展的主导产业来抓，将烤鱼与预
制菜产业结合，科学制定产业发展方案，加
快烤鱼预制菜研发推广，打造巫溪烤鱼特色

产业集群，力争到2026年烤鱼预制菜产业
年产值达10亿元。

加强品牌营销，做靓巫溪
烤鱼经济

6月17日下午，巫溪县委副书记、宣传部
部长等县领导身着统一“队服”组队来到重庆
中心城区，兵分数路，在解放碑步行街等四大
商圈，全力“揽客”，推介巫溪文旅资源。

当天下午两点，人流如织的解放碑步行
街，因一段快闪舞蹈按下了“暂停键”。随着
《忆江南》音乐响起，以巫溪文旅IP“灵兮”
为创作灵感的快闪登场，吸引大批游客和市
民驻足围观。

“天地灵气，逍遥巫溪，欢迎大家到巫溪
吃烤鱼！”眼看人气渐旺，巫溪县委副书记黄
作胜小跑到舞者中间，扯开嗓子发出盛情邀
请，“6月19日巫溪举办烤鱼节，今天我给
大家送福利来了！”

县领导带队揽客，只是巫溪加强营销、
强化品牌，做靓巫溪烤鱼经济的众多举措之
一。

巫溪紧紧抓住“营销”这个关键，不断加
强巫溪烤鱼品牌宣传推介，努力拓展巫溪烤
鱼市场：

一方面，加强线下推广，在大宁古城优
化烤鱼门店街区，选址建设独具巫溪烤鱼特
色的标志性建筑，规划建设多点位网红打卡
标志，使之成为巫溪旅游的靓丽名片。另一
方面，加大线上引流，通过全媒体宣传巫溪
烤鱼制作工艺和非遗文化，推广销售巫溪烤
鱼、特色小吃等产品。

巫溪人还通过编撰《巫溪烤鱼赋》《巫溪烤
鱼说》等文学作品，创作《外婆的烤鱼》《大宁河
边吃烤鱼》等歌曲，以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

“烤鱼故事”，放大品牌效应，激发产业活力。

推出“烤鱼专列”，抓住年
轻人的味蕾

6月19日13:22，重庆北站，来自多个
国家的留学生及全国各地百名应届大学毕
业生一道，乘坐“烤鱼专列”，前往巫溪进行
两天一夜的寻味之旅。

“烤鱼专列”上，来自法国的Roman发

出欢快笑声。Roman说他非常喜欢重庆的
山山水水，“大宁河边吃烤鱼，我很期待！这
次烤鱼之旅，就是一次浪漫之旅。”

来自安徽合肥的孙瑜晗为了吃上巫溪
烤鱼，专门推迟了回家行程，“昨天毕业典
礼，才带安徽来的表妹吃了烤鱼，今晚和同
学又要到巫溪吃烤鱼。”

邀请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在渝外国留学
生到巫溪吃烤鱼，是巫溪抓住年轻人味蕾的
创新之举，也是巫溪把烤鱼推向全国、全世
界的创新举措。

当天15：04，“烤鱼专列”到达奉节高铁
站后，数辆大巴直接将游客送到巫溪。

据了解，在6月19日—8月31日期间（每
周一至周四），游客从奉节高铁站坐正规大巴
车或正规网约车到巫溪，实行免票，免票名额
每周100个。非巫溪籍游客可在奉节高铁站
巫溪游客中心凭身份证领取乘车券。

此外，6月17日至7月6日，巫溪文旅
“一机游巫溪”小程序还定时发放万份巫溪
烤鱼券、巫溪景区门票、大宁河漂流折扣券
等，价值百万元。

大宁河边这条鱼为啥火“出圈”
打响“烤鱼”美食名片，巫溪“破圈”之举抢眼

□本报记者 刘翰书

重庆南山，素有“城市肺叶”“山城花冠”
之美誉。其中，“山城花冠”的名号与传承了
200多年的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南山盆
景技艺”密不可分。

在南岸区南山街道双龙村，有超过三成
的村民从事盆景产业。他们在发展中求新
求变，又打响了“中国南山杜鹃盆景之乡”的
名号。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进双龙村，探访
当地在发展南山盆景产业中传承与求新的
故事。

一个契机
求新求变，杜鹃盆景从此声名远播

双龙村的花木盆景文化，至今已有200
多年历史。

该村地处海拔300至800米的南山风
景区腹地，毗邻南山植物园、重庆抗战遗址
博物馆，森林覆盖率达85%。山丘地貌、酸
性土壤、深厚土层、充足日照、丰沛水源等优
越条件，让这里成为众多花卉苗木的理想生
长地。

经过历代官商造屋建园，南来北往传经
送宝，师傅徒弟代代相传，当地逐步形成了
渝派特色的盆景技法特征。

上世纪50年代，南山植物园开始建设，
彼时市政园林需要依托当地村民管护，双龙
村很多村民因此成为花卉苗木种植的行家
里手，花卉苗木种植、盆景蟠扎造型等在当
地蔚然成风。

随着时间的推移，蜡梅、罗汉松、三角枫
等数十个品种的“南山盆景”渐渐有了知名
度。如今，全村1157名村民中，就有350多
人以盆景为业，苗木种植面积达2000余亩，
年产值2000多万元。

“虽然品种多，名气也不小，但在上世纪
80年代，我们开始意识到，要走一条高附加
值的转型之路。”双龙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
主任韩庆告诉记者，除去林地，全村真正可
用于花卉苗木种植的土地并不多，相较于北
碚静观、巴南一品，以及四川的成都温江、郫
都等地动辄上万亩的种植规模，双龙村简直
不值一提，“所以我们必须走高附加值之路，
才能将盆景产业做优做强。”

现年68岁的中国盆景艺术大师田一
卫，为双龙村盆景产业的转型升级带来了契
机。上世纪80年代在上海举行的第一届中
国盆景评比展览会上，由田一卫带去的两株
杜鹃盆景卖出了7000多元高价。

消息传回双龙村，各盆景大户争相效
法。

“经过30多年发展，杜鹃盆景从规模和
产值上看，均已占到全村盆景产业比重的
85%以上。”韩庆说，通过大户带领以及田一
卫等盆景大师的“传帮带”，双龙村已培育出
三代市级盆景艺术大师5人、花卉园艺师

12人、盆景技艺非遗传承人30人，花木盆
景种植户150户。

以杨彪、张乾川、邱定喜、肖庆伟等为代
表的大户赴外参展屡获国际国内大奖。进
入21世纪后，双龙村的杜鹃盆景更加声名
远播，被中国风景园林学会授予“中国南山
杜鹃盆景之乡”的称号。

一场展会
招牌打响，盆景售价提高三成左右

“形成层能否对准，是嫁接能否成功、品
种能否完成更换的关键。”6月21日，在自
家小院里，双龙村双燕组村民邱龙一边拿着
嫁接刀小心翼翼侍弄，一边向记者介绍盆景
嫁接的要领。

经过为期半个月的绑扎固定后，这盆由
米叶罗汉松和中叶罗汉松嫁接而成的盆景，
形态将更美更丰腴。

邱龙10多岁时就开始跟着父辈学习盆
景技艺，是南山盆景技艺的第二代传人，至
今从业近40年。

在他的4层小楼及小院里，儿子、儿媳
经营着农家乐和特色餐饮，他则与300多株

盆景为伴。其中最令他引以为傲的是一株
精心打理了20多年、形如“寿”字的罗汉
松。“前些年有人开出20万元的高价，我没
舍得卖，有感情了。”

“摘、栽、缩、疏、放、伤、变”，三弯九拐、疏
根亮爪、古朴自然、雄浑苍劲……谈及南山
盆景技艺要领和风格之变，邱龙如数家珍。

他告诉记者，盆景属于小众消费，看似成
本不高，但一株杜鹃盆景，从选坯、蟠扎、嫁
接、修剪、养护，到配盆、上盆、定名，少则三五
年，多则10余年，有些甚至要耗费数十年的心
血。也正因如此，精品盆景价值不菲。

“少则数千元一盆，多则上万元一盆，一
年下来，一户花农卖出30多万元不是稀奇
事。”邱龙说，2019年举办重庆南山千盆杜
鹃盆景展后，知道双龙村盆景的人多了，大
批来自沿海地区的客商来到村里采购，那年
展会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全村就卖出了各类
盆景2000多株。

“有次一个旅行团就买走了我近百株小
型盆景。还有一名来自温州的游客，精挑细
选后花1.8万元买了一株。”邱龙说。

韩庆介绍：“那场展会之前，一般是经销

商来选购，近年来则主要是终端消费群体直
接进村选购。由于减少了中间环节，村里的
盆景价格平均提高了30%左右。”

据了解，去年双龙村人均收入超过4万
元，其中蟠扎工匠每天收入至少500元，著
名工匠则可高达每天2000元。

一个园区
建成之后，年产值有望增加千万元

随着声名远播，双龙村不再满足于出售
“大路货”的盆景，眼光逐渐瞄准“精品”路线。

前些年，该村投资1000万元建起占地
1.3万平方米的盆景园，用以展示精品盆
景。随后，南山街道以该盆景园为中心，打
造了南山盆景展示交易一条街。

“2021年，我们村卖出了一株3米多高
的网红金弹子，价格350万元！”韩庆告诉记
者，目前双龙村盆景产业主要分三类：精品
盆景占比 20％左右，一般盆景占比接近
70%，微型、小型盆景等占比10％左右。

“丰富高中低三个档次的产品线，实现
单价从几百元到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几
百万元的市场全覆盖，这是双龙村盆景产业
当前发力的重点之一。”韩庆介绍。

“接下来，我们将以南岸区建设城乡融
合发展先行示范区为契机，分三期打造双龙
村盆景文化艺术产业园。”南岸区南山街道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产业园位于双龙村下石牛组，将整治土
地70亩，配套建设灌溉、排水沟、生产便道
等产业基础设施以及观光亭、观景平台等旅
游观光设施。

当地政府还将积极招商引资引进优质
园林企业及花木大户入驻，按照“一年打基
础，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的规划，逐步
将这个产业园建设成为集制作、展销、教培、
研学、观光旅游、绿化服务等多功能于一体
的综合性产业园。

产业园建成后，双龙村的盆景产业年产
值有望增加1000万元，让“山城花冠”和

“中国南山杜鹃盆景之乡”的名号越叫越
响。

全村350多人以盆景为业，未来年产值将达3000多万元

双龙村盆景成了“聚宝盆”
探访村镇特色产业③

□刘翰书

双龙村“扭住”盆景这一传统产业谋发
展，其间不断求新求变，走出了一条致富之
路。

双龙村的盆景产业，历经了两次“转

型”，一是从“小打小闹”到“走高附加值之
路”，二是从提供“大路货”到培植“精品”。
在稳扎稳打又求新求变的发展过程中，南山
盆景的品牌效应逐步增大，产品竞争力逐步
增强，农民收入逐步增加。

传承是根。双龙村没有忘记“传承”，

充分用好自身的资源禀赋并持续发扬光
大，培育出三代市级盆景艺术大师5人、花
卉园艺师 12 人、盆景技艺非遗传承人 30
人。

依托发轫于200多年前的传统技艺，双
龙村数代花农通过举办节会、建盆景园、建
盆景文化艺术产业园等，让渝派特色盆景技
法得以发扬光大，走出了一条“传承+致富”
的新路子，可圈可点。

求新求变，传统非遗产业走出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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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县华溪村集体经济分红现场（本报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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