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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片高粱红”到“产区产业红”
——重庆酒企江小白的乡村振兴实践

在江小白农场中，大地艺术馆“破土”而出，与高粱地融为一体。

刘秀正在驾驶收割机收割高粱。

9月15日，江津永兴镇黄庄村，连
片红高粱满山遍野，村民们正忙着采
收。这里的高粱，与人们过去印象中
的“垂吊”不同，每一株都挺拔直立、煞
是喜人。这是江小白技术攻关、自主
选育研发的杂交高粱新品种——金皮
糯1号。自播种以来，已为当地带来实
打实的增收。

一个白酒生产企业，何以下如此
大的功夫，来关注农业种植技术？

在田间地头建立酿造的第一车
间，置身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下，正
是江小白酒业响应国家号召，为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进行的坚实实践。

近年来，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江
小白酒业正从“产品品牌”发展步入

“产区品牌”发展新阶段。依托江津产
区悠久的酿造传统与自然禀赋，从“农
场”到“酒厂”，从“原粮”到“原浆”，企
业将酿造的核心环节把控在了自己手
中，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品质优势。与
之同时，上万亩的高粱农场和近千亩
的两大酒厂，也正在助力于在地乡民
增收致富，拓展乡村振兴广阔天地，推
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黄庄村的这片“高粱地”，就是重
要标志之一。

在田间地头建第一车间
一场双赢的乡村振兴故事

入秋的重庆，太阳依旧火辣。黄
庄村的高粱地里，10多名“全副武装”
的农妇背着背篓，捡拾着收割机留下
的“漏网”高粱穗。收割机旁，34岁的
刘秀正在清点当天的“收成”——头戴
草帽，脚挽裤腿，从“打头”上看，他与
普通农人无异。

刘秀是江小白的种植技术员，江小
白农场负责人唐鹏飞曾这样评价：“他
是西南地区顶尖的高粱种植能人。”

而成就这位能人的，正是江小白
投身乡村的奔赴与决心。

2015年，刘秀回到家乡白沙。彼
时，江小白正着手在江津流转土地，用
于自有酿酒高粱种植。

在田间地头建立第一车间，从酿
造源头狠抓原粮品质——在江津区农
委的提议下，江小白酒业的高粱示范
种植基地，最终落地在距酒厂5公里的
黄庄村。

扎根泥土，让这片土地脱胎换
骨。江小白酒业从土地流转、土壤优
化、品种选育、机械化改造等环节做
起，让金色黄庄，成色十足。

在这场美酒与高粱的相遇中，刘
秀找到了自己的角色。

2016年，学农出身的刘秀加入高
粱品种选育团队。在四川省农科院水
稻高粱研究所研究员、国内顶尖高粱研
究专家丁国祥的指导下，经无数次的优
化改良，金皮糯1号终于培育成功。

金皮糯1号的高粱株穗大、质糯、
粒红、支链淀粉丰富，既适宜大规模的
机械化收割，更适宜酿造纯味的清香
高粱酒。

而最为重要的是，在此之前，当地
高粱亩产一般在300斤左右，而这一新
品种的亩产就高达700斤，最高亩产实
现830斤，创下川渝地区亩产高粱的新
纪录。

在选育团队的积极建议与参与
下，江小白牵手市农委、重庆文理学
院，联合攻关研发出特型播种机，可同
时进行高粱播种、施肥等作业，突破了
丘陵地区高粱种植的地形瓶颈，在重
庆首次实现了高粱种植机械化作业
……

年轻人的大胆创意与干事热情，
正给这片土地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这是乡村振兴最有底气的人才力
量，更是乡村振兴最有希望的康庄大
道。

而刘秀与团队所见证的，不仅是
江小白从一颗高粱种子开始，在酿造
源头建立“第一酿造车间”战略的成
功，更是江小白酒业扎根广袤乡村取
得的重大突破。

种植与文旅
打造农旅融合全产业链

对江小白与江津区而言，基于一
杯好酒的“相遇与联姻”，不仅实现双
方共赢，也实实在在推动了乡村振
兴。如今，高粱与美酒，已成为实现乡
村美、百姓富、产业兴的核心支撑。

正是在乡村振兴的战略指引下，
江小白以“自然风土酿造自然酒”的朴
实理念，以高粱示范种植基地为产业
核心，依托江津自然资源与区位优势，
形成以高粱生产为主导、以种养循环
为延伸、以观光旅游为特色的全产业
链，完成从产品到产区、再到产业的

“三产”融合发展，形成“农场+酒厂+农
旅”的新兴业态，实现从“高粱红”到

“产业红”的跨越升级。
今年3月，一段“重庆男子在田里

涮火锅”的视频，冲上微博重庆同城榜
热搜。视频中，一男子在油菜花田里，
将油菜苔直接摘下涮火锅，引来众多
网友关注，而这段视频的发生地，正是

“江小白农场”。
目前，江小白酒业以“江小白农

场”为核心打造田园观光休闲体验区，
逐渐建立起农产品种植——农产品加
工——观光体验的发展模式。通过发
展酿酒高粱+油菜的轮作模式，将江小
白农场打造成为一座集高粱种植、酿
酒生产、四季旅游功能为一体的自然
公园。

而今，江小白农场建有全市首座农
科文化主题的大地乐园，“农科荟萃”

“农耕故事”“花趣乐园”“童话森林”四
大主题场馆，带给游客沉浸式互动体
验。农场内还有大地艺术馆、大地酒
馆、大地运动场、拾光花房等文娱设施，
每年吸引30万人次前来旅游，让游客体
验纯粹的农耕文化与乡野乐趣。

今年7月，有着“建筑界奥斯卡”之
称的世界建筑节WAF，公布了2023

年建筑设计入选奖项，江小白农场入
围候选名单，成为本年度唯一入选的
重庆项目。

将情怀担当植入乡土，将高粱美
酒酿出乡情，将助农增收融入乡村，是
江小白深耕乡村、发展乡村的生动佐
证。江小白农场，已成为江津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一抹亮色，也成为以产
业带动产区发展、以农场助推文旅融
合的一个样本。

流转与增收
助力农民户均年增收3.5万元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
重，而产业的兴盛，老百姓最有发言权。

61岁的村民周思福在黄庄村生活
了大半辈子，过去主要靠种植玉米、水
稻、油菜等农作物为生，一年下来收入
就几千元。在江小白高粱基地落地后，
他把家里的4.5亩地流转了出来，而自
己又在江小白农场当起了“管家”。

“耕种、收割时要忙一些，不过都
是机械化、规模化作业，效率高。日常
就观察下高粱生长情况，干点杂活
儿。”当了一辈子农民的周思福，没想
到晚年竟有了份正式工作。

如今，周思福一家土地流转每年
有4000余元的收入。他在高粱产业
园上班，月收入有3000元左右，而他的
儿子周观伟，也在江小白酒厂上班。
全家一年下来，总收入接近7万元。

周思福一家的受益，得益于“公
司+集体+合作社+农户”的农业产业

化联合体模式。
具体来说，村民以土地入股村集

体合作社获得保底收益，再在江小白
高粱基地务工，实现稳定增收。村集
体则与江小白制定高粱基地绩效管理
考核办法，只要每年高粱产量和绩效
达到要求，江小白就给予村集体5万元
的分红。

据不完全统计，自江小白高粱示范
种植基地投入建设以来，黄庄村大部分
本地农户都像周思福一样，将土地流转
出来，并在基地打工，两项收入使农户
综合收益普遍超过3.5万元/年。

在黄庄一带，现有近1000户村民
将土地流转给企业后，有的在农忙时做
小工，有的在节会上售卖土特产，有的
则办起了民宿，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

“这几年江小白来了之后，我们的
生活确实变化很大！”作为农场“管家”
之一的村民王真华，家里生活就实现
了大变样：房子翻新了，房前屋后环境
整治了，还添置了空调、冰箱等电器。

眼瞧村里人气越来越旺，村民韩
云礼把自家两层新房办成了农家乐。
白墙灰瓦、水泥坝子，一到节假日，韩
云礼就忙进忙出：柴火灶上，翻炒的腊
肉色泽诱人；电磁炉上，文火慢炖的鸡
汤阵阵飘香……

“人气”变成了“财气”。在“春赏
菜花夏吃桃，秋收高粱冬酿酒”的美丽
乡村画卷里，黄庄人开启了“醉人”的
崭新生活。

王萃
图片由江小白酒业提供

本报讯 （记者 李晟）天空中，中国
战机顽强地与轰炸重庆的日军战机搏斗；
在如雨的炸弹中，重庆城化身一只火红的

“凤凰”从满目疮痍的大地冲入天空……
9月18日，原创动画电影《火凤重天》在
重庆举行了首映礼，标志着这部饱含渝派
美术气质、历时5年精心创作的动画电影
正式亮相。

《火凤重天》改编自周勇等的著作
《〈苦干〉与战时重庆——影像史学视野下
的战时重庆》。影片以美籍华裔艺术家
李凌爱和美国记者斯科特的视角，表现
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空军对重庆进行野
蛮轰炸的悲壮历史，展现了在强敌和巨
大灾难面前，中国人民顽强苦干、坚韧不
拔的精神。

首映礼上，《火凤重天》总策划、重庆
市重庆史研究会会长周勇教授说，《火凤
重天》是由重庆本土团队制作的第一部原
创大型动画电影，核心创作团队云集重庆
本土优秀动画人才，又整合了国内动画行

业的精英大家，他们对重庆文化有着深厚
的感情和理解，对电影故事、结构等进行
了精心谋划，为还原若干细节做了大量精
细的考证工作。

周勇说，史学界对重庆大轰炸的历
史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影视界对重庆
大轰炸电影题材的探索也由来已久。几
十年来，重庆电影人一直尝试通过影视
艺术描绘和展现这段历史。在过去5年
里,《火凤重天》的创作、制作团队克服重
重困难，精心策划，精彩改编，悉心描绘，
最终以苦干精神实现了重庆电影人的梦
想。

周勇表示，《火凤重天》这部动画电
影的破土而出，从题材上填补了重庆电
影历史的空白；在动画艺术创作上，为中
国动画电影业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是一次把历史著作转化为艺术作品的成
功尝试。

《火凤重天》总制片人、重庆享弘影
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炼红介绍，这

部动画电影吸纳了大批重庆本土艺术家
参与创作，整部动画片底稿全部采用手
绘完成。

“我们计算过，一秒影片就要用25张
画面。全片时长105分钟，我们的原画师
至少需要手绘15.7万张画面。”张炼红
说。

为了更好地描绘彼时的重庆面貌，创
作团队查阅了大量影像、图像资料，对包
括江边的吊脚楼以及重庆人的生活习惯
等，均在影片中进行了翔实展现，即便是
墙上的苔藓、缝隙里的小草和它们的四季
变化等细节，也不例外。

观影结束，专程赶来参加首映礼的市
民周丽芳表示，《火凤重天》是一部具有鲜
明的重庆辨识度的动画大片，体现了重庆
文化数字化的新进展，是建设重庆文化强
市取得的新成果。

据悉，《火凤重天》将于9月22日拉
开重庆国庆季点映大幕，10月11日起全
国各大影院公映。

重庆原创抗战动画电影《火凤重天》首映
历时5年精心创作、饱含渝派美术气质，将于22日拉开重庆国庆季点映大幕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魏玉坤 张树志）国家统计局18
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
总量突破3万亿元，达到30782.9
亿元，迈上新台阶；比上年增长
10.1%，延续较快增长势头。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

张启龙表示，按不变价计算，2022
年，我国 R&D 经费比上年增长
7.7%，高于“十四五”发展规划“全
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7%
以上”的目标。我国R&D经费从
1万亿元提高到 2万亿元用时 8
年，从2万亿元提高到3万亿元仅
用时4年。

2022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突破3万亿元
从2万亿元提高到3万亿元仅用时4年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财政部、税务总局、国家发展改革
委、工业和信息化部18日对外发
布公告称，为进一步鼓励企业研发
创新，促进集成电路产业和工业母
机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国将提高集
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
加计扣除比例。

根据公告，集成电路企业和工

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
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
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
除的基础上，在2023年 1月1日
至2027年 12月 31日期间，再按
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前扣
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上述期间
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
前摊销。

我国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8 日电
（李国利 杨欣）记者18日从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天
宫课堂”第四课定于9月21日下
午15时45分开课，神舟十六号航
天员景海鹏、朱杨柱、桂海潮将面
向全国青少年进行太空科普授课。

据介绍，本次太空授课活动继
续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3名
航天员将在轨展示介绍中国空间
站梦天实验舱工作生活场景，演示
球形火焰实验、奇妙“乒乓球”实
验、动量守恒实验以及又见陀螺实
验，并与地面课堂进行互动交流。

“天宫课堂”第四课21日下午开课

近日，全长3607米的渝遂高速复线小安
溪河特大桥在晴空下显得格外壮丽。

小安溪河特大桥位于铜梁区境内，是全
线重点工程之一，预计年底将实现全桥贯

通。渝遂高速复线北碚至铜梁段项目起于北
碚区歇马街道，止于铜梁区东城街道新店子，
建成后北碚至铜梁驾车时间预计将缩短 15
分钟。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小安溪河特大桥
预计年底贯通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9月16
日，“第八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项
目推介暨现当代建筑遗产与城市更
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第八批中国
20世纪建筑遗产推介项目（以下简称

“第八批推介项目”）共101个，分布
在全国24个省（区、市）。其中，包含
重庆的2处，分别是国民政府军事委
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暨文化工作委员
会旧址和重庆交通大学（南岸校区）
历史建筑。

自2016年至今，中国20世纪建筑
遗产委员会共向业界与社会推介了八
批798个项目。重庆已有重庆人民大
礼堂、中共重庆市委枇杷山办公楼旧
址、重庆大学近代建筑群等多处建筑获
得推介。

本次活动在中国文物学会、中国
建筑学会的指导下，由四川大学、四
川省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文物学会20世纪建筑遗产委员会
主办。

重庆再添两处
“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

《火凤重天》海报。 （片方供图）

“中国经济将要崩溃”“中国经
济增速远低于美国”“中国关键经
济数据消失”“上海变成鬼城”……
近期，一系列反智反常、煞有介事
的报道频频出现在美西方所谓“严
肃”媒体上，令人匪夷所思。

对这些报道稍加梳理，便可
发现，此类说辞破绽百出，了无新
意，都跳不出“双重标准”“数字游
戏”“选择性失明”和“虚假叙事”
等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常
套路。

这些套路的背后，一方面是长
期的意识形态偏执，使西方媒体记
者基本丧失了以客观眼光观察中
国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某些
媒体受利益驱动，通过炒作抹黑收
割流量，扩大收益。

（据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

虚假叙事 误导预期
——起底美西方抹黑中国经济的惯用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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