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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石柱
县委统战部着力把中心所在、大局所
需、统战所能与各界所长结合起来，利
用“凝心筑石”统战品牌构建“凝心矩
阵”全力助推乡村振兴，充分发挥了联
系广泛的独特优势、充分彰显了凝心
聚力的法宝作用、充分展现了服务大
局的担当作为。

“凝心引才”搭桥引资
筑牢振兴根基

7月24日，石柱县桥头镇瓦屋村
高庙组，陶然居集团携手华润雪花啤
酒举办的“万企兴万村”系列活动之啤
酒文化节热闹非凡，现场燃烧着特色
篝火，百余名游客与村民共饮摔碗酒、
共跳摆手舞。

陶然居餐饮集团着力在桥头镇打
造涵盖产业基地、加工园区、产业学
院、文旅小镇为一体的全产业链条，正
在探索政府搭台、企业唱戏、群众参
与、集体分红的“桥头新实践”。

“以前做农活靠天吃饭，没想到现
在还能开上小店吃上旅游饭，真是说
不出的高兴。”桥头镇瓦屋村村民谭伟
华感叹。

全面实施“万企兴万村”行动以
来，谭伟华一家的改变不是个例。近
年来，石柱县积极探索“万企兴万村”

乡村振兴新实践，走出了一条市场主
导、企业主推、群众受益的乡村振兴新
路子。

该县中益乡华溪村通过成立村集
体经济公司，探索培育“1+1+N”的“三
变”改革机制，即“1个村集体经济股份
合作社+1个公司+N个合股联营项
目”，大力发展黄精、木瓜、脆桃、莼菜
等特色农业种植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2022年，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1万
元，获评第一批全国农村集体经济发
展村级典型案例，成为20个入选案例
中唯一来自重庆的案例。

截至2023年6月，石柱县共鼓励
动员424家民营企业投入“万企兴万
村”行动，投资总额达9.55亿元，实施
兴村项目总数474个，覆盖3.22万农
户，参与农户户均增收1万元以上。

“凝心共商”建言资政
护航产业发展

目前，一期来自石柱县党外知识
分子联谊会提交的名为《关于解决龙
沙镇怡留香食品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

建议》的建言引起了石柱县委常委、统
战部部长谭燕子的注意。

龙沙镇怡留香公司于2005年入
驻石柱县，年用鲜辣椒数千吨，年收入
最高达到8000万元，曾获得重庆市农
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称号。然而，
随着市场大环境变化和辣椒种植面积
减少，怡留香经营效益从2015年开始
下滑，到2022年业绩更是跌至谷底。
怡留香负责人邹淑容和老伴刘世平便
萌生了将公司搬走的想法。

通过这期建言，当地党委、政府帮
助怡留香的部分产品上架“832平台”
并促成该公司与中国邮政旗下的邮乐
购电商平台签订合作协议，上架产品；
县工商联动员县内餐饮、商贸民营企
业集中采购产品，县委、县政府负责人
多次研究该公司的难题并协调金融机
构为其融资200万元；县商务委为其专
门召开产品推介会，并动员相关企业
一次性订购该公司价值近1600万元
的产品，帮怡留香找到了“出路”。

除此之外，石柱县委统战部充分
发挥智力优势，常态化组织开展重点
项目调研72人次，开展龙河生态考察、
桥头镇瓦屋村产业发展等专项民主监
督活动89人次，建言献策季度会议2
次，形成了一大批振兴乡村的有效建
议，助力推动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取得
实效。

“凝心共建”民族团结
弘扬乡风文明

“我们通过将民族团结创建融入
乡村振兴，充实乡村振兴积分制度，村
民们的行为规范得到明显改善，新风
良俗得以贯彻提升，民族感情日益坚
固。”石柱县石家乡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石家乡以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配套完善《石家乡
乡村振兴积分管理实施方案》，以乡村
振兴积分为统领，通过开展“五讲”“五
兴”“三比”活动，不断强化文明乡风培
育，夯实民族团结进步根基。

另一边，长江沿岸的西沱镇充分
撬动东西部协作、少数民族发展资金

等盘活闲置资产，提档升级古镇酒坊，
联动西沱古镇景区，走文旅融合发展
之路，有效深化了与村集体和群众利
益联结，推动了村集体增收、群众致
富。

“今年游客多了，我们的分红也更
高了，生活更幸福了。”在古镇务工的
崔晓俐不禁竖起大拇指。石柱县委统
战部依托“凝心共建”民族团结进步示
范创建工作主题品牌，将民族团结进
步创建示范与产业发展、基层治理、乡
风文明紧密结合。既营造了浓厚的民
族团结进步氛围，增强了各族群众“平
等、团结、和谐、互助”情感和意识，又
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推动社
会治理领域统战工作提质增效。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围绕‘凝心
筑石’统战品牌，充分利用统战资源，
助力统一战线聚焦发展中心，服务乡
村振兴大局。”石柱县委统战部负责
人说。

谭雅文 叶天杨
图片由石柱县委统战部提供

424家民企投入9.55亿元，覆盖3.22万农户

石柱 统战赋能谋振兴 山乡巨变换新颜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统战在行动统战在行动
系列报道系列报道

龙沙镇怡留香公司展示酿造制作技艺龙沙镇怡留香公司展示酿造制作技艺

9月24日，“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
科技强农+创新大赛之‘拼多多杯’第二
届科技小院大赛”首场区赛在重庆市西
南大学校园内举行，来自西南五省区
市、两广及青海的20支科技小院队伍
参加现场比拼，切磋兴农之术。最终，
重庆铜梁蔬菜科技小院种菜有方大队、
云南褚橙科技小院“橙”风破浪队、广西
兴宁富凤鸡科技小院飞禽万里队获得
该赛区的一等奖，成功晋级决赛。

科技小院自2009年首创，15年间，
已进驻全国千余个村庄。2020年，科
技小院首次引入赛事机制，希望以赛促
研，交流推选科技强农优秀案例，推动
全国科技小院创新创业并可持续发
展。以农业起家的拼多多深度认同科
技小院在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
务等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积极支持科
技小院打造赛事IP。今年是拼多多第
二次作为赛事支持方，助力高校学子兴
农强农建新功。

本届大赛以“解民生、治学问”为主
题，面向全国各高校科技小院团队，评
比过去一年深入农业、农村一线，针对
生产、生活实际问题，通过科技创新、应
用创新、产业创新等方式助力乡村振兴
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一人一狗一小院，虽然有些清苦，
但我们会继续扎根小院，努力提高农民
收益，同时也争取在国赛中拿到更好的

成绩。”重庆铜梁蔬菜科技小院负责人
申小歌表示。

“科技创新是现代农业的出路，而
核心是科研人才，同学们把课堂搬到田
间地头，边学习边实践，不仅帮农民解
决了实际问题，也储备了自身技能、提
高了科研水平。”拼多多相关负责人表
示，平台长期深度支持农业科技创新与
普惠。支持科技小院赛事，不仅是为全
国农业专业人才提供展示与交流的平
台，还希望与优秀团队深化合作，助力
先进技术下沉、科研成果转化以及优质
农产品的产销对接。

自7月初启动报名，本届科技小院
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
的63个研究生培养单位的257支队伍
提交的报名信息。经专家统一评审，共
有96支队伍入围区赛。根据赛制，大
赛分为区赛与决赛，设置重庆、山东、陕
西、吉林、福建五大赛区，参赛团队可就
近报名参赛，通过路演答辩与科研成果
展示的形式，争夺晋级全国总决赛的名
额。目前，除吉林赛区仅16支队伍入

围，其余赛区均有20支团队参与角逐。
在刚刚结束的重庆区赛，参赛队员

最多提及的是，一年之中要在科技小院

驻扎330天以上，让他们更加贴近农
村、农民和土地，将所学知识用在田间
地头，为当地农户提供切实的帮助。

丹棱桔橙科技小院的工作方向是
构建、推广丹棱产前、产中、产后柑橘绿
色生产链条。张丽君进入该小院前，从
未到过农村，甚至不知道橙子树有多
高。当地老年人居多，每次走访老乡，
张丽君总会被拉着聊好几个小时。如
今，她不仅熟悉当地风貌物产，连方言
也能听懂不少。

“当地农户觉得我们是大学生，在
种植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都跑来问我
们。一开始我们经验少，为了不能辜负
老乡的信任，只能不停地在网上查资
料，给老师打电话咨询，尽最大努力解
决他们的问题。”申小歌说。

通过大量的走访调研，铜梁蔬菜科
技小院从蔬菜“两化”育苗、种植过程中
的绿色智能施肥、尾菜资源化利用等多
方面入手，研发了全生育期的绿色低碳
蔬菜生菜技术。“最终，我们实现了蔬菜
种植过程中化肥农药使用减少、蔬菜单
产量和经济效益提高。”申小歌说，目
前，铜梁科技小院技术服务推广规模已
达万亩，绿色减排效果显著。

“重庆赛区的参赛项目覆盖了西
南地区蔬菜、柑橘、茶叶种植以及自然
环境保护各个方面。在解决农业发展
实际问题的同时，也推动了科研成果
不断创新。”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副
教授王孝忠表示，20支参赛队伍各有
特色，每一项成果都包含着他们对于
乡村振兴和农业绿色发展的独到见
解。

经过一天的较量，西南大学的重庆
铜梁蔬菜科技小院、中国农业大学的云
南褚橙科技小院、广西大学的广西兴宁
富凤鸡科技小院摘得一等奖。二等奖
则被有机循环与有机农业科技小院洱
海流域绿色高值农业创新队、四川丹棱
桔橙科技小院丑丑柑队、贵州湄潭茶叶
科技小院遵义红队收入囊中。

据悉，今年以来，拼多多拥抱高质
量发展，农业是其发展转型的重要立
足点。为深入参与农业科技创新，上
半年，拼多多不仅成功举办第三届“多
多农研科技大赛”决赛；宣布向中国农
业大学捐赠1亿元，支持学校围绕国家
重大战略需求，在强化基础研究和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方面进行积极探
索；还聘任全球顶级农业高校荷兰瓦
赫宁根大学毒理学系主任 Ivonne
Rietjens担任独立董事，助力农业高质
量发展。

（周文）

“拼多多杯”第二届科技小院大赛重庆区赛开赛
滇桂渝3地各有1支队伍晋级决赛

获得“拼多多杯”第二届科技小院大赛重庆区赛一等奖的队伍。（受访者供图）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9月25日，第二十一届中国西部
（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以下简称西部
农交会）圆满闭幕。记者从组委会举行的
成果通报会上获悉，4天时间里，西部农交
会共吸引27.5万人次现场逛展会，销售农
产品金额达1.1亿元，签订农产品购销订
单126.7亿元，签订乡村振兴招商引资重
大项目投资协议311亿元。

本届西部农交会以“科技创新赋能、
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设置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东盟农产品、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等 9 个展区。全国 27 个省（区、市）
2600余家企业来渝，展示展销7200余种
农产品，吸引了专业采购商330余家，邀
请农业领域知名院士、专家学者举办了7
场专题活动。

与此同时，此次西部农交会还吸引了
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缅甸等12个国
家的29家企业参展，现场销售额达760万
元，签订农产品购销订单7600万元；组织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东盟国际物流
公司及广西、云南、广东、四川等省（区、市）

国际贸易平台与我市相关区县农产品加工
企业开展对接洽谈。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展会期间首次举
办了农产品新品发布会，发布内蒙古伊利
实业集团的“奶酪”等名特优新农产品10
款。同时还举办12场优质农产品品牌推
介活动、开展“最受市场欢迎农产品”评
选。其中，山东滨州玉米胚芽油等80个农
产品获评“最受市场欢迎农产品”。

围绕科技创新赋能，展会展示了一批
智能化成果，重点展示物联网、大数据等新
一代信息技术在农业上的推广应用以及农
业领域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新工
艺。同时，建立“巴味渝珍农产品电商平
台”，吸引了线上700万人次参与。

此外，本届展会还举行了乡村振兴招
商引资重大项目集中签约仪式。涪陵、丰
都等25个区县与109家企业签订乡村振
兴招商引资重大项目投资协议311亿元，
涵盖智慧农业、种养业、预制菜等项目。同
时，引进北大荒建设集团、北农大等国内重
点企业落户我市，为全市乡村产业持续发
展和乡村振兴奠定基础。

签订购销订单126.7亿元、引资投资协议311亿元

第二十一届西部农交会圆满收官

【成果】
●27.5万人次现场逛展会
●销售农产品金额达1.1亿元
●签订农产品购销订单126.7亿元
●25个区县与 109家
企业签订引资投资
协议311亿元

□本报记者 韩毅

9月25日，重庆市文旅委在奉节举办2023重庆秋季旅
游新闻发布会。今秋，我市推出200余项文旅活动，以及超
过70项惠民措施，涵盖赏叶、采摘、文艺演出、美食品鉴等，
盛邀八方游客来渝体验“秋之韵”。

秋天，因山地立体气候的“着色”，是重庆最艳丽、最多
彩的季节。为了让更多游客体验新重庆的文旅魅力，全市
各区县共计推出了200多项秋季旅游主题活动，包括音乐
会、展览、主题节庆等多种形式。

主题节庆方面，今年中秋节“巧遇”国庆节，形成长达8
天的超长假期。为营造节日氛围，释放消费活力，我市多个
区县结合佳节，围绕国风、非遗、诗词、书画等主题策划推出
了系列活动。

如，渝北、丰都将举办“诗歌新唱·传诵经典”2023年中
秋国庆作品征集活动及迎中秋诗词赏析音乐会等活动，供
市民游客在诗意中欢度佳节。

沙坪坝磁器口古镇将举行“我们的节日”——龙隐雅韵
中秋·汉礼诗诵民乐系列文化活动，涵盖古琴、舞蹈、诗诵等
表演。

江北将举行江畔民乐中秋专场音乐会、《月团圆·乐中
秋》声乐专场音乐会、唐宫乐宴·梦回大唐国风音乐会等。

走进南川，金佛山第五届国潮文化节将中秋拜月仪式
和国庆国潮新玩法融合，让游客沉浸式体验大唐美学。

如果你对非遗情有独钟，酉阳“盛世酉州·古风巡游”、
九龙坡“拾趣非遗 雅宴中秋”等特色非遗活动将吸引你的
目光。

在观光赏景方面，酉阳叠石花谷的粉黛花海，可拍照打
卡，非常出片；南山植物园的向日葵花展也值得一看。此
外，九龙坡草海湾公园的芦苇荡，巴南的格桑花海，垫江的
百亩月季、大丽花，都是不错的选择。

想体验“向往的生活”，也有不少选择。潼南将举行“双
江古镇首届美食嘉年华”；北碚金刀峡景区将推出“第二届
金刀峡户外生活节”，涵盖户外运动、峡谷定向越野、农场生
活体验等。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我市各区县
还将实施涵盖景区门票、住宿、文娱消费等的70余项惠民
举措。其中，开州、垫江、秀山多个景区门票全免，武隆、长
寿景区部分免票，涪陵将通过

“智游涪陵”微信小程序发放价
值1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

此外，我市多个区县还推
出了时间长短不等的秋季旅
游线路。如，酉阳推出了一、
二日线路，行程涵盖桃花源、
叠石花谷、龚滩古镇、菖蒲盖
度假区等；北碚推出了涵盖梁
实秋纪念馆、卢作孚纪念馆、
中国西部科学院旧址等在内
的文化线路。

推出200余项活动及70余项惠民措施

重庆盛邀八方游客
来渝体验“秋之韵”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怎么将现代
农业“智慧因子”可视化？近日，在西部农
交会智慧农业展区，一款VR眼镜吸引了
不少参观者前来体验。

戴上VR眼镜，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
田便跃然眼前，整个人仿佛置身花田之中，
花田旁还有温度等数据显示。按照系统指
示抬起左臂，在菜单按钮上点选，不仅可以
切换不同田块，还可以切换雷雨、阴天等不
同天气状况下的农业场景。

展台工作人员介绍，该套智慧农业系
统由中国农业大学研发，借助虚拟现实技
术和设备，用户可通过身临其境的漫游，了
解高度还原的农业情境，还可学习智慧农

业设施设备的操作与运用。
“通过实时连接，真实农业设施设备的

数据和操作也可以与虚拟世界同步。”该工
作人员称。

据悉，这套系统已在巴南区惠民街道
胜天村投入使用。通过在田间安装智能传
感器，管理者和游客用手机扫描传感器二
维码，就可以在手机上看到土地实时的湿
度、肥力等情况。

“而智慧‘大脑’实现了对人、农机、设
备等数据的全面汇集，并通过AI算法，能
够指导无人机、水肥灌溉和无人农机进行
农事作业。”该工作人员称，这套系统投用
后，当地人力成本降低80%以上。

戴VR眼镜看“数字农田”
感受现代农业“智慧因子”

本报讯 （记者 刘冲）“这么甜的糖
居然是柠檬做的？”9月25日，西部农交会
潼南展台，占据了展台一半面积的柠檬益
生菌果胶软糖、柠檬籽油、柠檬香薰等产
品，展示了潼南如何将一颗柠檬“吃干榨
净”，引来不少市民品尝、选购。

“别看小小一粒软糖，背后可有不少大
文章。”展台工作人员介绍，潼南区柏梓镇
种植的柠檬以“尤力克”品种为主，该品种
柠檬香气浓、果汁多、柠檬酸含量高，具有
良好的品种优势。如何把品种优势变为经
济优势？2018年底，重庆首个柠檬脱毒育
苗中心在柏梓镇建成投产。2020年，中心
培育出首批脱毒柠檬种苗，使用该种苗种

出来的柠檬长势好、抗病性强。
为了在市场站稳脚跟，柏梓镇与重庆

檬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龙头企业合作，
由后者收购镇上的柠檬并加工成各类柠檬
产品。如今，潼南区共有32家加工企业，
通过将柠檬果皮、果肉、果核加工制成面
膜、保健品、酸奶、NFC（非浓缩还原汁）、
软糖等350余种柠檬产品，实现了对一颗
柠檬的“吃干榨净”，与卖柠檬鲜果相比，产
品“身价”提高了几倍甚至几十倍。

此外，潼南柠檬还成功出口俄罗斯、新
加坡、菲律宾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去
年10月至今，该区出口柠檬3.98万吨，金
额3.29亿元。

将一颗柠檬“吃干榨净”
潼南展台产品“花样多”

数说数说西部农交会西部农交会

●全国27个省区市2600余家企业参展
展示展销7200余种农产品
吸引专业采购商330余家

【活动】
●举办了7场专题活动
●发布名特优新农产品10款
●举办 12场优质农产品品牌推介
活动
●80 个农产品
获评“最受市场
欢迎农产品”

●12个国家29家企业参展
现场销售额达760万元
签订农产品购销订单7600万元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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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秋季文旅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