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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2月14日，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
竹村。站在无有图书馆的落地窗前，
54岁的乡村咖啡师冉光芳欣赏着窗外
的风景：农家小院炊烟袅袅，精品民宿
鳞次栉比，三两游客享受着节日慵懒时
光，木叶吹奏的山歌不时入耳……

荆竹村曾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近
年来，该村牵住“现代创意活化传统乡
愁”的牛鼻子，大力发展现代休闲农业、
匠心打造了“归原小镇”文旅项目、有效
保护活化了传统村落形态，让曾经乏人
问津的“荒原”变成了如今游客争相打
卡的“归原”。

因地制宜
发展高山现代休闲农业

从武隆城区驾车前往荆竹村，车程
不到1个小时，但沿途山路蜿蜒，怪石
嶙峋。

荆竹村海拔在800米—1300米之
间，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农业生产
条件差，主要种植“三大坨”（土豆、玉
米、红薯），一度“户户都贫困，家家无余
粮”。后来，村里种植对土质要求不高
的烤烟，可种植烤烟会导致土地板结，
越种土壤越贫瘠，形成死循环，村民收
入得不到保障。

2012年，是荆竹村发展的起步之
年。那一年，当地政府把村里的泥石路
改造成了沥青路，结束了荆竹村“晴通
雨阻”的窘境，也让深山小村走向大千
世界。

同年，土壤专家、市级科技特派员胡
蕾进驻该村。“这里是高山环境，空气好、
无污染，如果选择到适宜品种，种出来的
农产品品质肯定上乘。”胡蕾称，在当地
政府的支持下，她带领村民发展高山水
果，经多年试种栽培筛选，蓝莓、葡萄、李
子、樱桃、梨、桃等多种水果种植成功，建
成了“寻梦园”高山水果扶贫示范园，开
启了荆竹村现代休闲农业之路。

在她的带动下，村里成立了“武隆
区青年创新创业基地”，通过乡村采摘、

农事体验等农旅融合方式，打造了山地
特色果蔬采摘基地约3000亩。

此外，荆竹村还打造了“葡萄仙坛”
“仙家菜圃”等10多个高山特色产业
园，逐步迈入集采摘、观光、休闲、科教、
培训等于一体的现代休闲农业发展阶
段。

靠种烤烟谋生的荆竹村人，至此告
别了传统农业，迎来发展新方向。

农旅融合
获评世界“最佳旅游乡村”

时间来到2015年，仙女山成功创
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依靠这块金
字招牌，荆竹村随之迎来发展新机遇。

“这一年，我们引进了归原小镇文
旅项目。”武隆区仙女山街道办事处主
任李鹏程说。归原小镇采取“旅游景
区+田园综合体+特色小镇+美丽乡村
建设”的全新融合模式进行开发：引入
现代创意再造公共文化空间，保留原建
筑石墙、灰瓦、木窗等元素，在旁边新建

以夯土、玻璃、钢构为材料的现代空间，
让当代设计融入古村落，形成新与旧的
碰撞，既保护了原有的文化价值与乡土
温情，又满足了现实生活需求。

同时，以“归原小镇”为龙头，荆竹
村引进好院子、雪漫山、慢屋、等风山
居、观梦等精品民宿，建成民宿聚落。

“在文旅融合发展中，我们十分重
视对乡俗文化的保护。”李鹏程说，村里
建立了非遗文化传习所，对乡村非遗、
民俗、乡村艺术进行保护和传承；对蜡
染、竹编、木叶吹奏、棕编制作、土陶传
统制作、豆腐干传统制作等进行现场展
示，让游客零距离感受乡村特色文化的
魅力。

荆竹村还利用当地的老房子改造
网红打卡地。比如，无有图书馆就是由
烤烟房改造而来，在保留原有烤烟房的
基础上，借助木瓦砖石与玻璃钢材，实
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吸引八方游客
打卡拍照。

2019年，荆竹村获评全国首批乡
村旅游重点村，2022年获评世界旅游

联盟旅游助力乡村振兴案例，2022年
底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
乡村”名单，成功实现从“藏在深山无人
知”到火爆“出圈”的华丽转身。

“四民四创”
描绘乡村振兴新画卷

如今的荆竹村，长廊曲径通幽、民
居古朴端庄，呈现出一幅“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优美画卷。
2023年，荆竹村接待游客55万人次，
其中接待入境游客5.6万人次，村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5110元。

“农、商、文、旅”融合发展，也改变了
村民的人生走向。“我之前一直在种烤
烟，做梦都没想到会成为一名咖啡师。”
冉光芳说，村里无有图书馆建好后，她经
过培训上岗，月薪3000元起，每月还有6
天假，家人也都在景区里上班。

82岁的冉茂书本是一位篾匠，现
在成了武隆区级竹编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游客很喜欢我编的东西，每天
的活都做不完。”

村民李成凤把以前售价不高的农
特产品重新设计包装，做成了“小而美”
的伴手礼包，并打造了“武隆山礼”原创
品牌，成为了“网红”产品。

“乡村要振兴，人才是关键。”李鹏
程说，站在新起点，荆竹村启动了“四民
四创”工程，即通过“内育外引”，打造由

“原村民、新村民、云村民、荣誉村民”组
成的“四民”村子，广泛吸纳村内、村外、
全国乃至海外的各类人才，并在充分激
发原村民内生动力、实施新村民筑巢引
凤工程、招引云村民广泛云集、助力荣誉
村民领衔带动的基础上，推动“科创、青
创、文创、农创”发展，汇聚乡村振兴强大
合力，巩固世界最佳旅游乡村成果，推进
国际创客艺术村建设，并大力发展旅游
研学、户外体验、农旅观光、亲子研学等
创新旅居模式，促进荆竹村全面振兴，
让荆竹村的乡村生活更加令人向往。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

活化利用传统村落“荒原”变“归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2月 13日下午 3时许，巫山
县官渡镇杨坝村，村医李尚发又
背着助诊包来到村民谭家友家
中。寒暄过后，他从包中拿出血
氧仪、血压仪给她检查。“数值都
正常，记得把药给她吃起，莫再让
她冷到了。”他向谭家友的家人嘱
咐道。

大年三十晚，正在吃年夜饭的
李尚发接到谭家友儿子的电话，说
谭家友发烧了，还胸闷气喘，情况
有点严重。李尚发立马丢下饭碗，
带着助诊包和一些药品骑着摩托
车出了门。

“我一听就晓得是感冒了，这
段时间感冒的人特别多。但谭婆
婆患有肺气肿，症状严重了有可
能诱发心梗。”李尚发说，他赶到
后第一时间给谭家友做了心电
图、B超，测了血氧、血压，县医院
远程诊断结果显示她窦性心律，
心动过快，血压也偏高。李尚发
当即给谭婆婆开了药，回到家已
是深夜。

这几乎是春节以来李尚发的
常态。最近，他日均出诊10余次，
几乎每天都忙到凌晨一两点。

“往年春节也出诊，但大多是
大家吃得油腻了，引发肠胃病。今
年感冒的特别多，尤其是村上的老
年人，本身就有基础疾病，感冒了
往往要恼火些。”李尚发说，春节

前，他就多备了感冒药和肠胃药。
虽然出诊量变大，但李尚发今

年有了一个“小助手”，就是他随身
背的助诊包。得益于去年巫山县
开展的“行走的医院”项目，全县
100个村卫生室都领到了这样的
助诊包。

小小背包里，装着手持彩超、
便携心电图机、血压检测仪等10
余种仪器，基本覆盖11项常规检
查，相当于一个“迷你医院”。通过
连接互联网，还可联系县医院的医
生提供远程诊疗服务。

“有了它帮忙，我看病更得心
应手了！”李尚发举例说，冬季农村
地区烤火，因通风不畅常引起一氧
化碳中毒，中毒程度深浅需要测血
氧才能知晓。以前没有仪器，他只
能通过脉搏、嘴唇颜色等进行判
断。现在有了仪器，判断得更快、
更准确。

大年初三，村民王世林就因在
洗澡时密闭房间，导致一氧化碳中
毒，晕倒在家中。“我到了现场立马
给他测血氧，数值偏低，但不是特
别严重，赶紧给他输了液，现在人
已经好了。”李尚发说。

离开谭家友家已是傍晚，李
尚发又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村民
家出诊。他说：“我当村医30多
年了，村民们都信任我，周边其他
村子的人也要找我看病。能守护
他们的健康，我春节不休息也没
啥。”

巫山官渡镇村医李尚发春节出诊不间断

“守护村民健康，春节不休息也没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佘振芳 周盈

2月12日上午，28岁的宠物
托管师苗苗一打开客户家门，三只
猫便围了上来，猫碗里空空的，满
地都是猫砂。她挽起袖子，换粮、
加水、铲屎、清理房间、拍视频……
不到半小时，她就完成了这一单

“上门喂养”业务。
这个春节假期，家住大学城的

苗苗每天的订单都接满了，预计8
天可以挣1万元左右。记者走访
发现，春节期间，宠物寄养、上门喂
养需求格外旺盛，购新衣、备大餐、
美容洗澡等宠物消费项目也迎来
高峰。

加粮、换水、洗碗、铲屎、陪玩、
梳毛、拍摄视频给主人，这是苗苗
上门喂宠的基本服务内容，一般按
次收费。春节期间，苗苗一天能跑
20单左右——2公里以内上门喂
养一只宠物猫的价格为50元/次，
5公里以内60元/次，8公里以内
80元/次，8公里以外的单基本不
接，如有多只宠物或其他需求，则
需要加钱。

除上门喂养，宠物店的寄养生
意也是“一房难求”。大学城U城

天街一家宠物店的老板米奇说，今
年的寄养生意格外好，该店40个
宠物房间很早就被订满了——小
房间58元/天，大房间68元/天，
宠物口粮自备。但米奇表示，寄养
服务有明显淡旺季，除了春节国庆
长假，平时基本没什么生意。

春节有人选择寄养，有人选择
携宠归乡或一起旅行，这些不同的
场景也刺激了相应需求。在京东
平台，宠物出行装备、猫包等搜索
大增；自动喂食器、猫砂盆等智能
产品热度高增，如宠物拜年服饰浏
览同比超5倍，成交同比超3倍。

宠物新年礼物也进入了不少
消费者的年货清单。京东平台上，
1月起，宠物礼盒、礼包等相关商
品搜索月环比超30%。

宠物新年礼则更“卷”，除了新
春围巾、帽子、祈福手链，不少品牌
还推出特色年礼——比脸大的冻
干大福饼、猫咪罐罐“炮仗桶”、冻
干“麻将牌”……将过年氛围和仪
式感拉满。

数据显示，截至2月1日，美团
平台上入驻的重庆宠物门店数近
3000家，其中宠物店的订单量同
比增长150%。企查查数据显示，
重庆现存宠物相关企业2.07万家。

宠物托管师8天可挣1万元

“它经济”凸显春节消费新热潮

武隆区仙女山街道荆竹村雪景。 （受访者供图）

2月14日是春运第20天，来自铁
路部门的消息称，春运以来，重庆火车
站累计发送旅客 408.3 万人次，同比
2023 年春运增加 96.6 万人次，增幅
50.3%。

从2月14日开始，重庆火车站客
流将陆续攀升，迎来节后返程客流高
峰。2月14日全站预计发送旅客25万
人次，到达26万人次，增开列车56列。

为应对返程客流高峰，重庆北站
在南 3 进站口新开辟便捷换乘通道、
新增换乘闸机4台，增加换乘能力，方
便旅客迅速换乘。

图为重庆北站候车大厅客流。
记者杨铌紫、通讯员汪亮摄影报

道/视觉重庆

春运迎来
返程客流高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2月14日上午9时许，江北嘴
码头，江风凛冽。

“这么冷的天，还有人出来钓
鱼啊？”记者问。

“巡江的任务一点不能掉以轻
心。”站在江边，市农业综合行政执
法总队三支队负责人李琪繁一边
回答，一边招呼同事杜宇、曾桢、余
宁登上渔政执法艇，开始巡江。

随着天空越来越亮，江面上薄
雾散去。李琪繁和同事站在船尾
的甲板上，盯着江岸上的情况。

当执法艇行至嘉陵江沙坪坝
段江心时，岸边垂钓的市民渐渐
多了起来。“有情况！”执法队员曾
桢指着不远处波浪翻涌的江面喊
道。

执法艇随即向岸边靠了过
去，经过一番检查，曾桢没有发现
非法垂钓的情况。这时，江面忽
然跳出一条鲢鱼，四人这才松了
口气。

“以前这一段水域，一人多杆
非法垂钓的市民很多，但自从
2021年启动长江十年禁渔后，江
上不仅三无（无船号、无船籍、无船
牌）船舶没了，非法垂钓的也少

了。”杜宇向记者介绍起这几年禁
捕带来的变化。

“母亲河虽恢复了往日的水清
鱼跃，但要巩固来之不易的禁捕成
果，压力并不轻。”余宁解释，以江
北嘴码头到大竹林水域为例，水域
全长30多公里，很难一下子完全
杜绝。

“况且有时还会碰到部分市民
不理解、不配合。”杜宇说，春节前
夕，他在重庆中心城区巡江时，就
遇到一起一人多杆的非法垂钓情
况。最后通过耐心普法宣讲、教
育，垂钓爱好者才认识到自己的错
误，并接受相应的处罚。

为更好巩固长江十年禁渔成
果，今年1月，我市全面启动元旦春
节期间长江流域大排查行动，此次
巡江就是大排查行动的一个重要
内容。截至目前，全市已出动执法
艇200多艘次，未发现一起非法捕
鱼行为。同时，长江、嘉陵江、乌江
等重点水域总体上保持了水清鱼
跃。

李琪繁说，为了守护禁捕成
果，他们四人已连续多年春节不
休，坚持护航嘉陵江，“只要大家形
成了共同守护长江水生态安全的
共识，付出再多都值得。”

四名农业执法队员连续多年春节不休——

巡航嘉陵江 守护禁捕成果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大家手脚都麻利点，争取今天早
点下班。”2月14日，农历大年初五，位
于涪陵区白鹤梁分厂的涪陵榨菜集团
迎来了春节以来的第一次开工。

近300辆卡车从厂区门口沿着涪
丰北线国道排起2公里的长龙，依次等
待称重。“我们一天要收购1万多吨青
菜头，为了提高效率，今年在厂区门口
安装了智能化称重设备，只要卡车经
过，系统智能化称重，并生成二维码可
供线上支付。有了这套设备，现在一辆
卡车只需要5至10分钟，就能完成从
称重、支付到入窖池的全过程。”涪陵榨
菜集团总经理赵平说。

厂区内，一辆辆大货车将生产厂房
团团包围，叉车来回穿梭，工人忙着将

刚生产出的榨菜装车；生产车间里，1
条智能化生产线、2条机械化生产线有
序排列，每条都开足马力生产，工人们
低头忙碌，手上一直没停过……

“生产的都是最近卖得很火的脆口
榨菜，这个是发国内的，这个是发欧美
的，那个是东南亚的……为满足节日市
场供应，工人只有两班倒，每天要生产
加工100多吨榨菜。”赵平说，每年春季
是青菜头收购、加工、榨菜销售的旺季，
与去年相比，今年每项数据都实现了较
大幅度增长。

为啥今年会迎来生产开门红？
榨菜以其鲜、香、嫩、脆享誉海内

外，尤其是涪陵榨菜，经过120多年的
发展，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品牌价
值达147亿元，成为地道的“国民下饭
菜”，并孕育了涪陵榨菜集团作为全市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领军企业。如今，涪
陵榨菜集团旗下生产的榨菜产品全球
热销超150亿包，出口82个国家或地
区，年销售额近30亿元。

虽然持续“领跑”，但涪陵榨菜集团
仍在不断创新突破。“主要是消费群体发
生了变化，我们也根据市场需求创新产
品。”涪陵榨菜集团研究所所长刘德君
说，近年来，他们围绕年轻化、时尚化、
健康化、食用场景多元化等特点，推出了
佐餐开胃菜。以乌江·小脆口为例，它在
口味、健康、形象、食用场景上都有创新。

在产品展示大厅，刘德君撕开一袋
脆口榨菜让记者品尝，和过去吃的乌江
榨菜相比，咸味明显降低，同时包装也
更时尚，从传统的下饭菜变成了随时可
食用的休闲零食。

“去年，我市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作为全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
系的 3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之
一。今年初，在市级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我们在解放碑商圈面向全球举行了
乌江榨菜新品发布会，进一步提升了乌
江脆口榨菜的知名度。”赵平说。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涪陵榨菜迎
来了生产开门红。”赵平介绍，目前公司
已收购青菜头36万吨以上，完成全年
80%的收购任务，创去年同期新高。同
时，也提前完成了2月份的订单和销售
目标，预计今年一季度涪陵榨菜会迎来
良好开局。

接下来，涪陵榨菜集团将开发生产
更多低盐、健康、休闲、低脂的榨菜新
品。比如，春节后该集团将陆续推出下
酒榨菜、山珍榨菜等新品，更好满足消
费者对高品质榨菜的需求。

日均收购1万多吨青菜头，加工生产100多吨榨菜——

涪陵榨菜迎来生产开门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