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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
于一体，其中，山地丘陵面积占九成以上，大
山大江给予了重庆宝贵的生态资源，保护
好、利用好绿水青山，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
要内容。

近年来，随着农业废弃物得到综合利
用、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生态产品不断

“上新”，巴渝乡村“生态引擎”更强劲，巴渝
和美乡村“颜值”更靓、生态底色更厚。

秸秆、畜禽粪污变废为宝

9月9日，一辆辆满载水稻秸秆的小货
车开入垫江县周嘉镇雨山村的再生资源回
收工厂。厂房中，一垛垛秸秆堆起数米高，
工人正忙着堆码、搬运，一旁的机器则将秸
秆加工成垫子等制品。

“秸秆以前没人要，现在却成了宝。”周
嘉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钟娟说，过去，不少
农户把秸秆一烧了之或者草草还田，不仅污
染环境还影响二次耕作。周嘉镇开始探索
秸秆的经济价值，让村民利用秸秆增收，从
而逐渐减少焚烧秸秆行为。

如今，镇里通过引入业主，建起5个收
储点、5个秸秆制品厂，镇上几家化肥厂也
开始用水稻秸秆和花椒秸秆加工有机化
肥。“全镇秸秆离田利用率在80%左右，秸
秆产业带动约1500人就业，取得了经济价
值和生态价值的‘双赢’。”钟娟说。

同样把农业废弃物变废为宝的，还有璧
山区正兴镇。近年来，正兴镇农业产业快速
发展，生活垃圾、畜禽粪污成了当地发展迫
切需要解决的难题。当地投入资金建设了
1.49万个户用垃圾分类收集桶，4个镇级再
生资源回收站。如今，镇里正逐步落地绿色
产业循环生产园区，计划将生活垃圾等转化
为电力、肥料等可利用资源。

“目前我市已在26个区县实施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整县推进项目，全市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稳定在80%以上，处于全国中
上水平；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1.4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市生态环境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推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这需要以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推动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

九龙坡区中梁山西侧丘陵地带，农村居
民居住分布不均，收集、处理生活污水是一
大难题。于是，村民将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还污染了土壤。

在西彭镇东林村，当地开展了“美丽庭
院”评比活动，带动村民通过评比形成了良
好的卫生习惯。当地还将生活污水就地进
行处理后，用作农业灌溉用水。镇里还在东
林村修建了双达标污水处理站。“污水处理
站可以在达标出水和灌溉用水两种模式间
自主切换，在灌溉用水模式下，控制系统将

自动调节污水中的氮、磷比例，让处理后的
污水在保留营养物质后再还田利用。”九龙
坡区人居环境建设中心主任谢玮说。

借助东林村的成功经验，近年来九龙坡
区在农村地区推广建成76座污水处理站，
走出了一条通过污水资源化利用改善人居
环境的新路子。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群众既是受益者，
也是责任主体。

巫山县福田镇曾是当地主要产煤区，靠
煤而兴后，当地生活环境却变成“垃圾靠风
刮，污水靠蒸发”。近年来福田镇的镇村干
部建立起环境保洁队等队伍，引导村民参与
清洁行动，镇上人居环境逐渐变得干净、整
洁。去年，福田镇上榜2023年度全国村庄
清洁行动10大典型案例。

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今
年6月底，全市行政村的农村生活垃圾收运
处置体系覆盖率达到100%、农村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到55.6%，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到49%。

“含绿量”变“含金量”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振兴，还
可以将绿水青山中蕴含的生态资源变成村
民增收的生态产品。

9月10日，在荣昌区双河街道万亩麻
竹种植基地，竹农正在采摘新鲜的麻竹叶。
他们把麻竹叶打包后运往荣轶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荣轶公司）加工厂，进

行筛选、包装和腌制等初加工处理。今年，
该公司已累计销售麻竹叶600余吨。

早在2003年，双河街道就开始大面积
引种麻竹，他们推出的麻竹叶、麻竹笋等生
态产品在市场上走俏，其麻竹种植面积也逐
渐超过1万亩。然而，由于竹农经营分散、
管理粗放，导致种植规模虽然在扩大，但产
量、质量并未随之提高，产品价格也每况愈
下。当地一度出现“麻竹田间随处见，笋叶
丰盛无处去”的情况。

2022年，双河街道与荣轶公司合作，探
索麻竹产业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发展的
道路。荣轶公司总经理陆钻和团队将流转
的2万亩麻竹进行改造后，以35亩为一个
作业单元，免费分包给当地竹农，竹农按照
公司制定的标准进行精细化管护，公司负责
对产品进行回购。

2023年，双河街道麻竹产品平均增产
40%，麻竹全产业链带动1000余户农户户
均增收1.2万余元。

在梁平区猎神村，当地通过关闭矿山、
开展生态修复等措施，发展起竹加工业等产
业。如今，村集体收入已由2017年的41万
元增长至2023年的334万元。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3
年我市生态特色产业综合产值达5200亿
元，未来我市还将深入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
产业培育行动，打造10条100亿元以上的
生态特色产业链，让更多“含绿量”高的产品
变成“含金量”高的产业。

综合利用农业废弃物、改善人居环境、打造生态产品——

巴渝乡村“生态引擎”更强劲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董延 龙丹梅

“强村公司负责收购生猪并监管品质，
我们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回收，并通过标
准化生产加工成高品质腊肉。”9月9日，城
口县岚天乡红岸村一组，城口县巴韵农副产
品公司标准化生产厂房内，负责人张辉正通
过溯源可视体系查看各家各户生猪的生长
情况。

建标准化厂房加工高品质城口老腊肉，
已是张辉返乡城口后的第三次创业。2017
年，借当地“三变”改革东风，在外创业有成
的张辉返乡，与村集体合作建起了乡村景
点，游客增多后，他趁势与乡股份经济合作
联合总社合作发展高端民宿。今年，他又携
手强村公司搞起了城口土特产加工，安心扎
根乡村。

近年来，地处渝东北的城口县解锁村集
体经济发展的多种路径，集体的家底厚了，
村民的腰包鼓了，还吸引了80余家企业进
村创业。

张辉返乡后的三次创业，正是城口县向
改革要活力，在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创新
探索道路上一再进阶尝试的生动缩影。

第一次创业
把乡村变成网红打卡地

张辉是城口县岚天乡人，2017年以前
一直在外搞房地产销售，干得不错。当年他
返乡的契机，正是岚天乡面向社会招募“三
变”改革项目合股人。

“三变”改革即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在当时的重庆是个新名
词。岚天乡的岚溪村是重庆首批38个“三
变”改革试点村之一。当时，岚天乡大胆地
将风景资源折价入股。吸引张辉的正是岚
溪村三组堰塘湾的一段风景资源，包括一段
河堤、夫妻树和观光步道等。

当时的岚天乡乡村旅游已经起步，邻近
的四川达州以及城口县城游客争相前来避
暑。但游客来了只能吃住，没有地方休闲娱
乐。张辉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决定返乡发
展。

一边有资金、有能力，但苦于没有资源；
另一边有资源、有政策，但没有能力经营。
双方一拍即合。岚溪村集体经济组织以
495万元将风景资源折价入股，与张辉所在
的重庆智达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发展乡
村旅游。双方约定试运营期间公司按不低
于投资金额6%的比例向村集体进行保底
分红，正式运营后按照约定比例分红。

就这样，2017—2019年，张辉投资300
余万元先后打造了童趣乐园、乡村欢乐谷、
大巴山欢乐水世界等乡村旅游景点。他还
与渝川陕37家旅行社签约，年组织外地游
客到岚天旅游达5000余人次，大巴山欢乐
水世界成了城口的网红打卡地。

第二次创业
与村集体联合建起乡村民宿

游客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
当时的岚天乡有120多家大巴山森林

人家，仍难以接待旅游旺季蜂拥而来的游
客。大巴山森林人家虽实现了标准化发展，
但餐饮居住条件有限，留不住游客。与之相
对的是，当地还有许多因村民外出打工而闲
置的农房。

2021年7月，岚天乡在全市率先成立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总社由全乡17个小组
股份经济合作社、4个村股份经济联合社共
同发起成立，这一标志性的改革事件激活了

岚天乡集体经济活力。“我们对出资入股的
集体资产进行统一管理运营，促进资源连片
开发。”岚天乡股份经济合作联合总社理事
长谢朝登介绍，总社收储了全乡闲置农房55
栋，有偿收回土地2.6亩、林地5.4亩，再将这
些集体经济组织闲置资源交给有经营能力
的公司和个人开发利用，从中收取租金和分
红。岚天乡还以联合总社为主体，在乡一级
建设集体产权交易中心，开展“林票”“地票”

“房票”等改革探索……
2021年，张辉在岚溪村建起高品质民

宿“磐石山舍”。民宿使用的8户农户宅基
地，均为农户把闲置宅基地退回村小组后再
入股到总社，总社用宅基地入股到民宿，如
此一来，解决了民宿用地难题，也实现村民
增收。

民宿于2022年“五一”期间试营业，当
年便实现营收300余万元，扩大规模势在必
行。总社又在民宿背后修建了5栋小屋，这
次，总社以资产入股的方式将5栋小屋交由
张辉所在公司运营，每年按约定向总社分
红。

张辉介绍，通过民宿、大巴山欢乐水世
界等项目的打造和运营，公司每年向村固定
分红达30余万元，带动了25名当地村民就
业创业。

第三次创业
让城口老腊肉走进高端市场

“这是城口老腊肉的标准化生产车间，
今年6月才正式完工，下个月就要开始生产
了。”9月9日，在城口县巴韵农副产品有限
公司厂房，张辉向记者介绍厂房时，言语中
难掩自豪。

标准化厂房里，恒温恒湿系统、智能化
设备和溯源可视体系一应俱全——屠宰后
的生猪进入厂房后，依次进入排酸车间、分
割车间、清洗车间、腌制车间。接下来，腌制
好的腊肉乘上专为它们设置的“电梯”，从二

楼进入炕房。炕房是传统的土墙瓦房，保留
着城口老腊肉独特的高炕慢火工艺，腊肉必
须在二楼用小火烘烤2个月以上方能进入
市场。

发展乡村旅游后，张辉就在思考如何将
当地的土特产卖出去、卖出好价钱，这也成
了他的第三次创业方向。他将目标锁定城
口特产名片——老腊肉。

通过标准化生产，城口老腊肉可实现口
味细分。其中，等级最高的黑标腊肉市场价
可达每斤188元，但黑标腊肉要求极高。“企
业有资金，有技术，有销售渠道。”张辉说，但
企业没有生猪资源，也没有精力与养猪农户
挨家挨户打交道。

强村公司的出现解了张辉的后顾之
忧。据了解，岚天乡4个村股份经济联合
社、巴韵公司和重庆智达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联合成立了重庆市溪岸星河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由各村集体经济组织负责组
织生猪收购、监管生猪品质，巴韵公司以
土猪每斤高于市场价0.80元的价格进行
回收、加工，智达公司组织销售。如此一
来，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大家都能一心
扑在发展上。

张辉介绍，预计巴韵公司今年将完成投
资1500万元，生产和销售老腊肉50吨，实
现年产值600万元，带动周边农产品销售
400万元。如今的他，已安心扎根乡村。

他扎根乡村三次创业一路进阶——

村集体家底厚了，村民腰包鼓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走进“龙头体育馆”，来一
场既有重庆范儿又赛博朋克风
拉满的巴基球（一款多人体育
竞技游戏）对决；循香而去，尝
一尝美名远扬的二郎卤鹅、允
丰正黄酒；向美而行，用牡丹和
蜡梅制成的护肤品已备好，等
你试用……

9月 20日，2024第十三届
重庆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以下
简称重庆文博会）将在重庆国际
博览中心拉开帷幕。届时，这些
传统与科技交融、底蕴和活力相
互成就的“文化+”产品，将一一
呈现在观众面前。

沉浸式体验多元文化

既联通四海多元文化，又集
中呈现本土文化事业、文化产业
蒸蒸日上的繁荣，一直是重庆文
博会的一大特色。

在本届重庆文博会上，渝
中、九龙坡、巴南、北碚、大渡口、
丰都、江北、梁平、南岸、沙坪坝、
万州、渝北、垫江、大足等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范围
内的区县，都将“晒出”各自的文
化特色和文化创意，让观众感受
经典传统与时尚潮流的碰撞。

渝中区将以“渝中有戏”为
主题，分“戏旅母城”“戏境趣游”

“戏聚美好”三大板块，结合渝中
区云端、步道、洞穴、两江等特
色，打造出山水城一体的新场
景，实现未来感与人文性有机统
一的场景体验，展示渝中区数字
文化发展成果和文旅消费新场
景。

其中，“戏旅母城”板块，以
视频和图文为主，展示渝中区城
市宣传片、渝中文化旅游宣传片
等。开心麻花、渝笑堂的舞台
区，还会进行精彩展演。

“戏境趣游”板块以游戏体验、沉浸式互动、场景体
验为主，包括帕斯亚科技（巴基球竞技游戏）、文旅+AI
展示、文旅+科技展示（2088）、云端之眼、山城巷元宇
宙等。其中，帕斯亚科技将开启《超级巴基球》游戏试
玩活动，该游戏把重庆特色建筑、风景融入游戏中，让
人眼前一亮。

“戏聚美好”板块，以直播、特色表演、美食为主，涵
盖十八梯重庆美食“渝味360碗”美食街区、开心麻花
特色演艺、渝笑堂方言演艺、触摸文化（微短剧）、文旅
直播等，让人既饱眼福也饱口福。

人机对弈、非遗互动应有尽有

你想现场直击真人与AI的围棋比赛吗？本届重
庆文博会九龙坡区展厅将让你一饱眼福。

九龙坡区展厅紧扣“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的主题精
心打造，展示重庆美食“渝味360碗”品牌培育成果、数
字文化重点项目、非遗文创亮点产品等。

九龙坡区文旅委相关人士介绍，届时观众走进九
龙坡区展厅，就可以看到非遗射箭表演、人机AI互动
围棋比赛、巨型国际象棋体验等，也可以欣赏剪纸、蜀
绣、金石拓印、沉香制香等非遗项目的互动表演。

同时，九龙坡区展厅还将重点展示礼宴巴国“文
化+美食”消费新场景，让观众在观赏表演的同时，还
可品尝二郎卤鹅等“渝味360碗”美食，及允丰正黄酒、
临江老渡口酸梅汤等非遗特色饮品，感受中国传统美
食与音乐、舞蹈、戏曲等文化碰撞的火花。

健康生活气息浓

好看的、好玩的有了，好用的、好吃的自然也不能
少。

在本届重庆文博会上，垫江展厅就将展示恺之峰
旅游区推出的牡丹系列产品，涵盖工艺品、护肤佳品等
多个品类，以及仙草园中医文化旅游区推出的中医药
系列产品。此外，还有垫江竹编，其细腻的编织纹理，
充满生活气息的造型，让人爱不释手。

作为国产3A游戏大作《黑神话：悟空》的取景地
之一，大足石刻近来又狠狠地火了一把。本届重庆文
博会上，大足展厅以“精美的石刻会说话”为主题，带来
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大赛”金奖的彩塑文创产
品《大足狮》、荣获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金奖的凡鹤·深海
利刃刀具，以及天下大足·天冠赐福匠心系列首饰、大
足石雕、大足玉雕等文旅商品。

“松弛感”则是北碚在本届重庆文博会中呈现的主
基调，依黑水滩河而生的偏岩古镇是展示重点，如水边
集市、水边茶馆，以及卢作孚的相关文史类书籍、纪录
片等，都将精彩亮相。

此外，北碚的缙茶、缙梅系列产品、缙云甜茶等也
将亮相本届重庆文博会。其中，缙茶是北碚首个茶饮
品牌，主打本土化、年轻化、健康化，已推出六大类二十
多款产品。缙梅系列产品，包括面膜、精油、香水、香薰
等，旨在传承推广北碚静观素心蜡梅产业，打造优质品
牌。

9月20日—22日，欢迎广大市民游客走进重庆文
博会现场，享受一场传统与时尚相互交融，色香味俱全
的文化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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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董延 龙丹梅

记者近日从城口县了解到，近年来，该
县以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重点，探索
出产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经
营、项目拉动、抱团发展6种增收模式，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2024年上半年全县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5936.13万元，其中，实现
10万元以上经营性收入的村集体109个，
占比57.4%。该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7.0%，位列全市第一。

据了解，为增强村集体经济协同发展能
力，城口县村级成立190个村级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进行清理确权等工作，奠定集体
资产运营基础；乡级层面，在岚天、河鱼2个
乡试点组建强村公司连接市场；县级成立促
进中心，下设运营管理公司，策划实施重点
项目19个，孵化服务集体经济发展。

“围绕文旅康养、老腊肉、中药材、食用
菌等特色产业发展，我们探索出产业带动、

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经营、项目拉动、
抱团发展6种增收模式。”该县相关负责人
介绍，他们还通过加强带头人引育、开展

“房票”“地票”“林票”改革试点、统筹资金
用于集体经济发展等措施，激活村集体经
济“人”“地”“钱”三大要素。

以河鱼乡为例，今年2月，重庆裕品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集体经济组织+强
村公司+市场主体+农户”的运营模式，在
河鱼乡大店村282亩林地中开展林下曲茎
石斛仿野生种植，聚力打造“大巴山药谷”
石斛种植基地。但因农户手中的林权证信
息为手工填写，界限描述不清，无矢量化数
据，无法开展经营融资抵押。

城口县将其作为试点改革内容，于2月7
日为该公司颁发了全市首张林地经营权证。
目前，该公司的首批曲茎石斛已进行仿野生
种植，预计全部建成达产后年产值将达3000
万元，大店村以石斛产业基地基础设施项目
资金入股，每年可固定分红5.4万元。

城口县六种模式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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