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割
水稻、收丝瓜、下田摸鱼……9月22日，2024年

“中国农民丰收节”当天，由重庆日报参与协办的重
庆市首届农民农耕赛事运动会在涪陵区龙潭镇举
行。该运动会吸引了全市26个区县、27支队伍参
赛，平时忙碌于田间地头的农民变身参赛选手，一场
充满“农趣农味”的运动会就此展开。

“预备——跑！”早上8点30分，运动会在“田园酷
跑庆丰收”比赛中拉开帷幕，100余位参赛选手从龙潭镇
稻田基地出发，围绕3公里跑道开始角逐。

赛场上，参赛选手挥汗如雨；赛场边，观众的加油声、
喝彩声此起彼伏。

“田园酷跑”结束后，又有选手站上“稻花香里展丰采”
比赛区。该项目比赛规则是，选手在20分钟内，用提供的
镰刀、箩筐、挞斗等工具手工割稻并完成挞谷脱粒。

“割水稻是个技术活，刀口高了秸秆不够长，挞谷子就会
费力。挞谷子不是靠蛮力，而是要讲究技巧，把着力点放在谷
把子的腰部，谷粒自然抖落，还要顺势抖两抖，把夹在穗梢里
的谷粒抖落在拌桶里。”永川秀芽队选手周孝雄有30多年水稻
种植经验，说话间，他手上的动作越来越快。

赛场另一边，蔬菜收割、稻田摸鱼等比赛项目也热火朝
天地进行着，场外观众看得目不转睛。“大家来看稀奇，割水
稻、收蔬菜都变成比赛了！”现场不少观
赛村民一边掏出手机拍摄，一边“即兴解
说”，视频一发送到社交平台，便收获不少
点赞……

当天下午1点，所有比赛落下帷幕。最
终，来自永川、潼南、合川的三支队伍总积分
排名前三，获得重庆市首届农民农耕赛事运
动会团体一等奖。

梁平：合作园里庆丰收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9月22日，位于川
渝交界处的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梁平·开江合作示范园区
（以下简称梁开合作示范园）里载歌载舞，“学用千万工程、礼赞
丰收中国”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长江三峡（梁平）庆祝活动
在这里举行。

庆祝活动在梁开合作示范园的一片田园之中举行，包括
庆五谷“丰”登、品美食“丰”味、展和美“丰”景、赛农人“丰”彩
四大主题，生动讲述梁平稻子、鸭子、柚子、豆子和竹子“五子
登科”的故事。

活动现场，重庆捷梁农机股份合作社、梁平瑞丰米业有
限公司等10家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先后上台，汇报这一年
的好光景和好收成。来自四川开江的农民代表也带来丰收
的喜讯。随后，现场还举行了稻田套圈、田间接力、稻田摸
鱼等趣味赛事活动。

巴南鱼池村：农趣足耍事多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实习

生 周旋）9月22日，巴南区东温泉镇鱼池村举行以
“稻花香里说丰‘廉’”为主题的丰收节，以多种农趣
耍事喜庆丰收。

“风吹竹林哟，稻谷飘香，生态清和好风光……”
上午10点，鱼池村“四民共创空间”广场，数百名
村民和游客聚集于此，齐唱鱼池村村民自创的歌
曲《云上鱼池》，拉开丰收节活动序幕。

在鱼池村丰收运动会上，村民与游客组
成6组队伍，通过参加旱地龙舟赛、玉米脱粒
赛、酵素搬运接力赛等比赛，评出一、二、三
等奖。其间，鱼池村还现场搭建起“土特产”
集市。马脚杆粑、石磨麦粑、猕猴桃酒、腊
肉洋芋饭……乡村特色小吃让游客一饱
口福。

此外，“我眼中的鱼池村”清廉摄影展
也在现场举行，近700张照片讲述党员
干部与鱼池村“四民”（即新村民、云村
民、荣誉村民和老村民）共建乡村、共
同参与乡村治理的故事。

东温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鱼
池村已发展1000余亩生态循环农
业产业，打造出“我在鱼池有块
田”品牌，去年村集体经济收益
达38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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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孙莎莎

9月22日晚，在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
会》上，来自中国林科院亚林所木本油料育种和
培育研究组的曹永庆副研究员，作为酉阳县代
表，带去了一份酉阳的献礼——一幅绣着结满
花、果的油茶枝条的苗绣作品。

曹永庆为何代表酉阳站上“丰晚”舞台？这
幅苗绣背后有何含义？

这源于曹永庆的另一个身份：中组部、团中
央第22批赴渝博士服务团成员。从2022年1
月至2024年1月，曹永庆在酉阳县林业局挂职
党组成员、副局长，引领酉阳油茶产业稳步向高
质量发展迈进。

但他与酉阳的缘分远不止于此。

初识酉阳
他引来了高产油茶品种

时间回到6年前。
2018年秋，曹永庆和同事第一次来到酉阳，

计划推广该所“长林”系列纯种高产油茶品种。
“油茶是木本油料作物，也是国家战略树

种，从上世纪开始，国内先后掀起过几次大发展
浪潮，最近一次是在2008年前后。”曹永庆说，但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油茶产业发展普遍存在低
质、低效等现象，而问题症结在于品种。

当时，在全国油茶发展区，引种栽培较为普
遍，但品种适应性是个问题。酉阳引进的大多
是湖南的“湘林”品种。曹永庆在酉阳看到，该
县10万亩油茶，因品种适应性问题，再加上管护
水平较低，亩产茶油仅10斤左右。

根据“长林”系列油茶品种此前在秀山、彭
水的种植情况来看，该品种适应性较好，亩产普
遍在60斤以上。“1斤茶油的价格为80到100
元，算下来，效益差距非常大。”曹永庆说。

作为重庆油茶大县，酉阳当时也想推动油
茶产业实现新的发展。经过多次实地考察，酉
阳最终与曹永庆团队达成合作，依托国有平台
酉州油茶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酉州公司），
在全县开展纯种高产示范林建设，由曹永庆团
队提供技术指导，公司负责日常管护。

此后几年，酉州公司不断扩大种植面积，
“长林”系列成为当地油茶产业的主打品种。如
今，酉阳油茶种植面积已达40万余亩。

再赴酉阳
他有效解决了育苗问题

2021年，中组部、团中央第22批赴渝博士
服务团筹建之时，我市根据酉阳油茶产业发展
情况，特别提出需要在酉阳组团中增加一名林
业专家。

“组织推荐了我，我当然非常愿意。”2022
年，曹永庆再次来到酉阳，分管油茶产业。

通过走访，曹永庆明显感觉到，当地的油茶

种植水平已明显提高，但仍有提升空间。
“以育苗为例，当地一般是在苗圃里育上一

年，等植株长到10厘米左右就开始往山上移栽。”
曹永庆说，对油茶而言，一年育苗时间太短，树苗
出圃率很低，树苗“争营养”也比不过杂草。

“这样的树苗要长成树，管护好都需要5年
以上的时间，其间施肥、除草的人工和农资费
用，每亩要三五百元，成本非常高，效益自然就
低。”曹永庆说。

为了提高油茶种植效益，曹永庆团队引进
了一项新技术：容器大苗培育，即在容器中育
苗，并将育苗期增加至3年，移栽时将树苗连带
着容器和培养土直接栽到山上。

3年的树苗已比较壮，加上带土移栽，根系
不散，所以成活率高，很快就能进入结果期，管
护成本大大降低。

“虽然育苗成本增加，但3年苗一株可卖到
10元以上，是1年苗价格的6-7倍。”曹永庆说，
如今依托该技术，酉阳已建成国内单体最大的
油茶苗圃生产基地，年产油茶苗2000万株，还远
销到湖北、贵州等地。

叫响品牌
他让“酉阳茶油”有了亮点

随着工作的深入，曹永庆与当地油茶加工
企业有了许多密切交流。

“当时大家还有很多困惑，其一是‘酉阳茶
油’到底有啥特色，其二是产品标准问题。”曹永
庆说。

从全国来看，茶油品牌特别多，要脱颖而出
必须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点。“酉阳茶油”品牌自
2014年建立以来，知名度始终未能打开。

“好的产品，首先必须有统一的生产标准。”
摸清情况后，曹永庆着手制定了重庆市地方标
准《地理标志产品酉阳茶油》《“酉阳茶油”油茶
种植技术规程》，从育苗、种植、加工全链条环节
为“酉阳茶油”制定生产标准，这也是国内首个
完成标准体系建设的地理标志产品。

期间，曹永庆通过对酉阳茶油成分的研究
和分析发现，由于海拔较高，酉阳茶油中的角鲨
烯含量远高于其他地区。

“角鲨烯广泛应用于食品及化妆品等领
域。”曹永庆说，其他地区每100克茶油中角鲨烯
含量为80—90毫克，而酉阳茶油达150毫克以
上，“这可以说是酉阳茶油的一大特色。”

依托这个亮点，“酉阳茶油”逐渐打响了名
气，扩大了市场，先后获得中国木本油料影响力
地理标志产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称号，
同时完成了酉阳茶油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建设。

今年1月，曹永庆在酉阳的挂职告一段落，
但他和酉阳油茶的故事仍在继续。他说，未来
将继续在酉阳开展油茶科研工作，助力酉阳油
茶面积达到50万亩，建成万吨级茶油加工线以
及开发文创产品，“我希望，未来大家说到茶油
就能想起酉阳。”

带着酉阳特产 他站上央视“丰晚”舞台

何家岩“云稻米”酉阳3万亩稻田将“上云”

“丰晚”镜头首先聚焦的是一座古寨与一片梯田。
这座古寨是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梯田里种的就是何家岩村的“云稻

米”。今年5月，何家岩村发起“何家岩云稻米认养计划2024季”项目，500亩稻
田被搬上“云端”，全国各地近万名用户将其订购一空。

这是何家岩村连续三年举办该活动。2022年，腾讯云稻米团队助力何家岩
村开发“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首次上线不到一个月时间，何家岩村3.8万平
方米的稻田就被预订完毕。活动还打响了何家岩村的知名度，当年该村共接待
游客近6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800万余元，村集体收入近480万元。

今年，酉阳将在涂市、李溪、南腰界等13个乡镇启动3万亩“云稻米”认养
计划。

“酉阳800” 348款优质农产品唱响品牌

“丰晚”镜头紧接着来到“酉阳800”产品展厅，这里展示着的茶、青蒿、
酵素等产品，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酉阳800”。

“为什么叫‘酉阳800’？”主持人问。
“因酉阳平均海拔800米而得名，是酉阳800米高山、800里酉水、800

种物候、800个村寨的结晶。”“酉阳800”生态农人联盟理事长游彪回答。
去年3月，酉阳县政府与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联合主办的“酉阳800”

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让“养在深闺人未识”的酉阳“土特产”
逐渐被世人所知。前不久，重庆举行2024“酉阳800”爆品发布会，现场
购销签约超6亿元，全网曝光量超6800万次。

这个仅1岁多的区域公用品牌，如今已发展到全区域、全链条、全品
类的3.0版本，推出49大类348款产品。

“接下来，我们将以全域生态化的理念，迭代升级‘酉阳800’4.0版
本。”酉阳县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农人新产业 共富乡村有了新力量

出现在“丰晚”镜头中的，还有一群酉阳新农人。
率先亮相的何权艳是何家岩村的乡村CEO，大学毕业后，她选择回

到家乡，助力何家岩村云稻米发展。
“我们把何家岩稻米搬到云端，卖到全国各地，同时通过共富合作社，

把闲置房屋变成便利店、明德书院、咖啡厅等产业实体。”何权艳说。
酉水河镇河湾村乡村CEO单一，打造吊脚楼民宿及土家族传统建筑

艺术博物馆，让百年古寨触景生“金”。
2018年，单一来到河湾村，为村里旅游产业配套文旅项目，助推河湾

村旅游产业发展。“预计在2025年之前，博物馆将整体完工，除了展示各类
土家族吊脚楼建筑外，还将建成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单一说。

游彪介绍，农人联盟目前共有62家理事单位，分布在全县32个乡镇
100多个村中，像何权艳、单一这样的乡村CEO，已助力酉阳打造出50个
共富乡村，今年上半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平均达30万元。

农事变赛事 农民变选手

跟着“丰晚”，玩转酉阳
【相关新闻】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实习生 周旋

五谷丰登，瓜果飘香。9月22日晚8点10分，央视2024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
（以下简称“丰晚”）开幕。今年“丰晚”首次在重庆酉阳设立特色分会场。“丰晚”上，何
家岩云稻米、酉州苗绣、酉阳茶油等当地特色农产品悉数亮相。让我们跟着“丰晚”，
玩转酉阳。

▲9月14日，永川区五间镇圣水湖桃花岛，村民在进行推独轮车搬运
农作物比赛。 特约摄影 陈仕川 通讯员 钟梅 摄/视觉重庆

▲ 9 月 18
日，万盛经开区
青年镇更鼓村，
苗 族 村 民 围 在
一起打糍粑。

特 约 摄
影 曹 永 龙/视
觉重庆

▶ 9 月 22
日，西南大学第
七 届 丰 收 节 现
场，大学生在“春
种秋收”比赛中
角逐。

记者 郑宇
实习生 巨文俊
摄/视觉重庆 ▲9 月 22 日，黔江区沙坝镇十字社区，

村民在参加趣味运动会的颗粒归仓比赛。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镜头11

镜头22

镜头33

打糍粑

独轮车搬运

颗粒
归仓

挑担跑

重庆市首届
农民农耕赛事运动会

赛出好“丰”景

9月14日，酉阳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村民
在表演秧歌。

通讯员 熊科林 摄/视觉重庆
扭秧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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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精彩活动

精彩赛事
扫一扫 就看到

9月22日，梁开合作示范园，赛农人“丰”彩环节，村民在参加
稻田摸鱼活动。 通讯员 向成国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