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邱春

刚过腊八，清晨，渝北区木耳镇石坪村，迎
接完丰收的田野空旷寂静，乳白色的浓雾笼罩
着4座蓝色大棚。

最早唤醒山村的一阵嗡嗡声来自棚风机
的轻微启动——风机叶片有力地旋转，棚内外
冷热空气交换，流动的微风轻轻拂过嫩绿的芹
菜苗；3米多高的遮阳棚缓缓开合，营养液被循
环泵从储液池中抽出，沿着管道“哗啦啦”流进
水培池，浸润芹菜根系；育苗房的12盏补光灯
同步开启，3万多粒菜籽开始向光生长……

这里是重庆渝辰农场水培蔬菜基地。农场
中控室紧挨着大棚，是一个由集装箱改造的小
屋。屋里身患“超级癌症”的35岁小伙黎夏，正
专注地盯着电脑屏幕，用一根脚趾和一根手指，
开始这座智慧家庭农场的早班“巡场”。

“既然活过了30岁，以后我
的日子就要活得更有价值”

与大棚里机器协同运行的热闹场景不同，
小屋里只有清脆的鼠标声。

被各种医疗仪器包围着、躺在病床上的黎
夏左手食指控制鼠标滚轮，右脚二脚趾完成点
击，通过调节摄像头角度和清晰度，观察着大
棚内的机器运转。

“根系在溶液里的延展性似乎不理想。”他
点击出大棚内的3处观察点图像进行对比。正
当图像一帧帧放大时，画面突然跳到农场边的
小路上，“这根手指头越来越没力，常常点错。
我就在脚上加了一个弯曲传感器来加强控制。”

没错，就连他脖子以下仅能活动的两根指
头，也在慢慢“冰冻”。

黎夏出生在1989年5月。幼年时，他被诊
断出患有称为“超级癌症”的罕见病——进行
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一般在10岁失去行走
能力，25岁时全身性肌肉萎缩，随之是心肺功
能逐渐衰退，直至生命终结。

“很多病友20岁左右就走了，活到30岁的人
不多，我算是幸运的。”黎夏带着坦然的微笑，“从
小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活到30岁。”

在那时的“轮友群”里，黎夏是个快乐的“追
风”青年——他爱学习、爱上网、爱发明，改装了
自己的电动轮椅，时常与“轮友”们来一场轮椅竞
速；他爱旅游、爱交友，和家人自驾到西双版纳密

林、三亚海边，为妹妹拍摄、剪辑短视频……
厄运的再次降临，残酷而突然。2020年，

黎夏病情加重，突然昏迷休克，在医院进行了
气管切开手术。术后，他脖子以下只剩一根手
指和一根脚趾可以动弹，身上插满管子，每一
刻都离不开呼吸机，很长一段时间无法说话。

“我躺了一年多，消沉了一年多，觉得生命
失去了光芒。”健谈的黎夏陷入沉默。其间的
希冀与痛苦、光亮与晦暗被他浓缩成一句，“既
然活过了30岁，以后我的日子就要活得更有
价值！”

32岁那年，黎夏决定自主创业，目标投向
无土化栽培。“我从小在渝北农村长大，无土
栽培种植涉及的相关科技又是我一直感兴趣
的。”他以自家阳台为试验地，利用自学的无
土化栽培、编程、物联网、传感器等技术，种上
了生菜和青菜。

破土而出的种子，蓬勃生长的植物，喜悦
满满的收获……生命蕴含的力量，一点点治愈
了迷茫的黎夏：“我们当地有种草叫解放草，它
的生命力特别旺盛，农药打不死，一长遍地都

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草！”

“儿子是我的脑子，我就是
儿子的手脚”

2022年10月，在妈妈吴美弟的支持下，黎
夏来到石坪村搭建起小型智慧家庭农场。

“我这一生，亏欠妈妈太多。”黎夏说，他是
在妈妈背上读完小学四年级的，多年照顾让妈
妈成了半专业的呼吸科护士。如果生命已经
走向倒计时，他一定要为妈妈多留下点什么。

“现在晚上每隔两三个小时，妈妈就要醒来，帮
我吸痰、拍背、再吸痰。哪怕血氧仪的数据正
常，只要我觉得不舒服、轻轻喊一声，妈妈都会
从旁边的小床爬起来，耐着性子帮我吸痰，她
不允许出现‘万一’。”

“如今，我又成了半专业的电工、种植手、
机械设备安装员……只要是黎夏认定的事，我
都无条件支持。”快人快语的吴美弟指着床边
一大堆电子元器件说，这些都是她在黎夏的指
导下，一步步学习焊接电子元器件，以及组装

一些更为复杂的电子构件。农场一半的安装
工作，都由躺在病床上的儿子通过视频指导她
完成。

“儿子是我的脑子，我就是儿子的手脚。”
吴美弟说，碰到儿子无法操作的步骤，她就走
进大棚，利用手机为黎夏“现场直播”，黎夏再
对应作出提示，由她现场操作完成。

两年农场打拼，最难的是去年春天。
无土栽培的菠菜频频出现僵苗、发黄现

象。母子俩检查设备，对比实验，更换再种，但
每天醒来面对的仍是渐渐枯萎的菜苗。

黎夏翻阅电脑里扫描的中国农业大学教
材《无土栽培学》，查找存储的20多个技术文
件夹，在群里向种植能手求助。方法似乎都失
效，自信的他第一次想到放弃。

“老板，这菜苗没整对哟，技术员在哪儿？”一
天下午，一位路人向正在侍弄菠菜的吴美弟发问。

当看到病床上的技术员，并听完他们的故
事后，路人神情变得极为凝重，很快请来木耳
镇农技员“把脉”。农技员多方寻找原因，发现
是网购的某一肥料含铁量严重不足。

“峰回路转啊！原来被感动的路人是木耳
镇经发办负责人，他自责没有早点‘发现’我
们。”吴美弟说，“之后不仅菜长好了，每当我们
遇到资金、技术还有销路方面的问题，木耳镇
都尽力帮忙解决，前后补贴的物资价值近10

万元。”
去年，黎夏和母亲培植的空心菜、黄瓜、水

白菜、生菜、菠菜、西芹均获成功，鲜嫩的口感
和水灵的卖相赢得市场的青睐。

“每卖出一季菜，离我的梦想又近了一
步！”黎夏看着日渐苍老的妈妈，语气笃定，双
眸闪过点点泪光。

“爱是一个闭环，我愿意奉献
我的能量”

经营农场的这几年里，像帮助解决“菠菜危
机”这样的支持和关心，黎夏母子常常遇到——

网购材料多，农场不通快递，邻居大哥大
姐就顺路从驿站带回来；

农忙缺人手，村里组织乡亲们为农场帮
工，工钱只是象征性收点；

水培蔬菜找不到销路，区农业部门和镇里
都大力推荐；

……
黎夏的故事也如同一束温暖亮光，照亮

病友前行的道路。“他是我见过年龄最大的
重庆患者。”一位小病友的妈妈刘女士感慨，

“最初不知道黎夏这么严重，因为他常在群
里帮病友解决手机和电脑问题。我带着孩
子参观他的智慧家庭农场，给了我们很大的
信心。”

“大家都佩服他。”石坪村党总支书记倪杰
对黎夏赞不绝口，“石坪村是传统农业村，黎夏
带来智慧化农业，展示农业新技术新成果，还
给周边群众带来务工机会。”

“爱心像条无形的纽带，将线上线下的人
与人紧紧相连，在传递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闭
环。”黎夏说，他在B站上开设“农场主菜菜梨”
账号，无私分享智慧农业的干货知识。

“前排前排，UP主（即视频上传者）的视频
实用易懂，就是更新太慢了”“我的菠菜也遇到
这样的问题，看了UP主的视频圆满解决！可
不能长久不更新啊”……8000余名粉丝的关
注，见证了他的热忱。但黎夏从未透露过他的
病情，却竭力为屏幕后的陌生人答疑解惑。

“智慧农场是一个发展趋势。有光有水的
无土栽培农业，很适合山多地少的重庆。”黎夏
说，生活在科技飞速发展和充满无限可能的时
代，让他能在互联网上轻松找到知识与机会。
他愿意将之传递给更多人，将更多的爱和勇气
聚集在一起，“所以我给农场取名叫渝辰，渝即
重庆，辰源自李白诗句‘手可摘星辰’，相信即
使是星辰微光，也会熠熠生辉！”

“乡村版霍金”黎夏：

两根指头撑起一座自动化农场
身患进行性肌营

养不良症的黎夏，在石
坪村搭建了一座智慧

家庭农场。破土而出的种子，蓬
勃生长的植物……生命蕴含的力
量，一点点治愈了他：“我们当地
有种草叫解放草，它的生命力特
别旺盛，农药打不死，一长遍地都
是。我觉得我就是那种草。”

▲黎夏用两根指头遥控
农场的自动化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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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山 绘就集体林改新图景 探索绿色发展创新路
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是深化生态文

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林业
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地处三峡库
区腹心的巫山县森林面积达266.65万
亩，森林覆盖率稳定在67.6%，森林蓄
积量超过625万立方米，是全国“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全
国森林旅游示范县。

如何用好丰富的森林资源，谱写山
区林区共富新篇？近年来，巫山县严格
落实全市建设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
先行区六大改革任务工作部署，聚焦
“林改四问”和拓宽“两山”转化路径，以
兴林富民为目标，创新集体林权制度，
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努力探索
全面绿色转型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
之路，一幅生态美百姓富的实景画正在
巫峡大地越绘越美。

着力提升森林质量
厚植巫峡生态底色

2024年11月16日，第十八届重庆
长江三峡（巫山）国际红叶节暨第六届
巫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如期而至，向世
人展示了如诗如画的三峡美景。

巫山的红叶树大多是原始自然生
长，其长势、景观效果及观赏期受气候、
土壤及群落生物因素的影响较大。为
了让“满山红叶似彩霞”绝美景观浸染
全境，巫山县成立了三峡红叶研究所，
开展巫山红叶呈色调控关键技术及技
术集成应用的研究。巫山县林业局以

“林长制”为契机，把保护培育红叶纳入
森林资源发展保护目标，结合“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建设总体方案，大规模栽
植黄栌、枫香、乌桕、三角枫等红叶景观
树种，建成红叶景观林12万余亩。

如今，保护与修复并举使得巫山红
叶景观告别过去的“野蛮生长”，由自由
分散向集约连片转变，红叶面积达120
万亩，品种更是多达 200 多个，县内
70%以上山体都被成片红色覆盖，观赏
期长达3个月左右。巫山红叶节累计吸
引海内外嘉宾、游客超过970万人次，
旅游综合收益80亿元，不仅促进三峡
旅游由淡季变旺季，由过境游向休闲度
假游转变，更是成为了助力建设美丽中
国的生态宝贝。

“我们成立以县政府主要领导为组
长的工作专班，统筹推进深化集体林权
制度改革各项工作。完成443万亩国土
图斑区划和280万亩集体林地矢量化，
摸清了生态家底，为开展‘三权分置’后
续工作夯实基础。”巫山县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县在健全集体林经营管理
制度上先行先试，大力实施森林质量精
准提升工程，打造国土绿化试点示范片
9.54万亩，实施渝东北岭谷区生态保护
修复项目21.6万亩。探索出具有巫山辨
识度的“五个一”技术措施（一个大窝、一
袋土壤、一把肥料、一个水池、一律混交）
确保造林成活率，“巫山科学推进生态保
护修复与治理石漠化、营造生态景观、乡
村振兴‘三融合’生态保护修复经验”入
选全国八大典型案例。

实施集体林改激发了巫山扩绿、兴
绿、护绿的积极性，巫山集体林森林面
积和蓄积量实现持续“双增长”。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促进林业可持续经营
核桃产业作为巫山县中（高）山地

区主导产业之一，对于改善库区农业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双龙镇洞桥
村，曾经开采石膏矿的夏国桉，在村子
里采取“专业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
种起了核桃。

全村158户村民纷纷签下土地入
股协议，占股35%；合作社统一采购核
桃苗，购买农资并进行果树管护，占股
65%。随着核桃树进入丰产期，该基地
产值可达近100万元，每户通过分红和
务工年均增收1万元左右。

“我们还出台《巫山县核桃产业发
展方案》《巫山县关于加快核桃产业发
展的实施意见》，加大对林业大户的认
定、扶持和监测力度，推进核桃产业发
展。”巫山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县新增林业经营主体50户，流转集体
林地4.8万余亩，发展森林培育、林产品
深精加工、林下经济、森林旅游康养等
产业。其中通过“龙头企业+专业合作
社+农户个体”的方式培育核桃面积达
15万亩，2024年产值超2亿元。

把绿水青山“好颜值”转化为金山银
山“好价值”。巫山巩固发展特色经济林
100万亩，筑牢“1+3+2+N”产业赛道发
展林业支柱产业，形成低山柑橘、中山脆

李、高山核桃的产业格局。如今巫山恋
橙销往全国各地、海外市场，巫山脆李年
产量达14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1亿元，
成为重庆果品类最响亮品牌之一。

为加强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行
业协会、林农之间深度合作，巫山还与
市林科院、西南大学、专业公司深度合
作，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通、市场共
拓、人才共育、利润共享；创新推出“核
桃产业担”金融产品，争取融资担保额
度2000万元……坚持生态发展与富民
产业打造相融合，林业产业已成为助农
增收、乡村振兴重要途径，成为山区群
众致富的重要钱库。

加强林文旅融合
发展森林康养旅游

每当夏季来临，巫山云雨康养旅游
度假区成为了市民追求清凉暑期度假
体验的新去处。

在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森林
覆盖率达90%以上，空气优良天数365
天。依托得天独厚的森林资源，度假区
着力发展康养度假、文化旅游、运动休
闲、三产融合、研学创作等业态，成功创

建市级旅游度假区，荣获“中国（重庆）气
候旅游目的地”“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建设单位”等殊荣，成为了市民游客避暑
纳凉的全新目的地，2024年接待游客近
100万人次，带动群众增收3000万元。

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的蓬勃
发展，彰显着巫山发展森林康养旅游，
推动林文旅深度融合的潜能与优势。
近年来，巫山把森林资源优势转化为发
展森林康养产业盛事，在双龙镇，这里
建成拥有“四园一寨”（百草植物园、鲁
班民宿园、康养怡心园、游学研学园、石
尚美食寨）的农文旅融合乡村旅游示范
点“石上生花”，年接待游客30余万人，
收入达2000余万元，带动农户增收300
余户；在邓家土家族乡楠木村，这里大
力发展高山森林康养旅游，前来避暑纳
凉的游客络绎不绝，当地开起了10余
家农家乐，每天能接待游客200余人。

目前，巫山已建成森林康养小镇6
座、康养基地4处，成功举办全市首届

“奉巫巫城”大巴山沉浸式康养森林步
道建设推进会，进一步做靓了巫山森林
康养旅游品牌。

为促进林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巫山还积极引进湖北招财猫有限公司

并签订投资框架协议，规划流转集体商
品林20万亩，签约资金7.81亿元。在
保护好森林资源的前提下，合理利用林
地资源，开发林下经济和森林旅游森林
康养产业，推进林旅、林农深度融合，形
成集林业保护修复、开发利用于一体的
林业经济综合项目。

向改革要动力，集体林正成为巫山
充分发挥森林“水库、钱库、粮库、碳库”
作用的重要载体，推动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社会效益相统一。

刘钦 陈钰桦 摄/卢先庆
数说》》

完成 7宗2.5万亩国有林地经营权
转移和不动产权证办理；

完成全市首单“碳普惠”自愿减排
机制下林业碳汇交易，成为全市入围交
易第一单、全国首例森林经营类林业碳
汇交易；

培养龙头企业 6 家，生产大户 26
家，村级种植专业合作社 37个，惠及 23
个乡镇141个村，6万余户农户收益；

提质建设“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16.14万亩；

实施渝东北岭谷区生态保护修复
项目21.6万亩。

巫山县持续开展“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绿水青山美景处处皆是

巫山县大溪乡的村民在卫星地图上确认林权

▲

黎夏的母亲吴美弟正在查看育
种情况。 记者 邱春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