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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幺儿，你看你笑得好乖哦！这么多
年了，屋头终于有张全家福了。”1月20
日，春节将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桐
楼乡细沙村六组一处院坝里，62岁的徐
文学一家人围成一圈，细细端详着手里
的一张全家福，“拍得好！今年过年，最
好的礼物就是这张全家福。”

冬日的暖阳下，一家人的笑脸如阳
光般灿烂。

不仅是徐文学一家，春节前，桐楼乡
许多村民都将收到一幅用相框装裱好的
全家福。这些全家福从何而来？

12年来第一次全家团圆

“来，大家靠近一点。左边的对联低
一点，对，很好。过年开不开心？开心了
就要笑起来……”1月15日，细沙村五
组，摄影师刘陵波正在为54岁的村民赵
佰值一家拍摄全家福。

镜头前的6个人是四世同堂的一家
人，84岁的曾祖父和1岁3个月的曾孙
都在镜头里开心地笑着。

“乡党委、政府在春节前给我们拍全
家福，这个事情对我们家来说特别有意
义。”赵佰值激动得甚至有些微微颤抖，

“12年了，这是我们家第一次全家团圆。”
为何赵佰值一家12年才迎来第一

次全家团圆？
原来，赵佰值30岁的长子赵秋江入

伍12年，一个月前才刚刚退伍回家。
“没想到我们拍摄的第一家就有这

样感人的故事，这说明我们给村民拍摄
全家福非常有必要。”桐楼乡党委书记
张倩告诉记者，桐楼乡是彭水最偏远的
乡镇之一，许多村民常年在外务工，因
此许多家庭几年都难得团圆一次，“今
年，我们乡人大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
动，提议邀请县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在
全乡范围内为大家拍摄全家福，留存家
的记忆，感受乡的变化，让年味更浓、亲
情更暖。”

“娃娃的妈妈呢，怎么少了一个人？”
拍完赵佰值一家，刘陵波检查照片时突

然发现了问题。
赵秋江略带遗憾地说：“孩子的妈妈

林娜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工作，因工作繁
忙，无法赶回家拍摄全家福。”

“保家卫国、救死扶伤，你们家为大
家作贡献，12年来第一次团圆，全家福
怎么能少一个人。”张倩立即决定，“等娃
娃妈妈回来了，我们再来补拍，绝不让你
们留遗憾！”

新媳妇第一次进家门

桐楼乡普子村三组，50岁的村民
赵昌恩家中，一场热闹的喜宴正在进
行，一旁的全家福摄影师、彭水县摄影
家协会主席周玖林却眉头紧锁，“现场
来来往往的人群会影响拍摄，背景还要
避开临时搭建的遮雨棚，要拍出喜庆的
感觉并不容易。”

“要不人站到前面的坝子，这样背景
能干净一些。”周玖林身旁另一名摄影师
张琳建议。

“不行，今天办喜事，新媳妇第一次进
家门，全家福还是要以房子为背景，放到前
面坝子，背景就看不见房子了。”看着眼前
热热闹闹的喜宴，周玖林努力想着办法。

“小赵是我们老生产队的第一名大
学生，现在在广东开公司还找了广东媳

妇，可要拍好一点哦。”周玖林和张琳正
商量之际，参加喜宴的村民你一言我一
语地聊着赵昌恩的儿子赵黔川和儿媳妇
陈美君的情况。

周玖林这才得知，赵黔川大学毕业
后就在广东创立了一家物流公司，并与
陈美君相识相恋成婚，如今两人的孩子
已出生三个多月。

不过，在此之前，陈美君从未回过彭水。
“今年过年，新媳妇第一次进家门，

我们就挑了个好日子，热热闹闹地把喜
事办了，这么重要的全家福，可得好好
拍。”乡里来给自家拍全家福，赵昌恩觉
得很是及时，对全家福的拍摄要求也提
高了几分。

最终，周玖林和张琳决定将拍摄地
点放在房屋的侧面，“以喜宴和房屋侧面
为背景，后期再将背景虚化处理，重点突
出赵昌恩一家人，这样既保留了喜庆气
息，又有家的背景。”

“来，大家看镜头，笑容多一点、喜庆
一点……”敲定拍摄方案后，周玖林和张
琳用快门定格着喜宴上一张张笑脸，也
定格着赵昌恩一家的幸福生活。

第一次住上三层小洋楼

细沙村村民徐文举一家常年背井离

乡，对“幸福的生活”期盼更深。
“我们在新疆承包土地种棉花，

一年到头不着家。”5年前，徐文举在
家乡老屋地基上盖了新房，“5年算下
来在屋头的时间不到50天，出门在外
渴望全家团圆，也希望有一张全家
福。”

为了拍好这张全家福，1月15日上
午，徐文举一家七口早早地换上新衣，等
待摄影师李洪卫到来。

到了拍照时，徐文举和老伴抱着两
个孙子坐在前排，两个儿子和儿媳妇站
在后排。

李洪卫尝试拍摄几张后，总觉得少
了些喜庆气息，于是他将春联作为拍摄
道具，让徐文举的两个儿子在后排高高
举起。

咔嚓、咔嚓！一张全家福顺利拍摄
完成。

“春风及第如意家，瑞气临门吉祥
宅。”徐文举看着摄影师相机里的照片，
轻声念着春联的内容，“好、好、好！我们
老徐家祖祖辈辈，第一次过上这样的好
日子哦。”

徐文举邻居徐文学一家也在这天迎
来了团圆时刻。

当李洪卫来到徐文学家中时，徐文
学的儿子徐小东和爱人张茂愉正忙着整
理刚刚收购的中药材黄精。

2024年9月，原本在广东做电商的
徐小东两口子为了照顾年纪渐长的父
母，回到了村里。

回村后不久，徐小东发现村里盛产
中药材黄精且市场需求量大，“这恰好适
合发展电商产业。”发现商机后，徐小东
开始收购黄精并以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
黄精。

“粗略算了下，去年大概挣了十来万
元，今年希望能更进一步。”如今，徐小东
两口子靠着自己的勤劳，不仅过上了好
日子，还为父母在家乡新建了三层的小
洋楼，让老两口住进了新房。

“看镜头，莫看别处，一二三，好！
再来一张……”摄影师一次次按下快
门、拍下一张张笑脸，冬日暖阳中，一张
张全家福传递着幸福和温暖……

彭水县桐楼乡村民收到春节好礼笑开颜：

“今年过年，最好的礼物是这张全家福”

1月15日，摄影师在为彭水县桐楼乡的村民拍摄全家福。
通讯员 廖唯 摄/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1月19日，年关将近，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谭家坝，150张圆
桌整齐排列，热腾腾的饭菜逐一端上桌；一侧的舞台上，彩带舞、诗
朗诵等节目让人应接不暇，热烈的掌声此起彼伏。

永利村第二届“村晚”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村晚”没有明星，只
有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讲述着永利村的新变化。

这天一早，永利村9个村民小组80余位志愿者便在谭家坝忙
开了：院坝外，大家用砖头搭成临时的灶台，砍柴、烧柴，动作麻利；
洗菜、拌菜，井然有序。院坝内，150张村民自家的桌椅整齐摆开，
等待着辛苦劳作、远道而来的邻里乡亲。

上午8时，距离“村晚”演出还有3个小时，村民们紧张地进行
着最后一次歌舞排练。

“开席喽！”上午11点，伴随着厨师的一声吆喝，独具乡村特色
的菜品陆续端上餐桌，鲜香嫩爽的家常鱼、肥而不腻的回锅肉……
在“千人坝坝宴”上，村民大快朵颐。

一侧的“村晚”舞台上，见义勇为奖、尊老抚幼典范等村民代表
一一上台接受表彰，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腰鼓舞、花球舞、歌曲等
节目轮番上演；台下，2000余名村民逐一签字、按手印，领取每份
价值50余元的米、油实物分红。

“后进村的名字，我们听了许多年，但今天，你看！永利村修通
了产业路，村民有了‘摇钱树’！”舞台上，永利村村民齐声朗诵诗歌
《永利人》。

永利村位于云阳县西部，过去因交通不便，村里种植的李子等
产品运不出去，村里的账本时常有“窟窿”，这让永利村成了当地的

“后进村”。
没有集体收入，永利村能用于公共事务的资金捉襟见肘，直到

2018年村子还只有一条土路。也就是在这一年，邻近的几个村陆
续将土路硬化，水果得以运出去卖钱。永利村没有资金和项目支
持该怎么办？永利村党支部书记万丹和村干部只好向村民“化
缘”。

越来越多村民达成共识后，村里众筹到的修路资金也像滚
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永利村仅用一年时间就修通了两条
共6.7公里的水泥公路，次年村民又自发二次筹款将产业路延长
到11公里。

新公路修通后，永利村的柑橘和枇杷当年就增收38万多元，
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变好的希望。

后来，永利村账本上收入一栏账目逐渐多了起来：招商引进
生态养殖场有了分红、建起村集体劳务公司有了劳务收入、水果
直播带货有了销售收入……2020年，永利村的集体收入达到
103万元，利润超过33万元，成了当年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的

“状元”。“我们在构思‘村晚’节目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修路的
事。”万丹说。

“我骄傲，我是永利人！”
“我自豪，我是永利人！”
……
在节目《永利人》的诗歌朗诵声中，万丹表示：“明年，永利村

‘村晚’还要继续办！”

云阳县永利村村民自编自演“村晚”——

讲述家乡新变化
背后有苦更有甜

垫江 争当乡村振兴排头兵 让巴渝和美乡村面子更靓里子更美

垫江，地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东向腹心地带、重庆主城都

市区与渝东北三峡库区重要联

结点，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农耕

历史超过2000年，自古以来就

是重要的农产区，素有“川东小

平原”“巴国粮仓”之美誉。

如何发挥农业优势，因地制

宜打造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

近年来，垫江深入学习运用“千

万工程”经验，奋力开创城乡融

合发展、乡村全面振兴新局面，

通过聚焦打造“农产品主产功能

区”“农文旅融合功能区”，统筹

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布局，

深入落实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

全面建设“巴渝风、丹乡韵、乡愁

味”巴渝和美乡村。

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迈

上新台阶，垫江在争当全市乡村

振兴排头兵道路上奋勇向前，一

幅垫江版《富春山居图》正在徐

徐铺展。

点上精准发力
放大“3+10+26”试点示范效应

走进垫江县大石乡大石村，一排排
错落有致的庭院干净整洁，白墙红瓦与
小桥流水相辅相成，花草树木在蓝天白
云下自在摇曳，和美宜居的朴实乡风扑
面而来。

以前的大石村，村民出行、就医、办
事时常因为基础设施薄弱受到制约。乘
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东风，大石村开
始了一场由内而外的深刻蝶变——村里
积极开展人居环境质量提升工程，对村
民门前屋后环境进行定期整治；开展公
路沿线100户“八改”工程，一条条柏油
公路通进了村民家门口；村里还建成了
便民服务中心，安装了太阳能路灯，实现
了群众出行有公路、看病有去处、办事有
保障、活动有场所。

和大石村一样，大石乡立足“稻鱼果
香”产业发展定位，多模式发展种养业。
放眼大石乡乡村振兴核心地段的稻渔综
合种养示范区，这里采用“一水双养”的
稻渔综合种养模式，大大提高了稻渔综
合效益。乡里还立足“稻渔果乡”产业定
位，采取特色柑橘+辣椒+榨菜立体特色
种植模式，实现“一地三收”，带动周边村
民长期务工，实现企业、村集体、村民“三
赢”局面。

大石乡在乡村产业、乡村建设、乡风
治理的全面提升，得益于垫江县持续推进
乡村振兴“3+10+26”试点示范。即高标
准打造新民、沙坪、大石3个市级乡村振兴

示范乡镇，因地制宜建设明月村等10个县
级示范村和竹鸡村等26个镇级示范村，围
绕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农
村改革等内容，精准发力、科学施策、统筹
推进。垫江县太平镇桂花村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全面建成，高峰镇大井村、沙坪
镇竹鸡村、新民镇双河口村等3个村分别
获评市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五星级、四星
级、三星级示范村，周嘉镇、高峰镇大井村
等4个镇村获评第三批市级乡村治理示范
镇村，新民镇明月村成为首批市级清廉村
居建设试点。

在“点上”示范带动下，全县农村基
础设施更加完善，农村人居环境更加优
美，公共服务进一步优化，基层组织建设
显著加强，乡村治理效能持续增强，农村
精神文明建设深入推进，实现全县乡村
面貌整体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持续增强。

线上重点突破
依托明月山、龙溪河开展组团建设

乡村振兴不只是破解单个产业难
题，而是要进行系统性突破。垫江，以龙

溪河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带、明月山乡村
振兴示范带合围区域为重点，打造新民
沙坪组团、周嘉普顺组团、长龙高安高峰
组团、五洞砚台组团、太平澄溪组团5个
组团，按照市级巴渝和美乡镇、村的创建
标准，形成了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的重点
突破。

一条龙溪河流经梁平区、垫江县、长
寿区，垫江正按照全市规划，建设龙溪河
流域现代农业示范区核心区，打造百万
亩高产高效“巴渝粮仓”，围绕健全完善
主辅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现代
化目标，全面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
农机具应用、现代高素质农民培育，实施
科技创新，深化粮—粮、粮—油、粮—菜、
粮—猪、粮—果等多种轮作、复种、间种
和循环模式，拉长粮食产学研、产加销、
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条，加快建设“巴
渝粮仓”科技创新的策源地、高效生产的
示范地、加工流通的集散地，为探索中国
南方丘陵山地现代农业实现路径提供垫
江方案。

与此同时，垫江按照市委、市政府赋
予的打造“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核心
区”的新定位，积极融入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接续创建明月天香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推动山上文旅、山下现代农业融合发
展。建成投用闲云茗居房车营地，春晓·
楠竹山舍、凤凰泉、山书石文化小院等民
宿及农家乐，裸心隐乡·峰门驿站、天池
坝·猫在伴岛、石足印记等精品民宿主体
完工，牡丹产业区、康养民宿区、耕读文
化区和百里彩林、百里花谷、百里彩田

“三区三带”日臻完善，“东有莫干山、西
有明月山”的重庆文旅新名片逐渐唱响，
正在加快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市民
周末“微度假”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两大
目的地。

此外，垫江还有序推进垫江长寿湖
湾区旅游度假带建设，重点发展点状民
宿、休闲垂钓、水果采摘，致力建成“湖滨
休闲旅游地”。

面上整体推进
打造各具特色的现代版“桃花源”

立冬时节已过，垫江县普顺镇红岩
村再生稻示范基地仍是一片金黄，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轰鸣的打谷机将
稻穗变成饱满的稻粒。

再生稻是种一季收两茬的水稻，头
茬水稻收割之后，二茬随即开展管理工
作，再长一茬水稻，再收一季稻谷。作为
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县，垫江逐步推广再
生稻10万亩，经过对稻种的筛选、培育
和改良，以及对种植技术的不断升级，
6.5万亩再生稻陆续进入成熟期，目前再
生稻亩产量超过200公斤，平均每亩能
为种粮户增收600元。

近年来，垫江以农业强、农村美、农
民富为目标，大力发展粮油、畜禽、蔬
菜、水果等规模性主导产业，牡丹、芍
药、黄精等特色高效产业，培育“一镇一
业”“一村一品”，大力推动农业特色化、
集群化、品牌化、数字化、绿色化、融合
化发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开展水稻
制种2.09万亩、油菜制种 1.3 万亩；发
展花椒、蜜本南瓜等特色产业9万亩，
新建和改造榨菜种植基地1.5万亩；推
广“强村公司”运营模式，利用土地、资
金、劳动力等要素入股推进农村“三
变”改革，全县“三变”改革村累计达
288个……通过强产业、促改革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预计全年实现农业总
产值110亿元，同比增长4%；农业增加
值72.2亿元，同比增长2.6%；农村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7%。

聚焦“强产业、优功能、提品质”，推
动城乡融合发展，垫江从“点、线、面”三
个维度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巴渝和美
乡村面子更靓、里子更美。

陈钰桦 黄丽平 摄/龚长浩

数说垫江乡村振兴这一年

播 种 粮 食 98.96 万 亩 、产 粮
41.19万吨；

新建高标准农田8.2万亩，恢复
和补充耕地面积2606亩；

新增培育经营主体202家，新型
主体达到 2821个，培育高素质农民
3000人；

新建“四好农村路”61公里，新
（改）建户厕837户，卫生厕所普及率
提升至86.14%。

链接》》

桂阳街道刚建成的“如你所院”生态旅游基地为乡村振兴增添活力

垫江县太平镇桂花村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