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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汤艳娟

“今天就要上台领钱了，‘寄养’
肉牛帮我们赚钱了！”5月9日一大
早，位于合川区肖家镇新学村的一家
肉牛养殖基地里，文建伟等建卡贫困
户喜笑颜开地从四面八方赶来。

在这里，由肖家镇创新探索的利
益联结机制——肉牛产业化联合体
举行首次收益分配大会。当天，27
户建卡贫困户、4个村集体经济组
织、1家农业合作社高高兴兴领到
26.2万元钱。

肖家镇总人口2.6万人，现有的
70户建卡贫困户220人全部实现脱
贫。去年，该镇充分利用扶贫小额信
贷等政策，积极实施了肉牛扶贫产业
化联合体项目。该项目由市级农业龙
头企业——重庆荣豪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牵头，联合新学村、圣明村、啸马
村、凉泉村4个村集体经济组织，荣众
农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及
建卡贫困户等，形成了以农业龙头企
业为主的“1+N”产业精准扶贫模式。

简而言之，该联合体就是支持贫
困户享受贴息贷款购买肉牛，然后持
牛加入各村成立的集体经济组织，再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将肉牛入股荣众农
业合作社，最后统一“寄养”在重庆荣
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待肉牛满约1
年左右的养殖周期上市后，由肉牛扶
贫产业化联合体组织分发各方收益。

“我们探索的这种联合体，让贫

困户的利益与主导产业真正联结起
来。”肖家镇镇长吴从楷介绍，去年，
该镇共有27户建卡贫困户、3户贫
困边缘户、4个村集体经济加入肉牛
产业化联合体，在重庆荣豪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寄养”了612头肉牛，“首
个年度周期，我们肉牛扶贫产业化联
合体收益总额达281.35万元。”

而此次大会发放的26.2万元资
金来源，正是肉牛扶贫产业化联合体
首批27户建卡贫困户“寄养”的131
头肉牛收益。

上台接过5000元的收益金，文
建伟高兴得合不拢嘴：“我家因病致
贫，要不是政府鼓励贫困户加入联合
体，我哪里有能力买5头牛‘寄养’，
更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学习养牛技
术！等我把养殖、防疫等技术全部学
会了，也要在家里养殖几头牛。”

“我家‘寄养’了5头，自己也养
了5头。如今，我学会了养牛，家里
还种植了牧草。”来自啸马村的建卡
贫困户廖华学领到5000元后高兴不
已。而来自圣明村的周永文更是信
心倍增：“加入联合体后养牛有靠山
了，今年我要多养几头牛！”

“这一次肉牛产业化联合体收
益分配大会，不仅仅是肖家镇利益
联结机制成效的首次集中展示，
更是一次鼓舞干群坚定产业扶贫
士气的现场动员大会。”肖家镇党
委书记秦国强说，“肉牛产业化联合
体不仅实现了贫困户与现代农业有
机衔接，还在帮助建卡贫困户稳定
脱贫的同时，又搭建了就业创业平
台，深入推动了乡村产业振兴。下
一步，我们将进一步探索联合体的
增收机制，帮助更多群众增收脱贫、
创业致富。”

合川肖家镇肉牛产业化联合体“小试牛刀”——

贫困户“寄养”肉牛赚钱了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13
日，记者从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江津区获评首个重庆市历史文化名
城，为江津文旅融合又添一块“金字招
牌”。与此同时，江津区还增设了相府
路传统风貌区、际华三五三九制鞋厂传
统风貌区，以及石蟆、吴滩两个国家级
历史文化名镇。

江津区拥有1800余年历史，孕育
了名人文化、爱情文化、长寿文化、古镇

文化、楹联文化、抗战文化等“六张文化
名片”，拥有四面山国家5A级旅游景
区及众多自然景区景点、历史名镇名村
等。2015年5月，中国名城委西南片
区会在江津召开，专家力推江津申报市
级历史文化名城。5年来，江津区出台
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方案》
《江津文物保护管理网络制度》等一系
列文件，完成历史文化名镇、名村、街区
的保护规划和《江津区文态规划》，先后

投入2.47亿元，对四面山会龙庄等历
史文化街区、文保单位、历史建筑等进
行了保护修缮、综合整治等。

“获评首个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将
有助于江津开创文旅融合新局面，我们
将以此为契机，把江津区打造成为国内
外知名旅游度假目的地。”江津区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

对此，他们将进一步加强历史文化
的传承、保护和利用，编织完成《江津区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启动市级传
统风貌区保护规划编制工作，加快打造
四十里滨江文化长廊打造、石佛寺遗址
考古公园建设、诗联文化城市形象打造
等文旅项目。同时，依托文化名镇各具
特色的人文优势，加快形成“白沙—塘
河—石蟆—吴滩—中山”精品文化旅游
环线，开展“一镇一品”文旅活动，大力
推进“旅游＋”，丰富旅游业态。并借助
区位优势，推动江津与渝川黔毗邻地区
文旅融合发展，加大四面山国家级风景
名胜区与贵州赤水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四川福宝国家森林公园、贵州习水国家
森林公园等邻近景区的互促互动，共同
打造中国康养旅游“金三角”。

江津区获评首个重庆市历史文化名城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13
日，记者从市人民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即日起，我市将正式启动“老外
@Chongqing·体验非遗暨老外游乡
村活动”，邀请在渝的外国友人学习非
遗技艺，游览乡村风貌，感受中国传统
文化。

重庆有着3000多年的历史文化底
蕴，是巴渝文化发祥地，积淀了丰厚的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资 源 。“ 老 外
@Chongqing·体验非遗”是我市对外
宣传的一项重要品牌活动，作为重庆

巴渝文化重要传承区域之一的巴南
区 曾 连续两年成功举办了“老外
@Chongqing·体验非遗”系列对外文
化交流活动，吸引了来自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等国家的近千名国外青年友人
报名参与。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巴南区委
区政府联合主办，与往年不同，今年活
动在继续搭建免费非遗学习平台的基
础上，还将融入乡村旅游元素，结合端
午、七夕、中秋等中国传统节日，采取

“非遗文化+传统节日+乡村旅游”的方

式，举办体验、展示活动，让外国青年全
方位感受地道的“中国味”。

据了解，作为预热，活动主办方已
于3月19日成功举办“我教老外学制
茶”活动，邀请在渝外国友人深入巴南
区二圣镇定心茶园，学习采茶、杀青、揉
捻、泡茶、品茶，让外国友人感受中国茶
文化的魅力。

即日起，国际非遗爱好者可通过线
上报名专用通道bntqw@126.com（咨
询电话66231839）参与到活动中来。

5月~12月，主办方将通过线上教

学 + 现 场 讲 解 等 方 式 开 展“ 老 外
@Chongqing·体验非遗”教学活动，
参与者还可以通过活动展示舞台，展
示自己的学习成果。5月~7月，“老外
游乡村”体验活动及摄影、短视频和游
记大赛也即将启动，每周邀请外国友人
深入巴南部分镇街，来一场巴南“深度
游”。

“我们为外国友人们准备了‘六个
一’的体验活动，即：学习体验一项非遗
技艺，体验一次农耕生活，过一次传统
节日，听一场脱贫故事，采摘（购买）一
次农特产品，打卡一次旅游胜地。”巴南
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外，主办方
还将在年底举办迎新年成果展示会，外
国友人参演的优秀非遗节目将有望登
上“重庆城市时光创意秀”等市级展示
舞台，向市民朋友展现重庆非遗的独特
魅力。

邀外国友人来渝“游乡村、学非遗”
“2020年老外@Chongqing·体验非遗暨老外游乡村活动”启动

5月6日，铜梁区残联机关党员干部来到市级脱贫村——铜梁区维新镇沿
河村，开展5月主题党日活动。活动中，该区残联机关的党员干部帮助建卡贫
困户张良忠抢栽秧苗。

今年近60岁的张良忠是视力一级残疾人，平时和老伴两人在家，农忙时
节很缺劳力。当天，经过大家一个上午的共同努力，张良忠家的三块水田都栽
种上了秧苗。 通讯员 谢凤 摄

稻田里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助力贫困残疾人满栽满插

本报讯 （记者 周松）5月13
日，全市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
记者从会上获悉，2019年全市破获
毒品刑事案件 4800 起，缴获毒品
690公斤。

会议通报，我市将缉毒斗争与扫
黑除恶、缉枪治爆等工作结合，持续
推进“2019两打两控”“净边2019”
等专项行动，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
4800起，抓获犯罪嫌疑人5600人，
缴获毒品690公斤。

同时，深入开展吸毒人员“清库、
清隐、清零”行动，加强社区戒毒，全

市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工作办公室已
达1005个、工作站3800余个，专兼
职人员7700名，吸毒人员管理服务
更加务实有效。

会议强调，要始终把严打毒品犯
罪作为重中之重，保持“零容忍”态势，
发起全方位攻势，开展全链条打击。
要坚持戒治帮扶并重，综合实施吸毒
人员排查管控和戒毒康复，降低毒品
社会危害。要深化全民预防教育，大
力弘扬“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抓
实青少年预防教育，培育全民禁毒意
识，营造全民禁毒浓厚氛围。

重庆禁毒工作电视电话会召开
2019年全市破获毒品刑事案件4800起

□本报记者 彭瑜

渝北区集大城市大农村于一体，工
业化、城镇化给农民带来了就业机会，但
也导致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外流”。
面对这种局面，如何采取切实措施实现
乡村振兴？渝北区实施“双十万工程”，
按照规模化、机械化、智能化、组织化、品
牌化、信息化、景观化要求，新建10万亩
经果林和10万亩生态林，推动乡村振兴
综合试验示范区建设。

“这是践行‘两山论’、走好‘两化路’
的渝北行动。”5月10日，渝北区委书记
唐川称，到2022年，10万亩经果林、10
万亩生态林全面建成后，渝北区森林覆
盖率将达到55%，从而推动农业生产由
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森林培育由单一
绿化向整体绿化美化高效化转变，发展
起现代丘陵山区特色高效农业。

零改整、坡改缓，宜机整治
变人力劳作为机械耕作

渝北区农村土地面积有上千平方公
里，该区按照“宜林则林，宜果则果”的原
则，采取“土为先、田为后，荒为先、熟为
后”的方式，分年逐步实施“双十万工
程”。

10万亩经果林建设包括：新发展
雷竹等优质笋竹产业2万亩，新发展花
椒、柑橘、伏季水果及中药材等特色经
果林8万亩。10万亩生态林建设主要
包括：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2万亩，疏
林地及未成林地培育4.5万亩，无立木
林地人工造林0.5万亩，农村“四旁”植
树3万亩，为建设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创
造条件。

渝北区“田地多为馒头山、巴掌田、
鸡窝地，锄挖、犁耕、人背等传统耕作方
式费时费力效果差。”渝北区农业农村委
负责人称，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整村推
进土地宜机化整治，让农田地块由小变
大、弯变直、陡变平、零变整，打造“田成
方、路成网、旱能灌、涝能排”的集中连片
现代化高标准农田，“在机械化、智能化
上做文章！”

与此同时，渝北区还完善田间耕作
道、灌溉排水、农田配电等基础设施，形
成道路相通、沟渠相连的互联互通格局，
改善农业生产基础条件，逐步实现由粗
放式作业向精细化耕作转变。

在统景镇江口村，记者看到高低不
平、大小不一、分散零碎的地块整理成了
长度不小于30米、台面宽度不小于4
米、高度不超过2米的标准梯台地块。
两垄之间修建2—4米宽的机耕道，大中
型农业机械可直接下田耕作、播种、管
护、收获。

截至目前，渝北区经果林建设启动
宜机化整治4.785万亩，完成宜机化整
治3.81万亩。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
把闲置地变成智慧农场

在统大（统景到大盛镇）路沿线，1.4
万余亩的经果林已初具规模；在大湾镇
金凤村，万亩金凤桃乡正在加速建设；在
洛碛镇沙湾村，山丘上栽种的果林正茁
壮生长……一年多来，渝北区整合涉农

资金10亿元，47个村启动“双十万工
程”经果林建设，完成经果林苗木定植
2.84万亩，生态林栽植面积6.71万亩。

“一村一品”“多村一品”的经果林、生态
林正成为一道道靓丽的风景线。

“三分种，七分管。”渝北区区长谭
庆介绍，渝北区印发了《渝北区农村“十
万亩经果林”项目操作程序及技术要
点》，选聘30名科技专家成立渝北区农
业科技专家顾问团提供技术支撑；与市
农科院、西南大学等高校和科研院所合
作，围绕科学种植、科学管理加强农业
技术技能培训；大力应用大数据、云计
算、物联网等信息技术，推广水肥药一体
化灌溉、自动对靶喷雾机等智慧农业科
技设备，“让智能化管理把闲置地变成智
慧农场。”

在大盛镇东河畔青龙村，柑橘树横
竖成行。63岁的贫困户魏庆禄正在用
电动割草机除草。他说，村里购置了拖
拉机、旋耕机、多功能运输机、履带自走
式喷雾机、电动修枝剪等机具，成立了专
业农机操作手队伍，实现了机械化耕作、
管护。

“劳动力减少了，管护更精准了。”青
龙村党总支书记黄志介绍，果园里安装
了水肥药一体化智能化灌溉系统，通过
传感器，对环境温度、湿度、光照强度、土
壤墒情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控，达到设定
阀值便自动浇灌。该系统支持远程控
制，农民足不出户拿起手机就可以进行
精准浇灌，“农业生产告别了日晒雨淋、
肩挑背磨的日子。”

造林、造业、造景，做好
农林商文旅体融合发展文章

今年“五一”期间，兴隆镇牛皇村游
客不断。村里除了“礼朝屋基”民居，现
在又在4公里多公路两旁栽种了香樟和

银杏树，在3公里多自行车步道两边种
了樱花、蓝花楹，改善了生态环境，增添
了乡村旅游景点。

“‘双十万工程’不只是发展产业
栽树绿化，更是在打造乡村风景。”渝
北区文旅委负责人介绍，渝北区“农业
围绕旅游做、旅游围绕城市做”，利用
乡村生态、文化资源优势，统筹推动造
林、造业、造景，推进田园变景点，推进
休闲娱乐、森林康养等新业态，“依托
主城庞大的人口做好农林商文旅体融
合发展文章。”

“双十万工程”经果林整齐划一、成
行成列，呈现出繁花满山、硕果满园的迷
人景色；生态林注重季相、林相，形成四
季变幻、多姿多彩的美丽画卷，打造集采
摘、赏花、体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桃花
园”“百果园”“纪念林”等景点；结合人居
环境改善、路域环境整治，景观化改造重
点区域的公交站点、停车场、旅游厕所、
乡村道路等设施，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
的美丽家园。

此外，“双十万工程”还与“三环十
景”结合起来，推进巴渝乡愁、天险洞樱
花林等十大景区建设，大力发展假日经
济、“后备厢经济”，把渝北区农村打造为
主城区乡村旅游“第一目的地”。

渝北区相关负责人称，因地制宜实
施“双十万工程”，既有经果林，又有生
态林；既发展了绿色生态产业，又增加
了国土绿化面积；既能产生经济效益，
又能产生生态效益，还能带来社会效
益，真正让绿水青山成为带来财富的金
山银山。

“三社”融合、“三变”改革，
建立利益联结机制确保“三增”

1月20日，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生
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大湾镇金凤村

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统景镇东河
畔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同时揭牌。
这开启了“双十万工程”经营模式的创新
探索。

“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是农民
专业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和信用社的有
机融合。”渝北区相关负责人称，结合“三
变”改革，“三社”融合设置生产互助农业
股份合作社，下设生产合作部、供销合作
部、资金互助部，生产合作部负责农业生
产环节，引导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组
织农产品标准化生产；供销合作部负责
开展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开展农业
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销售和农村综合
信息服务，进行废旧农地膜和包装物回
收；资金互助部负责将农户闲散资金组
织起来用于解决其内部成员和生产合作
部、供销合作部发展中的资金需求问
题。“最后经营收益，村集体经济组织分
10%，帮扶贫困户、资助大学生等公益性
事业分10%，发展管理再生产分30%，
农民土地分50%。”

去年9月，金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
土地宜机化整治弃土回填中盈利90万
元。村党总支书记石元称，依托合作社
生产、供销、信用服务功能，金刚村不但
管护好了3000亩经果林，还建起10万
株柑橘育苗基地和有机肥厂，专门为“双
十万工程”提供种苗和肥料。

“‘三社’融合让群众受益是关键。”
唐川称，把生产、流通、信用三大要素融
合起来，把政府、企业、农民三方统筹起
来，解决了无人种地、种地不赚钱、产品
销售难、经营融资难等问题，通过建立农
户与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的利益联
结机制，促进农村产业发展、壮大集体经
济，实现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
值。“最终目的是提高村级党组织的凝聚
力、战斗力，增强村民的集体归属感和获
得感。”

美了家园 富了群众 留住乡愁
——渝北区实施“双十万工程”发展现代丘陵山区特色高效农业纪实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宜机化果园。 （渝北区林业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颜安 实习
生 苏畅）5月 13日，南川区举行
2020年第二季度招商引资项目“云签
约”仪式，一举收获16个项目，总投资
达111.42亿元。

签约的16个项目包括工业类
10个、旅游类2个、现代服务业4个。

工业类项目紧扣“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导向。其中，鸿路钢构集团投资
20亿元，将打造鸿路（南川）绿色建筑
产业园（三期）项目，拟占地600亩，建
设鸿路钢构西南总部基地，研发、生
产、加工、销售钢结构、墙板等装配式
建筑材料，建设生产性厂房面积约30
万平方米，并建设物流配套基地，成立
装配式建筑开发公司等。项目正式投
产后，年产值不低于15亿元。中国大
唐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则将与南
川深化风电领域合作开发，计划在水
江镇、三泉镇、合溪镇等区域开发风电

项目，规划装机规模约10万千瓦。
南川在此次签约中还收获了重

点旅游项目。其中，上海纪中文化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将投资50亿元，打
造南川美猴王国主题乐园项目。该
项目规划用地范围约1500亩，以《西
游记》文化娱乐项目为主题，打造集
故事演绎、游戏动漫、科幻体验、景观
感受、表演巡游、购物休闲为一体的
影视娱乐主题公园。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抢
抓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战略机遇、同
城化先行的政策机遇，全力服务项
目建设，提前做好用地、用水、用电、
用气、用工等要素保障，同时营造良
好营商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进
一步压减审批事项、缩短办理时限、
降低企业税负，积极对接争取、兑现
落实相关扶持政策，确保项目按照
约定时序进度落地实施。

南川举行第二季度“云签约”仪式

16个项目总投资111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