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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通讯员 阳耀岗

8月18日，记者从江津区广兴镇获悉，该镇
2018年在沿河村发展的500亩标准枳壳园已
在今年首次试挂果，并已采果3万斤、实现销售
收入4万余元，标志着该镇传统枳壳产业已重获
新生。

“发展枳壳产业是我们从历史书中找到的产
业振兴项目！”广兴镇党委书记敖国告诉记者，
2017年 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
略，镇党委、镇政府积极通过各种渠道寻找适宜
本地发展的产业振兴项目。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在《江津县志·柑桔志》
中找到了这样的记载：“江津县栽培酸橙（枳壳）
始于明代，以广兴场栽培最早。至清代已是枳壳
成林，远销海外。广兴出产的枳壳气味浓烈、药
效显著，被清代商家、医家誉为‘江津枳壳’。”

接着，他们通过深入走访发现，广兴确实有
着悠久的枳壳种植历史，上世纪80年代后，随着
市场对水果需求量的大幅增长，当地农民才纷纷
改种经济效益更高的红橘等水果，之后随着大量
农村劳动力进城打工，枳壳已成为当地几近消失
的树种。仅在沿河村还保留有数株百年枳壳老
树和几户枳壳种植户。

他们又请来重庆市中药研究中心过来作检
测研究，其检测结果表明，广兴枳壳中的柚皮
苷、新橙皮苷含量分别为7.9%、6.5%，远超过合
格枳壳所要求的4%、3%标准，是枳壳中难得的
上品。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和江津区农业农村委的
专家论证认为，广兴以油砂土为主，且拥有独特
的綦河小气候，适合种植枳壳。另外，枳壳具有
抗氧化、降血脂、抗动脉粥样硬化等功效，是一种
应用广泛、市场需求量大的中药，且枳壳大小果
实都可作为药用，烘干后耐储存，枳壳树几十年
都不需换种，管理粗放，管理成本低，收入稳定，

适合大规模发展。
为此，广兴镇党委、镇政府决定将枳壳产业

确立为“一镇一品”农业支柱产业，予以大力发
展。

2018年起，广兴镇采取“公司+合作社+农
户”“合作社+农户”的合作方式，按照统一规划、
统一资金、统一管理、统一技术、统一销售的“五
统一”运作模式，大力发展在枳壳种植基地，指导
成立和引进了广沿果蔬专业股份合作社、年瑞农
业专业合作社、江津区殿秋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
等一批新型经营主体。

与此同时，广兴镇还积极邀请重庆市中药研

究院、重庆锦云医药研究院、重庆市枳壳发展创
新中心等科研单位，在该镇建立重庆市枳壳发展
创新中心、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江津分院研究实验
基地、重庆锦云医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科技合作基
地，为参与枳壳种植的合作社、业主、农户提供科
技支持。另外，镇里还注册了“津枳壳”商标，作
为公共品牌。

“广兴传统枳壳产业能够重获新生、获得快
速发展，得益于对‘资源、资产、资金’三要素的综
合运用。”广兴镇镇长李林峰说，截至目前，该镇
已建成500亩高标准枳壳园和1000亩标准化枳
壳基地，参与种植的农户达到300余户，其中种
植枳壳达到200株以上的种植户有近200户，贫
困户30户。

按照枳壳3年挂果的生长周期，2018年种
植的500亩高标准枳壳园将于明年正式挂果，预
计产果25万斤以上、实现销售收入33万元以
上。按照该镇规划，将力争再用三五年时间，将全
镇的枳壳种植规模扩大到5000亩以上。

曾在清代盛极一时的“江津枳壳”几近消失后再次挂果采得3万斤

他们让江津广兴枳壳获得重生

□本报记者 彭瑜

巫溪县凤凰镇
木龙村环境优美，
干净整洁，先后获
得全国美丽宜居示
范村庄、绿色村庄，
市级科普示范村、
最美乡村、文明村
镇等称号，是巫溪
城的后花园。

然而，就在五
年前，木龙村人居
环境杂乱、邻里纠
纷不断、经济发展
停滞，是当地出名
的“穷乱差”村。

是 什 么 让 木
龙 村 发 生 巨 大 变
化？“重建家风，我
们找到了乡村文化
振兴的‘金钥匙’。”
8 月 31 日，木龙村
党支部书记胡述奎
向重庆日报记者揭
开了木龙村蝶变的
秘密——

用家风家训“孕育”出文明乡风

木龙村蝶变的秘密

在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中，国家投入仅
有500万元资金。资金有限！怎么办？村干部
有些为难。

很快，全村老百姓主动自筹1000多万元
钱，280户村民很快就完成了危旧房连片整治，
同时还打造出了龙潭大院、白赶大院、胡家大院
等3个人居环境示范大院。

木龙村村主任刘啟选称，家风家训建设激
活了群众谋致富、奔小康的内生动力，促进了村
域发展，让美丽乡村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近年来，木龙村考上本科以上院校学生达
57人。风正、气顺、心齐、劲足的群众基础，助
推了木龙村的发展。截至目前，全村硬化村级
公路16.5公里，全村扩宽6.5米村级道路7.31
公里，新修田间便道12公里、田间沟渠3100
米，基本实现了到户有水泥路、田间耕作有便
道。新建山坪塘14口，铺设到户管道4100米，
建成1800亩经果林基地高效节水灌溉系统，为
产业发展夯实了基础。

依托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木龙村采取“合
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种植琯溪蜜柚1800
亩；引进龙头企业流转土地，打造1000亩花卉
苗木基地；建设68千伏光伏发电，培育生态农
庄5家，年接待游客8000人次。到去年底，木
龙村脱贫69户208人，全村农民年人均纯收入
达到10431元。

“环境美了、乡风好了、产业也起来了。”村
民向家全不再在外地打工，回村带头开起了农
家乐。向家全说，“村子变美了，离县城这么近，
游客会越来越多，生意也会越来越好。”

建起了

“后花园”
过去，木龙村在水拦沟（土地名）修建过河桥，很多村民

不愿投工投劳，更不愿意出力出钱。这两年，木龙村修建公
路、广场、观景台、休闲步道等先后占地80余亩地，但没有
一个人村民要过一分钱的土地补偿金。

家内满室馨香，里巷必然和美。注重家庭、注重家教、
注重家风，家风家训已成为木龙人为人处世的“引路牌”，不
仅让忠孝、和睦、勤俭等家族文化代代相传，同时汇聚成淳
朴的民风，点燃了乡风文明、助推了乡村治理。

“十星级文明户”谭学青的两个儿子结婚后，加上儿媳、
孙子和孙辈们，全家共10口人，在家风家训的熏陶影响下，
尊老爱幼、和睦相处、勤俭持家、勤奋创业，三世同堂，是远
近闻名的文明家庭。

“家庭和睦，重礼谦让，与人为善，与人为友。”谭氏的家
风家训，谭学青早已铭记于心，她不但操持好自己的大家
庭，还主动帮助外出不在家的邻居杜发珍打扫清洁卫生，成
为村民学习的榜样。

此外，木龙村顺势而为，又推动村规民约和村训的建立
完善，并在全村多个显目的位置挂牌展示。村训具体内容
如下：

爱党爱国、遵纪守法、敬业奉献、诚信礼让、产业兴村、
勤劳致富；村风文明、邻里团结、家庭和睦、尊老爱幼、绿色
环保、宜居木龙。

“乡村治理，群众是主体。”胡述奎称，家风家训建设，立
足于每个家庭的践行与传承，由点带面“孕育”出了文明乡风，
夯实了乡村治理的群众基础，保证了木龙村村规民约、村训的
顺利实施。木龙村因此也焕发出美丽乡村的文明新气象。

据介绍，在开展“洁净家园、文明家风”行动中，木龙村
建立农村生活垃圾治理长效机制，要求农户对房前屋后实
行“三包”，对垃圾实行“日清日运”，全体村民积极响应，在
全县率先实现了垃圾分类。

“孕育”出了

文明
在后来的入院走访中，胡述奎发现，很多村民家中收藏有家

谱、族谱，并把爱卫生当成家风家训写在了里面，其中还包括邻里
团结、勤俭持家、敬老孝道、诚信友爱、尊师重教等内容。

天下之本在家，村支两委决定重新把尘封在柜子里的家风家
训“捡”起来。

木龙村有426户村民，有胡、王、江等41个姓。村支两委商议决
定，开展“树家风、传家训、立家规、扬家德”活动，动员村民把家谱、族
谱中关于家风家训的内容截取下来，同时每个姓氏推选有威望、有文
化的村民组成专门队伍，结合时代特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炼、完善新的家风家训，从家风入手，引导村民培育良好的文明习惯。

后来，全村41个姓氏对家风家训进行了梳理、规范、提炼，并
制作成牌匾固定在村民家门口的墙上。其中部分家风家训内容如
下：

胡氏：仁爱兴家，义德齐家，奋发荣家，勤俭持家，清廉保家，
诗礼传家。

谭氏：广交良友，普惠乡邻，恤寡怜孤，敬老怀幼。
宋氏：和待乡邻，宽厚谦虚，谨言慎行，洁身自好。
……

“悬挂家风牌，既是村民自我提醒，又能邻里互相监督。”凤凰镇
党委书记冯克林说，家风家训既要展示出来，也要落实在行动上。

为此，木龙村立足家风家训内容，在全村开展道德星、卫生星、
守法星、计生星、学习星、诚信星、风尚星、环保星、公益星、团结星
等“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引导广大村民积极参与，实现群众自我教
育、自我约束、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培树典型，不断提升文明程度。

与此同时，木龙村将家风家训建设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
来，用家风家训激励和鞭策贫困户克服“等、靠、要、懒”思想，树立
自力更生、主动脱贫的意识，评选脱贫光荣户培育带动贫困群众立
脱贫之志、谋致富之路。

截至目前，木龙村共评选“十星级文明户”71户、“脱贫光荣户”
56户，带动了全民学习践行家风家训。

“捡”起来的

家风
胡述奎今年70岁，当过电站厂长、乡党委副书记、乡人

大主席。2010年，他退休回到了老家木龙村。
当时的木龙村，柴草粪土乱堆、垃圾遍地、污水横流、畜

禽散养，村民赌博成风、邻里纠纷不断，许多村民还养成了
软、懒、散的毛病。

2013年，胡述奎高票当选木龙村党支部书记。上任伊
始，胡述奎就提出，要把木龙村打造县城的后花园，着手整
治年久失修的道路，实施危旧房改造项目提升人居环境。

很快，木龙村变了个样儿：白墙红瓦、树木林立，房屋错
落有致、院落干净整洁，城里人也来休闲观光。

但好景不长，院落的环境卫生因缺乏维护，又变得脏乱
差。

“门前放把扫把，谁不空打扫的，我来帮你扫！”随即，
胡述奎要求村干部带着扫把下村，见到哪家不干净就帮
忙打扫，同时叮嘱村民自备两把扫把，男人忙时女人打
扫、女人忙时男人打扫。“实在忙不过来，我们村干部来帮
你扫。”

村民柯某卫生习惯差，胡述奎就提起扫把上门帮他打
扫清洁。房前屋后、里里外外、旮旯角落，他帮忙扫了个
遍。柯某坦言，胡述奎第一次上门扫地，自己是抱着看笑话
的心理，看他能坚持扫多久！一次、两次、三次……柯某不
好意思了，自己养成了每天打扫清洁的习惯。

但人居环境不仅仅是打扫清洁，胡述奎发现，诸如乱
丢、乱堆、乱排、赌博等陋习还不能一时改掉，只要一忙起
来，很多村民又忘了打扫清洁。

“村干部也不可能随时进院入户代劳扫地。”面对这些
“扫”不掉的陋习，胡述奎有些伤脑筋——他意识到，没有群
众的彻底觉悟，就不可能具备建设美丽乡村、打造后花园的
持续动力，“必须挖掘村民的内生动力，让文明习惯成为村
民的自觉行动！”

“扫”不掉的

陋习

□本报记者 彭瑜

木龙村家风家训建设，助推了文明乡风建
设。如何理解家风家训在乡村文化振兴建设
中的作用？日前，重庆日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巫
溪县凤凰镇党委书记冯克林。

重庆日报：就你看来，乡村文化振兴有何
困局？如何理解家风家训建设的作用？

冯克林：谈到文化，特别是乡村文化，很多
时候，我们感到宏观、宽泛，很虚。因此，在文
化振兴上，我们不容易找到着力点、突破口。

往往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书籍、文物、景点、古迹
等文化载体上。

事实上，从提升村民文明素养、文化品
位，引领乡风文明而言，作为文化载体的人，
才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也是最大的困
局。

很欣慰的是，木龙村从家庭着手，让家风

家训牌匾上墙，并引导入脑入心见行动，从人
这个角度，找到了乡村文化振兴的切入口，并
取得了显著成效。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一
样，因为插入到位、精准，自然就解了锁、开了
门。

所以，我们把家风家训建设理解成破解乡
村文化振兴困局的“金钥匙”。

重庆日报：农村家风家训建设与乡村文化
振兴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冯克林：家是农村社会的基本单位，无数
个家庭构成了乡村这个大集体。事实上，一个
地方文化衰退、陋习成堆，最终还是体现在家
庭或个体上。从木龙村的实践来看，当家风家
训走进大多数家庭，并得以有效践行后，全村
的民风、乡风也慢慢得以转变。所以，我认为
家风家训建设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基础，也夯实
了乡村治理的基础。

重庆日报：在实践中，你是怎么看待家风

家训建设、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村治理的？
冯克林：无论是家风家训建设，还是乡村

文化振兴、或是乡村治理，人民群众都是主
体。破顽疾，要依靠群众的支持；疏陋习，发挥
村规民约作用，需要群众配合；立新风，创建农
村精神文明，离不开群众的参与。

因此，以家庭着力点，持续推进家风家
训建设，既可以从个体上增强文明素质，又
能以家庭为单位促进村级文明整体提高，
也就为文化振兴、乡村治理夯实了群众基
础。

家风家训是把“金钥匙”

▲当地群众积极参与“洁净家园，文明家风”女主
人行动。

▲游客到木龙村采摘柚子。

◀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后，焕然一新的龙潭大院。
（本栏图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