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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刚

漫山遍野的格桑花，从一个山头绵
延至另一个山头。花丛中、林荫下，到处
是用稻草扎成的牛羊。这里，是巴南二
圣镇集体村。

目前正在举行的巴南区2020年农民
丰收节活动的主会场，就在集体村。如
今的集体村已成为巴南乡村建设和经济
发展的典范——农民人均纯收入从2008
年的4000元增长为2019年的22600元，
增长了5.65倍。全村1/3农民家庭买了
车，1/2的农民家庭有了电脑。

“集体村主动适应时代和环境的发
展变化，坚持将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作为新时期农业农村工作的主线，
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以市场需求为
导向，以农旅融合为抓手，以‘梨、花、茶’
为载体，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提高
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推动农村改革
发展换挡升级，乡村发展不断迈上新台
阶，已进入新的发展提升阶段，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了有益探索，为全面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奠定了坚实基础。”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百城千县万村调研组在报
告中这样评价集体村。

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性
改变“一粮独大”发展模式

集体村位于二圣镇天坪山上。10多
年前，这里和重庆其它农村并没有两样，
村民种植着水稻、玉米等粮食作物，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青壮年农民大多选择
外出务工，越来越多的耕地被闲置。

经济作物，是农村致富的一大法
宝。从2002年开始，集体村一些村民开
始尝试种植南方早熟梨。3年后，果子熟
了，却面临销售难题。“当时1斤梨最贵的
也只有1元钱，扣除运输、农资成本，我们
还要倒贴。”村民李坤国回忆说。

到2007年前后，村里的梨树种植面
积已经突破4000亩。千辛万苦种出来，
果子却卖不掉，有的村民索性提起斧头

上山，砍掉果树，重新种起了玉米。
天坪山距离重庆主城繁华地带只有

50多公里，1小时车程。能不能让城里的
人们来山上走走玩玩，顺便买村民的梨
子？2008年，二圣镇决定举办首届采梨
节，把“守株待兔”改为“引客入林”。当
年，村民们第一次在家门口卖梨，250万
公斤梨子成功外销。

此后，集体村连续举办了12届采梨
节，天坪山梨逐渐打开市场，销售价格也
扶摇直上。村里的梨基本实现“一周卖
完，一年预订”。

从农旅融合中尝到甜头，集体村乘
势而上，扩大了梨的种植规模，并新增花
卉和茶叶等经济作物品种。目前，集体
村已基本形成以“万亩梨园”“万亩花海”
和“千亩茶叶”为特色的“两万一千”现代
农业产业园区，并开办了梨花节、山地自
行车赛等新的乡村节庆和赛事。3月看
花、4月采茶、7月摘果、秋游花海，集体村
由此成为重庆主城近郊游的热门目的地。

充分挖掘农业多功能性，改变了“一
粮独大”的传统农业发展模式，改善了农
业供给体系，逐步实现了以粮为主向以
观光休闲为主的转变，2019年，集体村接
待游客1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近1.5
亿元。

融合现代管理理念
保持乡村旅游竞争力

农旅融合，是城市近郊农村充分挖

掘自有资源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常规路
径。随着重庆主城周边乡村旅游项目越
来越多，集体村要保持竞争优势，还需要
在农产品品质、旅游品质上狠下功夫。
为此，集体村走上了另一条融合发展之
路——传统农业与现代生产组织方式、
现代管理和现代科技的融合。

2009年7月，集体村委会牵头成立
了众喜早熟梨专业合作社，通过“四统三
分”模式（即统一梨园基础设施建设、统
一技术咨询和培训、统一病虫害防治、统
一包装销售，分户细化管理、分红返利
等），实现农户抱团发展。

为提升产品品质，2013年，巴南区启
动“生态治果”工程，制定了生态梨园生
产技术标准，从灌溉、施肥、病虫害防治、
杂草控制、农业废弃物处理等方面，对集
体村梨园进行生态化改造。

以田间管理为例。集体村的梨园采
用梨树非充分灌溉技术，配套灌溉管网、
排水沟渠和缓冲沟塘，满足生态拦截和
排灌需要，并实施营养诊断配方施肥技
术，让化肥用量较常规减少40%以上。

科学管理，绿色发展，提升了天坪山
梨的产量，也提升了梨的品质。相比10
年前，天坪山梨的产量从每亩500公斤提
升至2000公斤，价格从2元/公斤提高到
16元/公斤。

旅游品质的提升，主要通过引入龙
头企业来实现。例如，重庆优荣农业公
司进入集体村后，打造了5000亩花卉苗

木基地，经过不断升级改造，目前已经升
级为国家AAA级旅游景区，年接待游客
量50万人次，被评为“国家旅游局全国优
选旅游项目”“重庆十大旅游新名片”。

瞄准农产品加工业
进一步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地还是那片地，人还是那些人，只有
通过融合发展，广泛嫁接外部资源，才能
借力打力，实现乡村发展量的扩张和质
的提升。在融合旅游业、现代科技和管
理之后，集体村又把融合发展的目标瞄
准了农产品加工业，以此进一步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并延长产业链，提供更多就
业岗位，促进农民增收。

例如，重庆茶叶集团不仅在集体村
建成了自己的茶园，还建立标准化生产
车间，引进国内外先进制茶设备，实现就
地生产、研发、加工、销售一体化。集体
村的茶叶，在这里被加工成巴南银针、巴
渝红、傲雪腊梅花茶等系列产品，远销全
球数十个国家。

就地种植、加工一条龙，缩减了物流
成本，提升了产品竞争力，让企业发展更
稳健，才有能力与农民共享成果。重庆
茶叶集团与集体村茶农签收购订单，建
立利益共享机制，将公司利润5%作为红
利分给茶农，已累计分红170万元。同
时，依靠全产业链，重庆茶叶集团为包括
集体村在内的当地村民，提供了近8000
个工作岗位。由此，村民可获得土地流
转、田间种植、制茶等多个环节的收益。

类似的案例，还有很多。例如，2018
年底，重庆山语溢香茶业有限公司在集
体村建立了约500亩生产示范基地。次
年9月，重庆沱茶正式面世。目前，这款
茶叶已经形成800吨年产能，行销国内
10多个省市；重庆泓谊食品有限公司每
年从集体村收购近20万斤天坪山白萝
卜、3万斤翠冠梨，加工研制成老鸭汤作
料、萝卜线开胃菜和梨膏……

“立足农业是本底，加工及文旅增效
益。延伸产业链，提高附加值，集体村产
业融合的乘法效应，正是通过一二三产
的融合，使农业效益成倍显现，产品价值
成倍增加，农民收入成倍增长。”集体村
党委书记郑孝前表示。

“梨、花、茶”改变了这个传统农业村
——巴南区集体村告别“一粮独大”走上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本报记者 颜若雯

“不管吃多少苦，遇到多大挫折，我都
不曾有过放弃的想法。”9月下旬，云阳县
人大代表、泥溪镇三峡农耕故土园负责人
梁兵说，他的理想，就是为贫困的家乡找
到一个可以持续健康发展的产业，带动家
乡老百姓一起干，共同致富。

2014年，当地政府鼓励村民发展乡
村旅游，梁兵决定通过发展农旅融合乡村
旅游项目，带乡亲们吃上旅游饭。“返乡前
我在万州从事建筑行业，相比搞乡村旅

游，做老本行挣钱更容易，但我就是打定
主意要为家乡做点事。”梁兵选择把生意
交给家里人打理，自己返乡创业。

泥溪镇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基础设施条件薄弱，距离县城有45公
里山路。2018年以前，泥溪镇出山唯一
的主干道平均宽度不到5米，路况也差，
只能行驶19座以下的中巴车，无法大规
模接待旅行团游客。

刚开始，梁兵想和别人合作。他邀请
了五六十人来镇里考察，但来的人大多认
为泥溪镇位置太偏、基础设施又落后，搞
乡村旅游风险大，没有投资打算。

“别人不愿意，我自己带头干！”梁兵

决定自己出钱建一个农耕故土园。几年
来，他累计投入4000多万元，流转土地
1300亩。

泥溪镇三峡农耕故土园于2016年3
月动工，到当年6月已初具规模。不幸
的是，建设途中遭遇洪水，整个项目被淹
了半尺深的水，投入的几十万元就这样
打了水漂。家人劝他早点放弃，但梁兵
选择坚持。2017年，在梁兵的建议下，
龙耀公路改造扩建完工，泥溪镇出镇时
间由原来的近半个小时缩短至10分钟
以内。

同年，耕故土园开业，当年累计吸引
游客7万多人次，2018年增加到9万多人

次，就在农耕故土园生意越来越好的时
候，梁兵却出人意料地“喊停”了。

“游客1个小时就能把农耕园逛完，
给村民带来的增收效果不明显。”从2019
年开始，农耕故土园闭门谢客，开始了一
年多的提档升级。经过升级改造的农耕
故土园于今年8月试运营，增添了不少可
以深度体验的传统农活工坊，农耕故土园
开始实实在在带动当地群众脱贫致富。
目前，农耕故土园带动农户183户，其中
37户贫困户，通过从事果林管护、宾馆服
务员、建筑工人等季节性工作，村民一年
至少能获得5000多元收入，干得好一年
能有几万元。

云阳县人大代表梁兵

返乡创业带领老乡吃上旅游饭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让
生活无废，让环境更美！”10月29
日，“山水之城美丽之地”——我们
共建“无废城市”主题宣传活动在
南岸区长嘉汇弹子石老街举行，动
员全社会为“无废城市”建设、坚决
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建设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贡献力量。

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
明办、市生态环境局、市文联、南岸
区共同主办，分为主题宣传活动和
环保宣传市集两部分。在主题宣
传活动中，由市生态环境局、市文
联授予的“环保星主播”凌淋、程晨
等11名重庆知名艺术家和主播通
过主题快闪、情景剧、主播“讲故
事”、主播“说亮点”、主播说“光盘”
等精彩节目号召广大市民共建“无
废城市”。

在环保宣传市集活动中，嘉宾
们沿弹子石老街参观了志愿服务
活动展示区、无废“星健康”——吃

得文明展示区、无废“星创造”——
资源再创站、无废“星生活”低碳生
活体验——无处不新奇。

“只要我们能从身边的小事做
起，比如垃圾分类、使用绿色快递
和环保手袋等等，就能有效减少垃
圾的产生，实现废物的资源化利
用。”重庆广播电视集团（总台）融
媒体中心主持人杨全在接受重庆
日报记者采访时号召大家跟他一
起成为一名环保志愿者。

如今，我市已初步构建了汽车
产业循环产业链，减少行业固体废
物产生。建立的废弃农膜回收利
用体系得到全国供销总社点名表
扬。与四川省建立的危险废物跨
省转移“白名单”制度正有序实施。

目前，万州、涪陵等第二批新
增9区也已启动“无废城市”建设
试点工作，下一步我市将继续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共建“无废城
市”。

我市开展主题宣传活动动员市民

身边小事做起 共建“无废城市”

本报讯 （记者 苏畅）10月
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第三届长
江三峡（梁平）国际柚博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第三届长江三峡（梁
平）国际柚博会将于11月6日开
幕。本次国际柚博会将采取“线
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市
民可通过VR全景技术在“云端”
畅游精品柚园。

本次国际柚博会将持续至11
月22日，将通过“线上”“线下”结
合的方式，开展具有现代性、智慧
性、体验性、互动性的系列活动，突
出“跨区域协作”“多渠道合作”和

“各方共赢”特色，带动柚农增收，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

展会分为“大柚作为”“云上柚

惑”“柚行天下”三大板块。在“大
柚作为”板块中，相关领域的院士、
国际柑橘协会专家、柚产业领军人
物、知名电商企业代表、中国三大名
柚代表等嘉宾将通过视频实时演
讲、在线签约等方式参与开幕式。

“云上柚惑”板块，将利用VR
全景技术，打造“云上柚惑”互动体
验项目，将梁平区主要产柚乡镇的
精品柚园搬上云端，市民及游客可
云上逛柚园、购名柚。同时，本次
国际柚博会搭建“云柚展”线上虚
拟展厅，邀请重庆市及全国主要名
柚入驻展示。除此之外，网友还可
在线上虚拟展厅了解梁平柚智慧
柚园建设以及梁平柚产业智能化
成果等情况。

长江三峡（梁平）国际柚博会
11月6日开幕

三大板块带你畅游精品柚园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10
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由市农业农村
委、市商务委、开州区政府主办的
2020·第二届三峡道地中药材交
易博览会（以下简称药博会），将于
11月5日至7日在开州区举子园
举办。

据悉，本届药博会共设置主展
区、区域展区、企业展区和综合体
验区四大展区。期间，将举办6项
主要活动，包括成立重庆市三峡中
医药研究院并授牌、发布全国首个
木香指数、启动“三峡中药材网”、
举行“2020·三峡道地中药材交易
博览会”学术论坛等。

四川省达州市、巴中市、万源
市，湖北省宜昌市、恩施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以及我市万州、忠县等三
峡及秦巴山区相关地区也将参与

本届药博会。将通过整合三峡及
秦巴山区中药材资源，促进三峡中
药材产业合作共赢，推动“万达开”
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区域协同发展。

本届药博会，还将全面展示、展
销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众种植的优质
中药材产品，并签订一系列产销对
接协议，帮助贫困地区、贫困群众销
售中药材，增加收入。预计本届药
博会签订产销协议可为库区贫困地
区及贫困群众增收上亿元。

此外，在“2020·三峡道地中药
材交易博览会”学术论坛上，来自中
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农科院中药材
研究所等近20所高校院所的专家，
将聚焦中药材品种资源保护、道地
中药材种植、产品深加工、品牌打
造、标准控制等方面交流发言，为三
峡中药材产业发展把脉问诊。

第二届药博会下周举行
将设四大展区举办6项主要活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游客在巴南区二圣镇集体村赏花。（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高兴明/视觉重庆

最美人大代表

菊韵巴渝 花漾生活

快来免费赏我市最大规模菊展
上千品种200余万盆菊花惊艳绽放 10余万名市民巴南赏花

“走！约起去巴南看菊花！”10月
28日，重庆市第二十四届菊花艺术展
在巴南盛大开幕，上千品种200余万
盆各类菊花惊艳绽放，扮靓了巴南全
城，菊花集中布展地更成为市民的热
点打卡地，市民们纷纷组团前往，争相
与菊花菊景来一次“秋日合照”。

菊展盛大开幕
上演文旅歌舞盛宴

重庆市第二十四届菊花艺术展是
我市规模最大、档次最高、展出品种最
多的菊展。在经过精心准备后，在28
日的菊花展开幕式上，巴南区首先为
广大市民朋友带来了一场文旅歌舞盛
宴。

“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
烟波画船。”开幕式在歌舞《姹紫嫣红》
中拉开帷幕，精心妆扮、穿着花衣的舞
者齐齐登台，用悠扬的舞姿，组合成一
朵朵盛开的鲜花，述说着花开的姹紫

嫣红，一下将观看表演的市民带入到
了“花的世界”中。

这还仅仅只是开始，随后，魔术
《绽放》、情景舞蹈《菊悦》一一登场，用
不同的方式，讲述了花开的美化生活。

当然，这样的文旅歌舞盛宴，肯定
离不开富有巴南特色的节目，巴南区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接龙吹打就闪
亮登场，用一首巴南自创的《巴歌爽》，
让广大市民领略到了巴南的热情好客
和厚重文化历史底蕴。

“又见菊花黄 芬芳满枝飞”。在
开幕式的结尾，巴南区用一曲《又见菊
花黄》正式开启了此次菊花展，邀市民
畅游巴南，观赏已经惊艳绽放的200
余万盆精品菊花，共享巴南美丽的秋
日景象。

在赏菊的同时，巴南还邀市民体
验其重磅推出的“七件事”，通过泡一
回康养温泉、品一壶巴南清茶、住一晚
乡野民宿、赶一次原乡市集、采一篮田
园瓜果、爽一把乘风破浪、嗨一场文体
活动，感受“老巴县”的风韵、品味“最
重庆”的味道。

菊展姹紫嫣红
市民全城赏花

此次菊花展是我市首次尝试在公
园等密闭空间外进行开放式布展。巴
南区为此进行了精心准备，融合巴南区
文化、旅游、商业资源精华，将菊展布于

“一线两片三点”，即滨江沿线、龙洲湾
片区、南温泉片区以及茶花广场、华熙
国际文体中心、龙洲湾商街等地，让更
多市民能免费观赏到秋日菊景。

在巴南区行政中心广场，由鲜花和
绿植搭建的创意造型大气美观，“菊韵
巴渝”4个大字鲜艳夺目。现场展出的
大立菊每株开花数百朵乃至数千朵，以
其布列整齐、花团锦簇、富丽堂皇的庞
大身姿与其他菊花相媲美，在开花数量

和空间利用上，雄居各类艺菊之首，吸
引了不少市民拍照围观。

在通江广场，成渝地区兄弟城市、
重庆各区县、市内知名企业也通过菊花
人工造景等方式，充分展示其地域特色
和城市品牌；分布在龙洲湾商街、南温
泉景区、茶花广场、华熙体育中心等区
域的“醉美巴南”主题展区，则通过花卉
造型还原、现场LED播放专题短片和解
说等方式，充分展示巴南经济社会发

展、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等各方面成
效。通江广场还布置了“园艺荟萃”精
品菊展、精品赏石文化展、盆景艺术展，
共展出800个品种的精品菊花2000
盆、赏石及盆景500余件，也成为市民
打卡热点区域。初步统计，菊展当天观
展市民就达10余万人次。

配套活动项目多
市民重新认识“大美巴南”

“没想到巴南有这么多好地方，今
后会经常来这边玩。”菊展期间，巴南
区布展区域开展了众多的配套活动和
项目，让市民不仅能赏菊花，还能观灯
会、泡温泉、逛小镇、嗨购物。不少市
民惊叹：“巴南发展得越来越好，吃住
行游购娱啥都不缺，真是一个宜居宜
业宜游的好地方。”

在“菊韵巴渝”“醉美巴南”布展的
龙洲湾商街，东盟特色商品展就搬到
了万紫千红的菊景之中，手工艺品、护
肤品、食品饮料等一系列来自东盟的
特色商品，让市民纷纷驻足挑选购
买。龙洲湾商街以及周边的万达金
街、旭辉乐活城的商家们则抓住菊展
机会，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活动，让市
民观展之余，能遍尝巴南美食。

在南温泉，当地依托南温泉景区
独特的山水人文景观，打造了山水之
恋、小泉神韵、喜迎贵客等12个菊景
节点，将巴南非遗文化点缀花海绿雕

中，推出“我在南温泉等你”特色打卡
点，还推出了温泉、灯会、索道等旅游
优惠套票供市民选择。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已经开展的
首届南温泉灯会。该灯会规模宏大，
布展全长2.5公里，是一场将光、影、
水、游、演、雾、等声、光、电效果与现代
高科技5D技术充分融合的光影盛宴，
市民在白天赏菊泡温泉后，晚上还可
以观灯会。

为了让市民有更多耍事，当天南
温泉记忆展也同期开馆。南温泉记忆
展位于南温泉铧园景区内，以“重拾老
记忆，归来南温泉”为主题，展陈面积
约540平方米。展出时间为2020年
10月28日—2021年10月28日。

展览共分为“自然记忆”“人文记
忆”“百姓记忆”“南泉未来”4个单元，
共有展品169件，其中老照片34张、
书籍54本、老家具及家电等30件、年
代感门票车票及年历地图等42件，复
制件9件，以时间和空间为线索，形成
完整的记忆链。并通过数字多媒体等
展示方式，使观众身临其境畅游于历
史与文化的空间，展示和再现南温泉
的部分老照片、老物件、老场景，唤起
人们对南温泉的记忆。

“在南温泉这里游玩我们就用了
一整天，听说还有西流沱小镇等，明天
我们还要继续去打卡。”一位市民说
道。 万屹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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