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时刻查询 61681114 民航班机查询 67152337 港口客运查询 63100659 航班火车船期查询 chongqing.online.cq.cn 邮政查询 11185 全国邮政编码、电话区号查询 www.cqpost.con.cn/yb 重庆农业信息网 www.cqagri.gov.cn

CHONGQING DAILY
2021年 1月24日 星期日
编辑 邱春 主编 郑家艳

美编 李梦妮

77

□本报记者 栗园园

打包干木耳、采摘香菇、制作香菇菌
种……1月20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云
阳县泥溪镇时，正值当地黑木耳和香菇
两大“黑色产业”丰收之际，从香菇大棚
到产品加工车间，到处是热火朝天的劳
作景象，驱散了深冬的寒意。

在桐林社区，记者走进一个香菇大
棚，只听里面人声嘈杂，工人们一边忙着
采摘第二茬香菇，一边为今年新的生产
任务做准备。

“这些菇摘得了，快点来弄。”“操作
机器的人，注意安全，不要整到手了。”一
名中年男子在大棚里来回走动，不时给
工人们提供指导。

泥溪镇党委书记陈宇向记者介绍
说，这名男子叫刘俊，以前是个种菇大
户，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当地40
多个香菇大棚的产业指导员，负责统筹
生产和技术指导。

“在泥溪镇，像刘俊这样转变身份的
村民还不少。近年来，我们将产业发展
作为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因地制宜培
育了特色主导产业两万余亩。随着产业
发展，许多村民像刘俊一样实现了身份
的转变，他们本身就是泥溪脱贫攻坚的
成果。”陈宇说。

带动香菇产业发展
种菇大户转型为产业指导员

时间接近晚上6点，天已擦黑，大棚
内仍是一片忙碌，刘俊嘴里嘀咕着：“看
来今天又得加班了。”

最近这几天，既是去年栽植的香菇
进入二茬收获季，又赶上今年生产的准
备期，刘俊的日程十分繁忙。每天早上，
他会在7点半准时赶到基地，按照自己
的经验判断出菇量，然后安排村民前来
务工。而他也不会闲着，除了时不时给
工人提供必要的技术指导，他还得忙着
制作菌种。

“最近每天差不多出1000多斤菇，
需要10多个人来干活。比起第一茬收
获时每天40多个人连轴转，还是要轻松
些。”刘俊说。

趁着歇口气的时间，刘俊跟记者讲
起了自己的故事。2009年，泥溪镇组织
了一次香菇种植培训，返乡的他闲来无
事便加入其中，自此踏上了香菇种植之
路，并慢慢从1万多袋发展到近6万袋，
成了当地的种菇大户。

脱贫攻坚以来，当地香菇产业的发
展步伐明显加快，与黑木耳一起成了泥
溪镇的两大“黑色产业”。为推动产业发
展，镇里建立了产业指导员制度，培育了
近30名技术人员包片、包村、包产业，明
确技术指导责任区域，将技术送到田间
地头、农家院落。

在村干部的引导下，刘俊成了产业
指导员之一，负责对40余个香菇大棚进
行技术指导，每月工资5000元，还以技
术入股，年底根据效益获得分红。

从种菇大户到产业指导员，刘俊切
身感受到了当地香菇产业发展的前后

变化。
首先是销售方面。
此前，泥溪香菇总量为20万袋，规

模不算大，名气也不响，销售存在一定困
难，刘俊一般都是骑摩托车运菇到县城
售卖。

“现在我们的香菇规模上来了，名气
也有了，采购商都直接开车到村里来
收。”刘俊说，由于产品质量好，通过采购
商们口口相传，现在经常有不认识的商
贩主动找上门来。

其次是生产效率的变化。
刘俊表示，以前制菌包打锯末用的

是柴油机，一天只能打5吨，还十分吃
力。如今，基地里配备了新机器，一天轻
轻松松就能打上30吨。“还有装袋的流
水线，机器自动拌料后通过传送带输送
到分料机上，省事多了。”

记者了解到，现在，泥溪镇共发展了
100万段黑木耳、100万袋香菇、6000亩
晚熟柑橘、3000亩乌梅等特色主导产
业，每个产业都有产业指导员对村民进
行技术指导。

此外，产业指导员们还主动对接巾
帼辣椒、鑫焘菊花等农业龙头企业，提供
种苗和技术支持，引导1800余户农户发
展了辣椒、菊花等产业3000亩，使这些
农户户均年增收2000元以上。

如今，泥溪镇村村、户户都实现了产
业覆盖，全镇7个贫困村实现整村脱贫，
474户1766名贫困人口也悉数脱贫。去
年，全镇贫困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
13584元，各村集体经济平均达75万元。

种木耳赚了钱
贫困户开超市成了个体户

20日下午，泥溪镇枞林村，由原村小
改建而成的木耳加工点里，堆满了已杀
菌烘干的黑木耳。曹翠仙和另两位村民
围坐在正中间的长桌旁，对干木耳进行
分装、打包。

只见其他两人负责筛选、装袋，曹翠
仙则守着一个电子秤，对每袋产品计量
后再进行封口，三人配合得十分默契。

“每袋一斤，要卖100块钱，可不能搞错
了。”曹翠仙笑道。

作为2003年从云南嫁到泥溪的外
来媳妇，提起“第二故乡”的发展，曹翠仙
用一口带着云南口音的重庆话打开了话
匣子。

她永远忘不了进村那天的场景。由
于交通不畅，她和丈夫在万州的分水镇
便下了车，一路徒步往家中走去。“那天
下着大雨，路难走得很，搞得我后来脚都
痛了几天。”

好不容易到了家，眼看破旧的土房
子里家徒四壁，曹翠仙的心顿时又凉了
半截，直对丈夫喊：“你就是把我骗过来
的！”

但生活还要继续。为了维持温饱，
曹翠仙把亲戚家的地拿来种上了红薯、
玉米等传统作物。可她心里明白，仅靠
这些是脱不了贫的。

泥溪当地雾大、光照不强，适宜菌类
生产，因此盛产黑木耳，被誉为“重庆黑
木耳之乡”。2016年，曹翠仙决定种点
木耳试一试。她咬咬牙拿出丈夫打工的
积蓄，种了200段木耳。让她没想到的
是，木耳虽小，栽培的技术要求却很高。

由于菌种不好，当年的产量并不理想。
2017年，黑木耳成为泥溪镇的脱贫

主导产业之一。当地成立专业合作社，
统一技术、统一菌种、统一收购、统一销
售、统一品牌，广泛发动农户种植，并请
来专家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

得知政府会给予木料、菌种补助后，
曹翠仙积极参加培训，从岁末准备木料、
年初打桩到2月灌菌种、3月架棚……按
照专家教授的深耕密植种植技术，2017
年，曹翠仙一举发展了1000多段黑木
耳。

“这一次我成功了，产品由合作社包
收包销，我一下子赚了两万多元！”曹翠
仙说，当时身边好多村民都加入到黑木
耳产业中，或自己种植，或参与务工，这
种发展的势头让她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拿着赚来的钱，心思活络的曹翠仙
在山下新家的一楼辟出一间房，开起了
小超市。记者看到，小小的超市里，摆满
了酱油、醋、零食等日常生活物品。“现在
水泥路都修通了，我又会骑摩托车，村民
给我打个电话，我就把东西给他们送上
门。”说起这个小老板兼送货员的新身
份，早已实现脱贫的曹翠仙笑得合不拢
嘴，“人就是不能服输，我要争取把超市
再开大点，让日子过得更好些！”

让家乡土特产卖得更好
返乡中专生当上网络主播

采访当天，记者看到一座崭新的产
业融合园已在泥溪镇拔地而起。不远
处，则是当地近年来打造的乡村旅游点
——农耕故土园。

走进产业融合园，只见一楼大厅里
展示着黑木耳、香菇、菊花等本土农特产
品，楼上还有网络直播培训基地和4个
直播间。“这里集农特产品生产展示、加
工包装、直播销售、观光体验等为一体，
未来将带动周边4个乡镇的产业发展。”
陈宇介绍，今后该产业融合园将与当地
乡村旅游联动发展，进一步促进农产品
的展示和销售，助力乡村振兴。

遵循这一发展思路，去年底，泥溪开
始“试水”网络直播带货。他们请到市县
两级的老师和网络主播，在产业融合园
里为40多名干部、群众做了直播带货的

相关培训。协合村的袁静就是“学生”之
一。

2014年，协合村将计算机专业的中
专生袁静作为本土人才引回，帮助村干
部在电脑上处理相关事务。那时，村里
的基础条件薄弱，又没有销售渠道，农产
品的买卖是一大难题。“后来农村电商发
展起来了，我就开始协助村民在网上销
售农产品。”袁静说。

近两年，网络带货直播成为新的营
销手段，袁静也开始摸索起来。让她感
到有点意外的是，镇里“追赶”这股新
潮流，搞起了相关培训，她自然主动报
名。

“嗨，亲！欢迎来到静静的直播间，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一款我们云阳泥溪
镇的土特产——黑木耳。”“最近正是冬
耳上市的时候，这个季节的木耳品质最
好，吃起来的口感就像猪蹄一样Q弹，凉
拌更好吃哟。”经过培训，袁静很快就上
手了，成为当地首批网络主播之一。直
播间里，她自如地在普通话和重庆话之
间切换着进行产品介绍，乡土味十足。

“培训老师说了，用方言做直播是一
种特色，尤其是推介农产品，‘土味’重一
点更好。如果观众没听懂，我会用普通
话再介绍一次。”袁静说，培训让她学到
了不少直播的小窍门，比如如何利用音
乐和小游戏让直播间不冷场，如何打光
能让产品看起来更吸引人等等。

直播中，袁静除了介绍产品以及烹
饪小技巧外，还走出直播间，来到产业基
地、农耕故土园，为观众展示当地农产品
的生长情况和乡村美景。不到两个月时
间，她的直播号已有1.2万余名粉丝，人
气最高时吸引到100余名网友同时在线
观看。

更让她感到欣喜的是，通过她的直
播，泥溪的农特产品被更多人看到了。

“前几天还有粉丝私信我，夸我们的木耳
好吃，又追加了订单。”袁静激动地说。

目前在泥溪镇，像袁静一样能熟练
开展直播业务的主播还有近10名，他们
也承担起了教村民直播的任务。袁静对
记者说：“希望通过我们能让更多村民掌
握直播技能，把农产品卖得更好、更远。
如果还能吸引到更多网友来我们泥溪看
看，就更好了！”

□新华社记者 王烁

“东方红，太阳升……”悠扬
的《东方红》乐曲结束，整点的钟
声从矗立在郑州的一座独特的连
体仿古双塔塔顶传来，回响在周
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之中。与
这些高楼相比，这座高63米的塔
似乎不够“魁梧”；与郑州悠久的
历史相比，这座塔又显得非常年
轻。但它却是郑州的地标性建
筑，也是郑州人的精神之塔，这就
是——郑州二七纪念塔。

“不到二七塔，就等于没到过
郑州。”足见二七纪念塔在郑州人
心中的地位。而二七区、二七路、
二七广场、二七商圈……这一个
个名称似乎都在无声地诉说着这
座城市与一段历史割不断的联
系。

“这面墙上的浮雕，再现了当
时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时的
场景……”郑州二七纪念馆社会
教育部讲解员陈默说。

郑州位于京汉、陇海两大铁
路的交会处，铁路工人集中，这是
中国共产党开展工作的重要地
方。1920年10月，李大钊在北京
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在铁
路沿线开展工人运动。到1922年
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
分工会，为成立总工会奠定了基
础。

1923年2月1日清晨，各地代
表齐集郑州，从郑州火车站出发，
向总工会成立大会会场——普乐
园挺进。

反动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
敌。面对全副武装的敌人，代表
们毫不畏惧，冲破军警的包围圈，
冲进会场。在一片欢呼和口号声
中，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大声
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2月1日晚，总工会秘密召开
紧急会议，为争人权争自由，决定
在2月4日举行全线总罢工。

面对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
立，军阀吴佩孚决定用武力镇压
工人。

2月4日上午9点，郑州分工会工人们齐集机厂煤台，高
斌拉响三头汽笛，宣布罢工开始。随后，江岸从10点起，长辛
店从11点起，先后宣布罢工。在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从南到
北一千多公里的京汉铁路线上，三万工人实现了总同盟大罢
工。

2月7日，吴佩孚在列强的支持下调动两万多军警对罢工
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施洋、林
祥谦、高斌等52位同志英勇牺牲，300多人身负重伤，1000多
人被开除，流离失所。

“二七惨案”后，京汉铁路沿线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但
是工人们在党的领导下没有退却，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踏着
烈士的脚印，又开始了新的斗争。1924年2月7日，全国铁路
总工会正式成立。

郑州分工会恢复后，汪胜友被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
文德被选为工务处工人总代表，他们二人在中共党组织的领
导下，于1926年7月组成秘密战斗小组，经常在夜里卸掉铁
轨上的枕木，烧毁桥梁，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军阀。1926年10
月6日二人被捕，15日被杀害于郑州的长春桥。

岁月变迁，曾经的水深火热之地如今已换了新颜。
“1951年郑州市翻新道路时将长春桥旧址扩建为二七广

场。当时广场内建有一座木塔，1971年木塔倒塌。为了纪念
京汉铁路工人运动，郑州市政府当年在原址上修建了二七纪
念塔。二七纪念塔自建成以后一直走在郑州市文化传播的最
前沿，许多工商企业都以二七塔为商品注册商标，环绕二七纪
念塔周边，二七区、二七路、二七商圈……可见二七纪念塔在
郑州人心中举足轻重的地位。二七纪念塔不仅成了郑州的地
标性建筑，也成为郑州人心中的精神之塔。”陈默讲解道。

如今，站在二七纪念塔顶眺望周边，白天车水马龙、夜晚
灯火璀璨，现代商业都市的繁华一览无余。

郑州二七纪念塔自诞生之日起就带着历史的记忆，镌刻
着红色的基因，自1971年落成以来，它就像一位岁月老人，见
证着郑州这座城市的发展与变迁，而其所代表的“二七精神”，
也在一代代郑州人中延续和传承。

“烈士们用鲜血为我们换来和平幸福的生活，在我们铭记
历史、瞻仰先烈的同时，请不要忘记继承先辈遗志，发扬团结
互助无私无畏的精神，将我们的明天建设得更加美好……”陈
默话音刚落，塔顶又传来了《东方红》的乐曲声。

（新华社郑州1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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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泥溪镇：村民有了“新身份”
云阳县泥溪镇桐林社区香菇种植基地，村民正在采摘香菇（2020年3月23日摄）。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云阳县泥溪镇石缸村，游客在农耕故土园游玩（2020年9月8日摄）。
特约摄影 钟志兵/视觉重庆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26年1月24日

中共綦江支部成立
1926年1月24日 根据党、团中央指示，綦江的邹

进贤、陈翰屏、霍步青、危直士等人成立了以邹进贤为书
记的中共綦江支部。同月，由吴玉章、杨闇公、童庸生、
冉钧、周贡植等人在重庆城区中法学校成立了以冉钧为
书记的中共重庆支部。中共重庆支部与中共綦江支部
均直属中央领导，是重庆地区最早建立的两个党组织。
重庆、綦江两地支部的建立，为重庆地方党组织的
建立奠定了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