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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
“千米长宴”线上“吃”

已连续举办十五届的江津中山古镇“千米长宴”
已是蜚声中外的文旅活动，今年的“千米长宴”以“线
上”方式举行。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为最大程度满足就地过年群
众需要，第十六届“千米长宴”民俗文化节系列活动首
次突破传统，改在线上举办。活动以“云飨中山”为主
题，创新采用手绘图画的形式，高度还原了千米长宴
全貌，设有民俗展示、互动游戏、专题浏览、云上集市
四大功能。

活动将免费送出2000张四面山景区门票，市民朋
友可通过“四面山旅游”官方微信公众号、本次活动的
宣传广告页面二维码扫码参与活动。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苏展 贺奎

巴南：
首个标准化规模猪场投产

近日，一批优质种猪运抵巴南区双河口镇塘湾村
的生猪养殖场，这标志着该区首个现代化标准化规模
生猪养殖场项目建成投产。

巴南区农业农村委去年安排资金1510万元，用于
支持新建17个标准化生猪规模场，该生猪养殖场项目
就是其中之一。塘湾村的养殖场推行“低架网床+益
生菌+异位发酵”模式，同时采用自动投料、自动清粪
等机械化、智能化设施设备，实现零污染零排放，将有
效推进区畜牧业转型升级。

据介绍，该猪场首批引起种猪600头，品种多为长
白二元母猪，首批育肥猪将于今年7月出栏。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罗莎

武隆：
火车站新站房投入运营

武隆火车站新站房所有设施设备近日安装调试
完毕，2月9日正式投入运营。

据介绍，新站房为渝怀铁路二线武隆客运站交通
枢纽一期项目，设两个站台4条轨道，候车厅可同时
容纳1000名乘客。新站房对设施设备进行全面升级
改造，验证口、检票口、出站口分别由原2台闸机增加
到5台，售票房从原3个窗口增加到4个窗口，方便乘
客出行。

渝怀铁路二线武隆客运站交通枢纽项目共分两
期建设，目前建成的火车站新站房为一期铁路车站接
驳交通系统；二期将建设商业及配套设施，含站前广
场、进出站口、交通换乘区等，预计整个交通枢纽项目
在今年底全面完成。

武隆区融媒体中心 曾光全

綦江：
客运中心下半年投用

近日，笔者从渝运集团綦江汽车站了解到，綦江
客运中心项目已基本完工，今年3月将接受验收，预计
今年下半年投入使用。

綦江客运中心按国家一级汽车站标准设计建设，
规划总建设面积104.58亩，建设有长途客运站、城乡
公交站等多个区域，设计日均发送旅客量2万人次，年
均发送旅客量700万人次。

渝运集团綦江汽车站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綦江客运中心建成投用后，将保留原有的綦江
汽车站，作为街镇公交站、旅游集散中心，方便广大
市民出行。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谢天骄 杜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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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山地柑橘泉水浇灌

吃过铜梁安溪镇山地葡萄的人不一定吃过山地
柑橘。近日，毓青山上的山地柑橘成熟了，以独特口
味满足消费者的味蕾。

这个果园过去以葡萄为主，近年来又开发了柑橘
产业，品种有沃柑和耙耙柑，采用无公害生态栽培，使
用农家有机肥和复合肥，治虫用的是石硫合剂土农
药，浇灌用的是山泉水，品质非常生态。

该果园的柑橘开始成熟上市，产量近3万斤，欢迎
市民前去采摘。

采摘线路：渝蓉高速铜梁大庙互通下道，转永武
公路经华兴镇往安溪镇方向即到永安果园。

联系电话：18983905716（陆先生）。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万盛：
小村面条手工揉制

万盛青年镇堡堂村制作手工挂面历史悠久，选用
上乘小麦面粉，加入适量盐，手工揉制，没有任何添
加。面条自然风干晾晒，色泽偏黄，细长如丝，散发自
然面香，下锅后具有耐煮、不浑汤等特点，入口筋道、
韧性十足。

目前，堡堂村从事手工面作坊的有30余户，品种
有普通挂面、土鸡蛋面、韭菜叶面等，售价每斤3元左
右。如果您正好需要，欢迎上门订购，也可电话联系
购买。

联系人：罗昭志，电话：13648405580。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杨圣泉

立春，傍晚。
群峰叠嶂之中，万州龙驹镇的大街上仍

显热闹，店铺闪烁的霓虹灯，商家揽客的热
情，居民区升腾起的炊烟，构成了一幅生机
盎然的边城夜景图。

龙驹镇是脱贫攻坚中重庆确立的十八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一个长期以穷出名
的偏远小镇，如今繁华初显，场镇人口达2.6
万余人。

春寒料峭，记者走进龙驹镇，从它浓浓
的烟火味中感受它的改变。

融合城乡
14个村（居）通了沥青公路

龙驹镇向东村，硬化升级后的潘王路在
山间蜿蜒盘旋，犹如一条灰白的飘带，将散落
在山林里的民居串连起来。这条路长8.1公
里，连接到场镇，方便了村民，带动了产业。

作为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中人口最
多的乡镇，交通改善是龙驹镇脱贫攻坚的重
大战果之一。

在渝东北三峡库区，有着众多类似
“两山夹一沟”的地形，人们见惯不惊，爱叫
这种地方为“皮夹沟”。地处万州、云阳、湖
北利川交界处的龙驹镇，也处于一个大大的

“皮夹沟”里。这样的地方往往有一个共性：
行路难是制约其发展的“拦路虎”。

交通落后，自然也曾是造成龙驹镇贫
困的重要原因之一。镇干部向晖回忆，她
几年前到龙驹工作时，各村大多还是碎石
路和烂泥路，只有四驱越野车和皮卡车能
开进去。第一次下村，由于道路窄弯多，凹
凸不平，她被颠得披头散发，笑称“做了一
回摇滚歌手”。

脱贫攻坚打响后，改善交通条件，自然
成了龙驹镇最为紧迫的任务之一。

在各级帮扶单位的支持下，近三年，
龙驹交通状况显著改善：新建公路229.81
公里，村社通畅率达到100%。一张外联
内通的乡村公路网将全镇各村密织起来，
惠及所有建卡贫困户。

从2019年开始，龙驹镇启动了“四好农
村路”升级改造，其中连接贯通14个村（居）
出境干道拓展升级硬化成为沥青公路。

路修好了，最高兴的还是村民。向东村

李子产业大户冉建军兴奋地说：“没想到这
么好的路也能修到我们皮夹沟！以后我们
到场镇、到万州更便捷了，我要好好把特色
种植搞起来！”

“交通的改善，缩短了我们和城市的距
离，畅通了物流，彰显了农村的优势，增添了
我们发展的信心。”梧桐村村民程启高三兄弟
都是村里的养猪大户，他去年出栏300头，收
入50多万元。路修好了，他和兄弟们召开了
几次“家庭会议”，准备在万州设立“土猪馆”
销售点，在营销上下点功夫，力争创出自己的
猪肉品牌。

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提升，缩短了乡
村与城市的差距，促进了城乡融合发展，龙
驹镇的发展渐渐步入“快车道”。

在医疗健康保障上，近几年龙驹镇医疗
保障全覆盖，贫困户医保参保率均为100%，
促成了重庆大学附属三峡医院在龙驹镇设
立了分院；在教育方面，辖区贫困家庭义务
教育保障率达到100%；住房保障、农村危房
改造及易地扶贫搬迁全覆盖；在文化方面，
建立了全区乡镇的第一家电影院——龙驹
电影院。

产业兴城
脱贫人员100%嵌入其中

2月1日，龙驹镇梧桐村，贫困户张定美
的芦花鸡基地里，鸡叫声响成一片，又有两
百只鸡即将出栏了。

今年46岁的张定美因外出务工时受
伤，干不了重活儿，成了村里有名的贫困
户。近两年，在当地党员干部的扶持下，他
成了养鸡大户，摆脱了贫困，还被当地政府
评为“脱贫先锋”。

张定美饲养的芦花鸡，是龙驹镇在脱贫
攻坚中发展起来的重要扶贫产业，它正在将

“发展一个产业，带动一方致富”变为现实。
龙驹镇山高坡陡，土地贫瘠，产业曾是

一片空白。脱贫攻坚打响后，梧桐村第一书
记白新亮带领党员干部，瞄准了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登记保护畜产品、原产于山东汶上
县的芦花鸡。

2017年，作为鲁渝东西部产业扶贫协
作示范项目和龙驹镇十大脱贫攻坚重点项
目，梧桐村正式引进了芦花鸡生态养殖，变
化也就从那时悄然开始。

首批鸡苗引进村，白新亮吃在村、住在
村。他和村支书郎定高等几乎天天围绕鸡
圈转，了解生产情况。

探索很快有了回报：在龙驹镇实行原生
态丛林散养的芦花鸡，肉质紧致鲜爽，很有
市场，首批上市后，实现销售收入60余万
元。村民们拿到整沓整沓的钱，高兴得合不
拢嘴，激动的白新亮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2019年，龙驹镇销售成品鸡、鸡苗、鸡
蛋和与丰都合作的“芦花椒椒鸡”，总产值
上千万元。目前，龙驹引进龙头农业企业
投资2500余万元，建成梧桐村良种繁育西
南基地。

龙驹镇目前每年可提供500万只鸡苗，
年产值达4000万元。加上年产2500万枚

“绿壳蛋”、20万只芦花山地散养鸡和“芦花
椒椒鸡”等深加工项目，芦花鸡有望成长为当
地首个产值上亿元的扶贫支柱产业。

除了梧桐村的芦花鸡，还有龙溪村高
山茶叶，向东村的百香果……基本
上形成了村村有特色产业。

龙驹镇党委副书记郭代伯介
绍，该镇近年来新增伏淡季水果、中

药材、花椒、茶叶等产业基地2.59万
亩，达到了“3万亩经果林、10万头生态

猪、500万只芦花鸡”的特色种养业规模。
建成中药材初加工、百香果深加工、花椒深
加工等扶贫车间5个、农产品加工车间5个，
创建市级扶贫返乡创业示范园1个。当地
形成了“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贫困户”的产业组织体系。芦花鸡初步构建
起了“育种+成鸡+产蛋+加工+产品开发”的
产业链。

由于在发展特色产业中注重了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龙驹镇的特色产
业对贫困户参与、融入、协作带动覆盖率为
100%。目前，全镇7800多名脱贫人员，均
牢牢嵌入已成规模的产业体系中。

“按我们的产业质量、规模，产业吸咐

力，我们的脱贫人员嵌入这些产业链中，一
般的风吹雨打，不会导致其返贫。”龙驹镇镇
长丁时成信心满满。

集镇成城
场镇人口达2.6万余人

每天早点7点半到8点半，是龙驹镇龙白
路老王面馆最忙的时候，顾客经常排队。

像老王一样，龙驹镇最近几年返乡创业
的人不少。在龙驹场镇上，开设的早餐店如
今有120余家，街上还有奶茶店、盲人按摩
店和时尚的酒吧等，晚上12点以前仍有营
业的串串香等夜宵店。

抓住脱贫攻坚机遇，发挥好自己的优
势，龙驹镇近几年大力发展边贸经济，探索
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龙驹镇虽然地处渝鄂边界，却是万州的
南大门，有着承东启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
势，对周边20余个乡镇有着辐射影响力。

“随着基础设施的改善，场镇这些年也
得到快速发展。”丁时成介绍，龙驹镇大力发
展边贸经济和现代物流，现在各类市场主体
达到2464户，2020年新增377户，其中新增
内资企业85家，市场日趋活跃。

在该镇打造出的川鄂街汽摩销售、龙
白路餐饮娱乐、永兴街建材家装、龙渠大
道电器百货等特色商贸街区，本地土特产
品、日用生活品、工艺保健品、旅游产品琳

琅满目。
目前，龙驹场镇常住人口已有2.6万余

人，不少周边乡镇的居民们看好龙驹发展
前景，选择了来这里安家、就业。昔日的冷
清的小场镇，已经成长为人气旺盛的边贸
之城。

经过多年的精准扶贫和商贸发展，2020
年龙驹镇地区生产总值约为11.6亿元，比3
年前增长135%左右。全镇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约为1.79万元，人均存款为3万余元。
至2020年11月，全镇2344户7821人全部
达到脱贫标准。

“老百姓富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
只有城乡互通融合、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脱贫成果才会得以巩固。”龙驹
镇党委书记张凤政介绍，当地将抓住时机
打造特色边贸重镇，发展边贸经济，加快
推进万州区东南部区域中心城镇建设，尽
快建成“东西扶贫产业协作园”和“龙驹镇
小微加工园”，加强万州唯一的市级农民
工返乡创业园建设。“十四五”期间尽快建
成7个亿元村（居）、10个千万元组、20个
以上百万元家庭农场，创建有机高效农业
产业园20个、国家级市级一村一品示范村
（居）10个，将做好脱贫攻坚成果的巩固深
化、拓展转化。

“乡村要振兴，关键要有自己的优势，要
留得住人。”张凤政表示，龙驹镇接下来要规
划好场镇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公共服
务，不断巩固扩大脱贫攻坚战果。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是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同乡村振
兴有效衔接的起步之年。如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打好衔接“第一仗”？西
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认为，将龙驹
镇等重庆深度贫困乡镇作为观察脱贫攻
坚的地方实践，剖析他们贫困过去到现
在的华丽转身，对重庆扶贫工作“行稳致
远”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土地贫瘠、基础落后、产业单一等，
18 个重庆深度贫困乡镇有它们的特殊
性，也有着和其他贫困地区一样的共
性。根据各自的特点、特色和实际情
况，在脱贫攻坚中努力创新、探索，各地
目前都取得了亮眼的成绩，犹如战时红
旗插上了攻克的高地。取得这些成绩，
有三股重要力量的推动：党和政府的引
领；人们群众的内生动力；当地蕴藏的
发展潜力。

脱贫攻坚的可持续，是检验脱贫成效
的“硬指标”，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坚
决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攻坚成果，确保经
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是扶贫战线当前最
为重要的任务。中央设立过渡期，过渡期

内继续落实“四个不摘”，保持主要帮扶政
策总体稳定，确保投入力度不减、帮扶队
伍不撤。作出这样的决定，是有着深远意
义的。

从这点看，万州区龙驹镇在发展特色
产业、实施乡村振兴项目时，将7000多名
脱贫人员100%嵌入已成规模的特色产业
中，让脱贫人员在后续发展中能经得起

“风吹浪打”。这种粘带着乡土气息的“脱
贫嵌入法”，无疑是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最接地气的探索。

今年是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的起步之年，我们要在可持续上发力，
要以脱贫攻坚在产业、生态、组织、文化和
人才等方面取得的成效为基础，因地制
宜，创新发展，推动要素配置、资金投入、
公共服务向农业农村倾斜，全面实现乡村
振兴。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中，
要将教育、文化扶贫摆在重要的位置。一
个地方的贫困，表面上看是经济问题，深
层次上还有文化根源、观念习俗、价值取
向等方面的原因。要可持续发展，思想观
念的转变最为重要，我们还得在这块上下
大功夫。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肖亚成：

可持续是检验脱贫成效的“硬指标”

专家访谈〉〉〉

龙驹镇猕猴桃种植基地。 受访者供图

万州区龙驹镇繁华初显。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摄/视觉重庆

芦花鸡已成龙驹镇的支柱产业。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摄/

视觉重庆

深山“皮夹沟” 崛起一座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