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在今年重庆市纪念“三八”国际妇
女节111周年大会上，江津区大圆洞林
场孔子庙管护站站长代小琴荣获“重庆
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称号，与这份荣誉
紧密相连的，是她坚守深山30年换来
的2万亩翠绿森林。

获得荣誉后，代小琴第一时间又回
到了岗位上，那片自己无数次用脚步丈
量的林场。“我的父亲也是一名护林员，
曾坚守这片森林35年。”小时候跟着父
亲巡山护林，每次巡逻，同一处林子父
亲都要检查好几遍，这样的记忆在代小
琴心里扎下了根。1990年，通过招考，
她来到大圆洞林场工作。

回忆起工作之初，代小琴说，那时
这里没有电灯、没有通讯，每天面对的
只有森林，在这“照明靠油、通讯靠吼、
交通靠走”的工作环境里，最难熬的是
寂寞。

在一万多个日日夜夜里，代小琴用
自己的执着和奉献，换来了2万多亩森
林的青葱翠绿。

“这片林总得有人管，既然选择这
个职业就得干下去。”代小琴的坚持和
不断说服，才慢慢解开了儿子的心结。

2011年 12月 30日，护林员发现

林场的林木有被砍伐的痕迹。得知情
况后，代小琴立即带着5名护林员赶
往现场。经过5个昼夜的坚守，最终
帮助执法部门将犯罪分子抓获归案。
从此，辖区内没有发生一件盗伐林木
的案件。

2016年8月，因雷电发生森林火
灾。火情就是命令，代小琴立即组织人
员砍隔离带、投灭火弹。三个小时的

“战斗”，这场森林火灾得到及时扑灭。
大圆洞林场孔子庙管护站下辖的

10个护林点布局分散，加之山高沟深，
位于大圆洞国家森林公园核心区内，护
林防火任务十分艰巨。代小琴带着全
站13名护林职工日夜守护，抓好重点
时段、重点区域的护林防火宣传。

30年来，辖区内没有发生一起人
为森林火灾。就像她所说的：“我喜欢
这片山林，看着林子慢慢长起来，就觉
得这30年的付出，值得！”

江津区大圆洞林场孔子庙管护站站长代小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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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9日电 3月10日
出版的第5期《半月谈》刊发记者李勇、
李松采写的文章《“巴掌田”宜机化，山
地农业活起来》。摘要如下：

重庆市大农村、大山区并存，山地
丘陵占九成多，“鸡窝地”“巴掌田”成为
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一大瓶颈。为
此，近年来重庆积极实施农田宜机化改
造，在适宜区域将“巴掌田”改为“整片
田”，同时依托农田宜机化改造，引能
人、推股改、促联营，走出一条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的新路。

地成片、路相连、渠相通

重庆推动的农田宜机化改造，是因
地制宜对地块实施“小并大”“短变长”

“弯变直”和互联互通。通过改造，一个
个项目区地成片、路相连、渠相通，示范
面积达到70多万亩，这改变了过去土
地高低不平、零碎分散、大小不一的格
局，大幅改善了耕作条件。

在大足区高升镇，2000多亩迷迭香
长势正好。实施宜机化改造后，这些土地
打破了原有承包边界，按11米一垄的宽
度排列成整齐地块。半月谈记者看到，这
些标准地块平均一垄长度都在80米以
上，每垄土地都有编号和平整的作业机耕
道，拖拉机、无人机作业都很方便。

“传统土地整治的重点，是实施地
块周边沟、渠、路配套，宜机化改造则侧
重将散地变整地，方便大中型农机下地
作业。”迷迭香基地生产负责人马力说，
土地从零变整，农机也由小变大，犁地
成本从亩均110元降至70元，植保费
用也从每亩20元降至10元，节本增效
立竿见影。

“近年来，在丘陵山地农区，农业发
展面临的‘土地细碎，作业基础条件差’

‘劳动力短缺，农业生产成本高’等问题
越来越明显。”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主任
路伟认为，实施农田宜机化改造，就是
要突破土地基础条件瓶颈，牵引农业产
业提档升级。

改土带来改制

在改土之后，重庆着力推动改制，
重点在引能人、推股改、促联营，丘陵山

地农业产业发展呈现新气象。
在全市70多万亩宜机化示范改造

区域，土地不再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而是2000多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搞起
了规模经营。

潼南区龙形镇水口村种养大户周
进全把原来80多块小田，并成10块大
田，搞起了“稻鱼共作”生态种养。稻在
水中长，鱼在稻下游。周进全算了笔
账，绿色富硒稻米市场价一斤七八元，
加上生态鱼养殖，一亩地纯收入在
1500元以上。

宜机化改造后，农民既能流转出
租，获得土地租金；也能土地入股，共建
合作社获得分红，方式灵活多样。重庆
渝北区宜机化项目区覆盖的13个镇街
50个村都成立了集体股份合作社，1.4
万农户与村集体利益共享，当上了“股
份农民”。

同时，农业经营体系相关创新不断
落地。其中，渝北区正在村级股份合作
社内完善生产、供销合作和资金互助功
能，统一农资购销、统一农地经营，增强
合作社活力。“在50多家村级股份合作
社基础上，全区还抱团建立股份合作社
联社，农业规模经营主体在产业培育、

市场开拓等方面的发展能力明显提
升。”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干部秦国伦说。

宜机化仍待推广

业内人士认为，西部丘陵山区推动
乡村产业振兴，在适宜区域加快宜机化
改造是一项基础性工作。不过，一些规
模经营户介绍，总体来看，农田宜机化
改造补助标准偏低，根据改造类型不
同，每亩在1000元至2000元不等，这
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经营户宜机化改
造的积极性。

“平均一亩改造成本要四五千元，
扣除政府补助，改造1000多亩土地，企
业需自筹资金300多万元。”重庆邦定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蒋绍福说，农
业本来就见效慢，在农田建设上又砸下
重金，无疑会增加经营者的经济压力。

据了解，目前各地农田建设资金渠
道不少，包括高标准农田建设、国土整
治、农业园区建设、宜机化改造项目等，
但一些地方使用起来较为分散，没有形
成合力。基层建议，各地应统筹各类财
政资金以及社会资本，鼓励各类农田基
础设施建设资金打捆使用，加大政策惠
农力度。

《半月谈》刊文：

“巴掌田”宜机化，山地农业活起来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通讯员
蒋坤红）3月4日，记者从荣昌区金融事
务中心获悉，荣昌在全市首推的生猪

“保险+期货”项目——“生猪期货价格
保险”落地见效，投保养殖企业本周内
可获得6万余元的真金白银赔付。

“生猪期货价格保险”是荣昌与期货
公司、保险公司等合作开发的生猪期货
价格保险产品。该产品由保险公司向期
货公司购买期权产品转移风险，生猪养
殖企业向保险公司购买“生猪期货价格
保险”。保障期内，生猪价格下跌产生的
损失，生猪养殖企业可根据结算价格与
合同约定的保险价格差额获得赔付。

今年1月8日，“生猪期货价格保险”

一推出，重庆日泉农牧有限公司就试水
为160头生猪购买该保险，缴纳了2万余
元保费。2月7日，公司出售生猪时，因
生猪市场价格下跌，低于保险合同约定
的投保价，便触发了理赔机制，获得保
险公司2.6倍、共计6万余元赔付金。

“‘生猪期货价格保险’能有效帮助
养殖企业‘兜住’生猪价格，降低养殖风
险。”荣昌区金融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荣昌正推动生猪“保险+期
货”业务增量扩面，同时继续用好用活
生猪金融创新产品，帮助生猪养殖企业
稳健经营，推动生猪产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

全市首单“生猪期货价格保险”赔付

生猪价格下跌 养猪户获赔6万余元

3月8日，游人在北碚区天府镇中
心村的汽车露营基地游玩。

北碚区对天府镇一处闲置矿山进
行生态修复，建成约 4 万平方米的生
态公园，铺设了3.5万平方米草坪，以
汽车露营基地为主要功能。下一步，
公园还将修建烧烤区、儿童游玩区、环
山健身区等。

特约摄影 秦廷富/视觉重庆

闲置矿山
变身露营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