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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大足区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以开展村
庄清洁行动为抓手，集中整治村庄环境脏乱
差，聚焦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圾治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规划编制引领六项重点
任务，创造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以清洁乡村
助力特色产业发展。

草长莺飞的时节，从渝蓉高速三驱下道口
驶出，到达大足区高升镇内，眼前一片绿意盎
然：塘堰清水碧波荡漾，竹林飞鸟迎风起舞，间
或有红叶石楠点缀其间，与青山绿水相映成
趣，一幅美丽的乡村画卷徐徐展开。

驻足其间，微风中弥漫着一股沁人心脾的
香味，荡涤肺腑，令人神清气爽。香味源自何
方？

“道路两旁种了很多迷迭香，自然香气扑
鼻。”高升镇镇长陈俊沛自豪地介绍，当地已规
模种植迷迭香、罗马洋甘菊、玫瑰等14种芳香
植物6000多亩。这6000多亩芳香植物，在重
庆四季香海芳香产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四季香海公司”）的加工厂里，变身为150万
盒面膜、150万瓶纯露、50万套日化套装……
年产值逾20亿元。

以芳香产业为引领，大足区打造集芳香植
物种植、加工、科研、旅游为一体的全产业链，
乡村振兴之花在高升镇散发出浓郁迷人的芳
香。

规模化种植
芳香产业农旅融合发展

芳香产业是新型农业产业，是高产出、高
效率的绿色生态产业，但当初要流转土地规模
化种植时，并没有多少村民接招，大家担心产
业发展不起来，土地流转了不仅种不上庄稼，
流转费也拿不到手中。

“与当地政府洽谈投资事宜的时候，我们
也有自己的担心。”四季香海公司现场负责人
马力表示，“当地的土壤是否适合种植芳香植
物，适合种植哪些植物，我们心里也没底。”

为此，四季香海公司请上海交通大学芳香
植物研究中心对高升镇土壤样品进行了检测
分析，并在当地进行了芳香植物的试种、选种，
最终选育了薰衣草、罗马洋甘菊、迷迭香、薄
荷、玫瑰等14种宜种芳香植物。

“土壤适合，技术有保障，企业有投资意
向，我们就需要做好群众工作。”陈俊沛介绍，
为了打消村民的疑虑，太和、旭光等村（社区）
干部走访群众1500余户，与他们交心谈心，

最终帮助企业流转土地近6000亩，满足了种
植需要。

随着芳香产业项目入驻，镇里又在临时用
工、协调土地、完善手续等方面为其提供“保姆
式”服务。

如今，除了6000多亩的芳香植物外，四季
香海公司还建设了500亩的育苗基地，每年产
出的芳香植物原料可提取精油30吨、纯露
800吨。

为培育壮大芳香产业，四季香海公司又投
资1.2亿元，在高升镇建起了高标准现代化大
型化妆品加工厂，由高标准蒸馏提取车间、均
质乳化车间和九条自动装配生产线组成。

“我们产品的最大特点是天然、温和、健
康，除了‘四季香海’这一大品牌，还包括‘花间
蕊’‘芳物所’等子品牌。”马力介绍，近两年来，
四季香海公司以生产精油、纯露，以及以卸妆、
洁面、精华、乳液、面霜等日用产品为主，未来
几年还将涉及食用、药用产品。

陈俊沛介绍，下一步，大足区将以高升镇
为核心，打造2000亩旅游观光区，布局民俗项
目，发展观光农业、采摘农业、体验农业、艺术
鉴赏等业态，与三驱镇、铁山镇形成乡村旅游
观光带，并采取“芳香植物+观赏花卉”的经营
模式，形成集“芳香田园—休闲养生—产品体
验销售”为一体的芳香旅游产业链条。

此外，为了满足四季香海公司化妆品加工
厂每年消纳5万亩芳香植物种植规模的处理
能力，高升镇将联合大足区周边乡镇及邻近的
四川省安岳县，将芳香植物种植面积扩大至5
万亩。届时，四季香海公司化妆品加工厂的精
油、纯露年产量将分别达40吨、3000吨以上，
面膜达200万盒，区域乡村旅游达5万人次，
芳香产业综合产值达40亿元。

围绕产业发展抓整治
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

“种了迷迭香、薰衣草这些花花草草，村里
香得很，如果到处还脏兮兮的就不像样了。”四
月的微风送来迷迭香的芬芳，51岁的太和村
村民陶秀莲走出家门，把手里的垃圾袋投进了
大门旁的垃圾桶里，“看嘛，新的垃圾桶又漂亮
又干净，用起来方便，看起来舒服。”

陶秀莲说的垃圾桶，是新近配置的分类生
活垃圾桶，打开盖子后，里面有两个桶：一个盛
装易腐垃圾，一个盛装其他类垃圾。“外头有标
识，有字有图，不识字的老年人也能看懂。”她
说。

以前，村民习惯将生活垃圾随手倾倒在山
坡、竹林或小河沟里，村里的生活污水也是到

处乱排，时间一长就滋生各种蚊蝇。陈俊沛介
绍，不仅是太和村，在实施美丽宜居乡村建设
之前，高升镇的许多村子都是“脏、乱、差”，垃
圾靠风刮，污水靠蒸发。

为了改变村容村貌，高升镇围绕产业发展
抓整治，以“清洁村庄助力乡村振兴”为主题，
开展“美丽宜居乡村建设”行动，广泛发动党
员、干部、人大代表、群众、保洁员五方力量，推
进“三清一改”和“五清理一活动”。

在芳香产业沿线道路两旁，有关部门栽植
了红叶石楠、樱花树、蓝花楹、茶花树、三角梅
等行道树10万余株。此外，在实施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中，累计实施旧房提升1069户，修建
一体化污水处理站 5 座，配置垃圾分类桶
1500个，安装人行道路灯370盏，实施三格式
卫生厕所改造1100户，既美化了自然环境又
亮化了村庄角落。

农村环境突出一个“洁”字。大足区城市
管理局负责人介绍，大足区全域推进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常态长效，进一步完善推广“户分类、
村收集、镇集中、区运输处理”的城乡生活垃圾
一体化处理体系。购置厨余垃圾专用车110
台、2立方米垃圾转运箱1040个、户用两分类
垃圾桶2.5万个，建成沤肥池312个，垃圾分类

投放点1325处，农村生活垃圾分类示范村12
个。落实脱贫攻坚，1130余名农村保洁工中
吸纳半数建卡贫困户从事农村保洁。深入开
展农村全域生活垃圾大清扫，清理垃圾172
吨，农村人居环境得到有效改善，全区有效治
理行政村比例达100%。

高升镇也在太和村、旭光村开展了垃圾分
类处置试点，“日产日清”分类处理生产生活垃
圾。同时建立长效保洁机制，全镇共安排村庄
保洁员46人，通过以工代赈、岗位补助等方
式，优先安排贫困户从事村庄保洁，推进农村
生活垃圾处理长效化。

“村里建了17个沤肥池，剩菜剩饭、过期
食品、菜梗菜叶、瓜果皮壳、茶叶渣等倒在沤肥
池里。”太和村党支部书记龙贵弟将记者带到
了一处沤肥池前，“经过1个月左右的发酵，垃
圾就可以变成有机肥，供村民浇灌农作物使
用。”

此外，高升镇还通过修订完善村规民约、
落实“门前三包”制度，探索并发挥“爱心超市”
作用，鼓励村民做好房前屋后、院坝周边的人
居环境，充分调动基层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努力推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规范
化、常态化，确保整治见成效，乡村现美景。

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把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一项重大任务，并指出乡村振兴涵盖“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层面，产业
振兴居其首位。

大足区高升镇的芳香产业，不仅带动了
周边乡镇的种植业，而且为附近村民提供了
就业机会，并实现了深加工。这种产业发展
模式，在当前乡村产业振兴的大背景下有何
借鉴作用，各地还需要完善哪些配套机制来
推动产业发展？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了重庆工
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易淼。

易淼认为，进一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是扎实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潜力
后劲所在，各地需要通过构建完善县域现代
产业体系、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及现代农村
物流体系，推动乡村产业进一步发展。

首先，构建完善县域现代产业体系，为农
村三产融合发展提供动力源泉。要依托县域
经济，做好产业链条延展，特别是结合各县域
自身特色，不断实现产业链再造，做强做特做
优休闲农业、乡村旅游、民宿经济等融合业
态。以高升镇芳香产业为例，其拥有完整的
产业链，既种植芳香植物，又提取精油，进而

生产面膜、纯露、日化套装等产品，提高了产
品的附加值。另外，要将产业链主体留在县
域，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创新增值收益分配模
式，促进农民多元增收，让农民更多分享农业
增效和产业增值的发展利益。大足区高升镇
芳香产业的发展每年要为当地农民提供300
余万元的务工收入，此外农民还能通过流转
土地获得收入，实现了多元增收、共享发展利
益。

其次，构建完善现代农村物流体系，为农
村三产融合发展提供联动基础。在县、乡、村
三级合理布局冷链物流设施，补齐短板，让冷
链物流成为贯穿农村一二三产业的纽带。

再者，要构建完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为
农村三产融合发展提供机制保障。要打造一
批区域性农业全产业链综合服务平台，以支
持各地方三产融合发展的龙头企业创新发
展、做大做强，更好支撑一产“接二连三”。

同时要培育高素质农民，建立服务农村三
产融合发展的技能培训体系和技能评价机制，
进一步优化农村人才引进政策，吸引城市各方
优秀人才到农村广阔天地创业创新，投身农村
三产融合发展事业。

（记者 陈维灯）

重庆工商大学长江上游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易淼

完善县域产业体系 促进三产融合发展

綦江
15万株紫薇花苗求带走

綦江区打通镇吹角村紫薇花种植基地有
15万株紫薇花苗求带走。

该基地面积有530余亩，种植的是美国
三红紫薇，品种优良。该品种喜阳光、耐干
旱、耐水涝、耐瘠薄，是比较好栽种的一种观
赏性植物，花期通常为7—9月，花色主要呈
大红和玫瑰红，可用作市政园林景观及庭院
景观打造。

目前，种植基地内最贵的花苗为地径12
公分的丛生紫薇，售价为1000元/株，最便宜
的价格为25元/株，欢迎相关机构和爱花人
士现场接洽或电话联系。

联系人：李月辉；电话：13568338984。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巴南
晚熟樱桃更耐储运

近日，巴南木洞镇栋青村晚熟樱桃成熟
了，在绿叶的掩映下，一颗颗樱桃宛如晶莹的
红宝石。

位于栋青村的茂宝农业农场，种植的樱
桃品种为红妃，个头更大，单果重约5—7克，
最大果重可达10克。此外，普通樱桃运输难
度较大，而红妃樱桃一般情况下可以保存3
到7天。

农场负责人介绍，从4月中旬到5月初
都可以采摘，入园费每人50元，采摘带走价
格为50元一斤，欢迎大家到现场品尝、采摘。

联系人：黄老师；电话：15803062119。
巴南融媒体中心 张礴

垫江
芍药鲜切花卖得好

眼下正是芍药含苞待放的时节，在垫江
县曹回镇徐白村，漫山遍野的芍药长势喜人，
四组村民彭克成忙着把自家地里的花苞切割
下来。

种植芍药在当地已有200多年的历史，
为了不让花与根争夺养分，每到花开时节，村
民会把芍药花割掉扔在地里。这几年，当地
政府因地制宜，积极调整产业发展思路，在具
有很高观赏价值的芍药花上做起了文章。

近几年来，芍药切花的销量增长幅度已
赶超月季、百合等传统切花，曹回镇芍药种植
面积也扩大到了2000多亩。据曹回镇负责
人介绍，徐白村的芍药可以作为中药材销售，
可以发展观光旅游，也可以作为鲜切花销售，
仅鲜切花一项就能为徐白村的200余户村民
增收700多万元，户均增收两三万元。

杨德明是该镇培养起来的本地鲜切花批
发商之一。“今年已经收了两万多支芍药花，
主要运往云南和广州销售。”他告诉笔者，除
了自己种植的20多亩芍药外，他还负责把村
民们种植的芍药统一收购起来出售。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钟姣

万盛
红高粱铺开致富路

近日，万盛区金桥镇星河村“双河酒厂”的
酿酒厂房里，村民杨波正小心翼翼地将刚刚酿
好的高粱酒倒入坛中，浓浓的酒香扑鼻而来。

46岁的杨波曾是村里的建卡贫困户，自
从村里办了酿酒厂，他就种了2亩多红高粱，
去年的收购价是6元一公斤，增收近3000元，
他还在酒厂打零工，每天有100多元的收入。

2019年以来，星河村发展红高粱种植和
酿酒产业，成立了重庆唐杨农业综合开发有
限责任公司，采取“村集体公司+农户”的订
单合作模式种植高粱，还建起了“双河酒
厂”。在此基础上，村里的养殖户利用酿酒产
生的酒糟和秸秆，发展肉牛和生猪养殖业，走
出了一条上游原材料生产、中游白酒加工和
下游牲畜养殖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巫山
种植中药材增收

近日，在巫山县笃坪乡，黑槽中药材种植专
业合作社负责人谭远忠正在给马蹄大黄除草。

据介绍，这种中药材生命力非常强，好种
植、好管理，市场价格稳定。下半年，合作社
50亩马蹄大黄就可以采挖，按照去年每斤
1.8元的价格，今年预计可实现45万元的销
售收入。

笃坪乡以全县“1+3+2”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发展布局为指导，在海拔500米至
800米的“低山带”地区，发展巫山脆李1500
亩；在海拔800米至1200米的“中山带”地
区，发展烤烟种植；在海拔1200米及以上的

“高山带”地区，发展中药材产业，建成鹤溪
村、雪花村、向阳村的贝母、牛膝等中药材种
植示范片3个，发展党参、贝母、牛膝等中药
材2000余亩，初步形成乡有龙头、村有特色、
户有项目的产业体系。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曾露 罗彬

大足大足 清洁乡村助力产业发展清洁乡村助力产业发展

3月30日，大足区高升镇太和村三组，村民在干净整洁的院坝休闲。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芳香产业成为大足区高升镇的特色产芳香产业成为大足区高升镇的特色产
业业。。图为村民正在芳香产业基地务工图为村民正在芳香产业基地务工。。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芳香产业园，工人正在田间管护花卉。 通讯员 黄舒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