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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 案 例 ⑩
□重报集团渝西分社记者 周雨 李家勇

永川区青峰镇是全区乡村旅游的“五朵
金花”之一，今年春季，该镇佛岩寺、凌阁堂
两村的油菜花海景区，吸引了3万多名游客
前来踏青赏花。打造出这一片景区的是该
区“新乡贤”梁金文。

2013年，梁金文在佛岩寺村租地30多
亩建起了重庆市永川区佳兴酒厂，同时在临
近的佛岩寺村、凌阁堂村流转700亩土地，
成立了佳兴高粱种植家庭农场，用于种植油
菜和高粱。

“重振永川酒业是我毕生的志向！”梁金
文说，永川曾是川渝两地最重要的产酒区之
一，上世纪90年代起逐渐衰落，“石松”“露华
浓”等知名白酒品牌也相继在市场上消失。

“我建酒厂和高粱基地的目的就是转型生产
瓶装酒，打造新的白酒品牌。”梁金文说，他

自建高粱基地是为了保障原料供应和白酒
品质。

2015 年，梁金文对高粱基地实行轮
作，春种一季高粱，秋种一季油菜。2016
年春，梁金文举办首届油菜花节，他的“青
峰红”也逐渐成为永川当地小有名气的白
酒品牌。2014年当选为永川“新乡贤”的
梁金文，成为该区致富带头人的代表性人
物。

2014年以来，永川区按照“草根群体、民
间力量”的定位，开展“我们的乡贤我们评”
活动，累计评选出了1000多名“新乡贤”。
与此同时，该区还根据乡贤兴趣爱好、能力
特长、资源优势，搭建了区、镇两级乡贤联谊
会及“乡贤评理堂”平台，组建了“乡贤智囊
团”“乡贤创业团”“乡贤民情团”“乡贤宣讲
团”“乡贤陪审团”“乡贤调解团”“乡贤反哺
团”等队伍，引导新乡贤在乡村振兴中发挥
作用。

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永川“新乡贤”队
伍已培育出致富增收项目近300个，累计为
公益事业捐款近2亿元，为乡亲办助困、助
学、助医等好事实事近4000件，开展志愿服
务近3万场次。

这支有威望、接地气、能带头、起作用的
“新乡贤”队伍，已成为永川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的重要民间力量。

永川“新乡贤”队伍：

替乡亲排忧解难

候 选 案 例 ⑨

候 选 人 物 ⑨
□本报记者 罗芸

“五一”假期，重庆市渝鲁林业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城口县科技特派员马明几乎没
有休息，他在各核桃主产乡镇奔忙，为大家
指导管理技术，还要提前联系销路。“我的理
想就是通过科技提升传统产业，让核桃树成
城口群众的‘摇钱树’！”马明至今已带动上
万农户发展核桃产业。

马明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从事农产
品销售，作为“中国核桃之乡”的城口，抱着

“金字招牌”却还要外购，马明总结：缺乏科
技管理，产量低；无品牌，卖不起价。

2009年，马明开始由卖核桃向种核桃转
行。由于品种落后、技术不过关，他种植的
核桃树要么不挂果，要么只能结出“铁核
桃”。2011年，他成立渝鲁林业发展有限公
司，决心用科技手段促进传统核桃产业为实
实在在的致富产业。

良种对产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马明与市林科院合作，培育良种核桃“渝城1
号”。他与专家一起研发嫁接方法，并获得技
术专利，解决了核桃树嫁接难、成活率低等问
题，实现“当年嫁接，次年挂果，三年丰产”。
这个品种适合海拔1600米以上的高山，抗病

性强、丰产率高，已被推荐在全市高山地区种
植。目前，城口县2万余亩低产核桃林通过这
一技术被改造成了高产林。

这个周末，位于高观镇施礼村的秦巴核
桃科普示范基地迎来外地几批学习团队。
基地内建有良种苗圃、种质资源苗圃、低改
丰产示范园、品种选育及对比示范园等，是
远近闻名的核桃产业综合效益展示基地。
以该基地为核心，目前城口全县已建成近3
万亩的现代核桃产业科技园区，显著提高了
贫困山区核桃产业化发展水平。

为带动更多农户实现核桃产业的规模
化发展，马明通过“公司+科技+核桃协会+
农民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新型运营模式，
采用股份经营、流转经营、租赁经营、订单收
购、利润返还等方式，与农户实现利益上的
连接。现渝鲁林业的订单面积达到3万余
亩，直接签订协议的农户8000余户，帮助农
民人均年收入增加2000元以上。

通过延伸产业链，城口县形成了核桃生
产、核桃油和核桃粉等深加工系列产业，总
产值约11亿元，带动上万农户增收。

城口县科技特派员马明：

用科技实现高产
候 选 人 物 ⑩

渝北
育出600万尾锦鲤

近日，在渝北区茨竹镇同仁村水产养殖基地大
棚内，一条条锦鲤色泽斑斓，体态优美，长势喜人。

锦鲤是当下风靡一种观赏鱼，市场需求量
较大。经过一年的养殖试验，该基地已经成功繁
殖培养出了红白、大正三色、鸿运当头、白写等10
多个品种，观赏性佳，成活率高。

眼下，正是该基地锦鲤的繁殖期，截至目前，
已经繁殖600多万尾，今年预计可以繁殖1000万
尾锦鲤。

“目前，基地里繁育的600万尾锦鲤鱼苗，预
计今年8月大量上市。”该镇负责人表示，这批鱼
苗总产值大约为500万元，可为该村每户村民增
收2000元。

渝北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黄馨仪

忠县
建成蚕桑文化馆

一条蚕，一根丝，一片绸……蚕的一生何其
短，丝绸的历史又何其长。近日，位于忠县官坝镇
固国村的蚕桑文化馆正式开放，吸引来不少游客。

官坝镇是忠县传统蚕桑大镇，也曾是重庆市
5个“万担产茧镇”之一。蚕桑文化馆分为蚕桑文
化、丝绸文化、果桑发展等3个板块，留下了官坝
镇蚕桑历史文化印记，普及了科学知识，记录了
当地蚕桑产业转型升级的历程。

游客通过文字、图片、实物，能重温官坝镇悠
久的蚕桑文化。

忠县融媒体中心 邓青春 黄聪

南川
刺黑竹林里现场学技术

近日，一场“理论+实地指导”的刺黑竹技术
培训在南川区石墙镇进行，当地近百名村民参
加。

“刺黑竹主要集中在金佛山南坡，与金佛山
方竹是‘近亲’，但生长海拔要低一些。”培训会
上，重庆市林业科学研究院竹类研究所工程师童
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村民讲解了刺黑竹的
生长环境、繁殖方法、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发
展前景等内容。

刺黑竹是一种优良的食用竹和观赏竹，每亩
产笋500公斤左右，秋季出笋，笋质脆嫩，没有涩
味，鲜甜可口。南川区以石墙镇和庆元镇为示范
点，建立了退耕还林刺黑竹基地，种植面积已达1
万亩。目前，首批发展的刺黑竹已经初见成效，
老百姓发展刺黑竹的热情高涨。

“去年一斤笋可以零售5元，有的村民一季就
卖了上万元，现在大家积极性很高，有的甚至自
己出钱购买苗子栽种。”楼岭村党总支书记张先
镜说。

南川融媒体中心 袁治卫

□本报记者 赵伟平

“五一”期间，南川区金龙村村民游绍伦
忙得团团转：自家的农家乐顾客盈门、客源
不断，他还参加了村里的党员志愿服务队，
入户卫生检查、村风风貌评比、夜间安全巡
逻，样样不落。

金龙村以前人均收入仅能解决温饱，村
容村貌“脏乱差”、产业项目推不动、党员踩
着饭点来开会。

2016年 9月，村支书罗春兰走马上任
后，针对村民、党员反映的问题，推出了“五
小”微治理工程，村容村貌逐渐发生了改变。

党员干部形象差，怎么办——开展“小
评比”，搭建乡村治理“大舞台”。村干部要
比作风、比落实、比作为，党员要比奉献、比
服务；变单向评比为双向评比，党员主动性
大幅提升。

党员服务群众时间少、和乡亲距离远，怎
么办——点亮“小红星”，积攒乡村治理“大能
量”。以村党支部为龙头，组建政策宣传、义
务监督、清扫保洁、安全巡逻、抢险救灾5支党
员志愿服务队，为村民提供“星级”服务。

村民卫生习惯差、文明意识弱，该咋
办——吹响“小喇叭”，谱出乡村治理“大乐

章”。乡村小喇叭里设置红黑榜曝光台，身
边人播报身边事，在茶余饭后的笑谈中调侃
不文明行为；“新乡贤”和德高望重的老人引
导村民立家训家规，贴到每家每户墙上。

鸡毛蒜皮酿大祸、咫尺乡邻难和睦，怎
么解决——办好“小诊所”，共享乡村治理

“大和谐”。村里的“法律小诊所”将“望闻问
切”演化成接诊、出诊、会诊、辅诊、义诊的

“五诊”服务，成为群众了解政策法律的“信
息库”和化解矛盾的“疏导站”；专门聘请法
律顾问，培养了10名法律明白人。

青壮年外出打工、家中平安让人犯愁，
如何破解——编织“小网格”，构建乡村治理

“大平安”。与通信网络公司合作，实现公共
区域视频监控全覆盖；20名党员轮流夜间巡
逻，增加群众安全感。

如今走进金龙村，灰瓦白墙的农家小院
错落有致，鸡鸭在栅栏里圈养着，屋门口摆
放着垃圾分类箱。“五小”工程不仅让金龙村
的村容村貌变美了，种养能人也被吸引而
来，一大批产业发展、兴旺起来。

金龙村先后建成 1000 亩有机香米、
1000亩蓝莓、1000亩蔬菜、1000亩花木4个
种植基地；高标准改造农田3000亩，建成两
万平方米的农业体验采摘园；围绕“现代农
业+乡村旅游”，招商落地企业13家，特色民
宿1家，其中有5家龙头企业。

南川金龙村“五小”工程：

让村庄善治有序

合川古楼
买土鸡饮枇杷酒

合川区古楼镇净果村的300亩枇杷已经成
熟，不少游客在园里采摘、品尝枇杷果。

据枇杷园业主介绍，他们种植了“大五星”等
优质枇杷，今年产量大约在10万斤左右，目前正
是枇杷成熟采摘季节，每斤零售价10元。在品尝
采摘枇杷过程中，游客还可品尝、购买枇杷酒和
枇杷土鸡，枇杷酒由该枇杷园自酿，每瓶（500毫
升）88元，枇杷鸡为该园林下饲养的土鸡，每斤零
售价25元。

游客在净果缘枇杷园品尝、采摘枇杷果的同
时，还可到附近的净果寺参观，该寺始建于宋代，
是合川“四大名寺”之一。

联系人：刘颖；电话：13629718189。
合川融媒体中心 周云

铜梁大庙
千亩桑果枝头撩人

日前，铜梁大庙镇三品村千亩优质桑果成熟
进入采摘期。

在桑葚基地，水嫩饱满、紫黑油亮的台湾长
果桑、黑珍珠等优质桑葚挂满枝头。近年来，村
里引进业主建起近千亩桑葚园，年产优质桑果
400余吨，还配套修建了入园公路、采摘便道、休
闲凉亭和风车长廊等。

目前，村里还开发出了桑叶茶、桑叶菜、桑叶
粉、桑酒等系列产品，欢迎游客购买。

联系人：周莉；电话：13658399362。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潼南桂林街道
甜甜的枇杷等你来

近日，位于潼南桂林街道桃花山枇杷基地的
五星枇杷陆续成熟。

枇杷有生津润肺、祛痰止咳、清热养胃的功
效。桃花山光照充足、空气湿润，结的枇杷果肉软
味甜、水嫩多汁。当下正值采摘季，果园诚邀大家
前来品赏，入园门票10元/人，果子10元/斤带走。

联系人：全老师；电话：13512399918。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本报记者 彭瑜

前不久，上海信泽文创置业董事长周重
润带着策划团队第四次深入渝北区大盛镇
天险洞村考察。他打算依托村里云龟山万
亩樱花打造樱花里の町汀小镇，用“IP+农文
旅”的模式推动乡村振兴。

IP（Intellectual Property）是英语知
识产权的缩写，引申出来的意思是：自带流量
的人格，能够凭借自身的吸引力，挣脱单一平
台的束缚，在多个平台上获得流量和引起受众
关注的内容。

周重润是重庆人，擅长IP文旅规划与营运，
他说：“我要为家乡乡村振兴打造系列网红IP。”

大足区拾万镇拥有万亩优质高产水稻
基地，2018年，袁隆平将首个专家工作站
落户在此。同年，周重润通过招商引资，参
与打造隆平五彩田园景区，创意推动稻田
耕种向艺术化种植转型，建设彩色水稻创
意核心示范园。

“怎么吸引人流？靠的就是IP。”在拾万
镇长虹村，周重润提出“后备箱工程”，将当
地的黑山羊、土鸡土鸭、拾万香大米等30余
种农产品变成商品，“把游客的后备箱装满，
也把农民的钱包装满。”

IP将人群带入区域，必然形成关注和消
费，从而带动土地、农产品等多方面商业价值
的转换。2019年9月，上海信泽文创置业与忠
县签约，共同合资成立重庆三峡橘乡田园综合
体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去年12月，橘源里の

糖果小镇一期建成开园，这里有不同主题的民
宿，游客还能购买来自全世界的糖果，开园5个
月接待游客112万人次，创收近100万元。

周重润曾多次深入古洛（渝北古路镇到
洛碛镇）环线乡村振兴示范带考察，被当地
山、洞、村、寺、俗等自然人文景观、产业基
础、区位优势、旅游热度所震撼，准备在这里
打造樱花里の町汀小镇。

“突破原有资源主导型的文旅发展模式，
塑造小镇文旅IP，打造产品先行的乡村文旅
综合体。”周重润介绍，规划中的樱花里の町
汀小镇以唐风古韵元素为主，打造唐风漫汀
组团、水岸花汀组团、阡陌田园组团等三大组
团，构建亲子研学、体育运动、民宿度假、温泉
度假旅游、知名民宿等IP矩阵，用“轻活动”带
热人气、用“轻项目”带热土地，实现“生态乡
村、产业升级、村民共赢”的目的。

从2015年开始，周重润就致力于乡村
振兴建设，先后在浙江、云南、重庆、贵州、宁
夏等地实施了系列项目，他说要努力让前期
实践成功的模式在老家落地，为家乡乡村振
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多个乡村文旅项目负责人周重润：

把乡村变成网红

马明在田间管理核桃树。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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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龙村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受访者供图）

11

11

周重润（左三）在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接待客人。 （受访者供图）

红炉镇新乡贤陈开荣、李明建给村民讲解法律政策。 特约摄影 陈仕川/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