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乡村振兴 2021年5月 14日 星期五

主编 邹密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曹启斌

■脚步丈量乡村 ■深度服务三农

7

区县动态

直播带货

渝北
沙湾村里枇杷香

近日，渝北区洛碛镇沙湾村枇杷基地的
300亩枇杷熟了，黄澄澄的果子挂满了树枝，果
香满园。

沙湾村种植有五星枇杷、牛奶枇杷等品种，
2010年开始初挂果，每亩可采摘3000斤枇杷，
每斤枇杷按5元计算，每亩可以收入1.5万元。

目前，枇杷正值采摘旺季，欢迎大家到基地
现场采摘订购。

联系人：张女士；电话：13062321777。
渝北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合川
南溪河边蓝莓熟

近日，在合川区古楼镇摇金村南溪河畔的蓝
莓园里，一团团蓝得发亮的果实挂满低矮的枝头。

蓝莓园负责人陈正新介绍，他们种植了南
美1号、戴安娜等优质蓝莓，按照目前的挂果情
况，可产优质蓝莓5000斤左右。该蓝莓园位绿
色生态，空气清新，日前蓝莓已成熟，游客可以
入园采摘，价格为50元一斤。

联系人：陈正新；电话：17300220619。
合川融媒体中心 周云

铜梁
黎家沟畔香桃红

眼下，铜梁南城街道黎家沟水库的100多
亩香桃成熟了，红艳艳的桃果带着淡淡的香气。

黎家沟生态园栽植的桃树品种属于香桃类
型，果型好，口感脆，味道甜，水分多，存放期较
长。果园施用农家肥和复合肥，桃果自然熟自
然红，十分生态绿色，市民可放心食用。

联系人：杨先生；电话：18996056965。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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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 选 案 例 ⑧
□本报记者 韩毅

“我有几亩地，可种桃树。”“我家的地，适
合种玉米，可以贡献出来。”……5月10日，告
别暮春，遇见初夏，武隆区羊角街道清水村已
开始准备迎接避暑游的客人。他们新推出了
一个“果树育林计划”：村民出土地，种植生态
桃树、玉米等，游客认领后获得果实，既可亲自
采摘，也可快递到家。这一举措，能让村民再
添一份收入。

清水村地处武陵山区腹地，海拔1000多
米，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山高谷深耕地少，土
层薄、不蓄水，此前种庄稼“十年九不收”，村民
大量外出务工，村里的人气渐弱，活力渐失。

村子的改变于2012年开始。彼时，热爱
艺术的海南锦鸿集团董事长陈勇到仙女山避
暑，偶然听说清水村有户农家做的羊肉不错，
便与朋友驱车前往。

交通闭塞，房屋破旧，土地荒芜……清水
村给陈勇的印象并不好，但他同时被这里的原
生态、老房子、青山打动。

“乡村建设，需要激发文化最基本、最深沉、
最持久的力量。这里没有文物古迹，也缺可供
挖掘、表达的历史文化，但生态好、民风淳，可用
大地艺术革新乡村。”陈勇的从此扎根清水村，
投身乡村建设近10年。

没有“景色”，陈勇自己种植花草：利用流转
的两个村约3500余亩土地（含林地），种了樱
花、兰花、薰衣草、粉黛乱子草等各季各色花草。

没有“文化”，陈勇植入艺术：他选择了当
代国际先锋艺术，邀请到克里斯蒂安·波尔坦
斯基、托马斯·丹博、松本秋则、浅井裕介等国
际顶级艺术家，打造了不少国内独一无二的
IP作品，如心跳博物馆、月球博物馆等，注重
艺术的引领性。

在审美情趣上，他秉持“把艺术还给人民”
的理念，注重作品的亲民性、参与性、在地性、
生态性、多样性、功能性等，力争让每件作品都
能融入环境、融入乡村、融入观众、融入农民的
生活，让多数人“伸手可及”。

2019年8月，历经8年匠心打造，陈勇在
清水村打造的作品——懒坝国际禅境艺术度
假区正式接待游客，目前已累计接待游客超过
10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配套的酒店、民
宿更是“一房难求”。

“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度假区的带动下，
我们村不仅每年有150万余元的土地流转收
入，还有约300人在度假区常年务工，人均月
薪3000元左右。目前，村里还新建房屋30
余户、改善农房风貌20余户，办起民宿、农家
乐15家，经营得好的在夏季月营业收入超过
10万元。全村正大踏步地奔走在致富路上，
有的村民家小汽车都买了两辆。”傅国东高兴
地说。

候 选 人 物 ⑧

奉节
科学管护油橄榄

“要科学管护、及时除草，这样才能结出更
多更好的果子。”近日，重庆市农科院技术人员
在奉节县五马镇陈营村和三峡村，指导村民们
对油橄榄进行管护。

油橄榄为亚热带果树和重要经济林木，从
2010年开始，奉节县大力推广油橄榄种植，墨
溪河流域有8个村种植。

重庆市农科院在五马镇陈营村设立了30
亩油橄榄试点基地，五马镇陈营村和三峡村农
户积极响应，一共种植了1500余亩。

为增强农户种植积极性，不少乡镇采取“公
司+农户”的模式进行种植，公司与农户签订合
同，并以保底价进行收购。

“我们家一共种植了10亩油橄榄，去年每
根结果有40到50斤。”陈营村的种植户陈远现
笑道，他去年靠种油橄榄就挣到了7万多元。

奉节融媒体中心 周海媚 田西贝

綦江
推广水稻机插秧

近日，在綦江区扶欢镇东升村一片100余亩
的稻田里，两台插秧机在田间往返穿梭，一列列
嫩绿的秧苗整齐有序地在稻田里快速铺排开。

“还是机插秧好！”望着满田的新绿，村民
梁云先感叹道，以往插秧弯着腰弓着背，一天
下来腰酸背痛腿抽筋也插不过一亩地，现在用
上机器插秧，十几亩地一天就插完了，省时、省
力还省钱。

机械化作业稳定性好、易操作，合理密植，
有利于水稻生长，降低农药化肥的使用量。经
统计，水稻机械化种植平均单产可提高10%，化
肥和农药使用量可降低20%，生产成本可减少
至少60%。

綦江区着力推广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从
育苗、整地到插秧、收割，全部使用机械化操作，
改变生产方式，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
同时有效解决农村劳动力短缺等问题。今年该
区计划种植水稻32.35万亩，机插面积15万亩，
预计在6月初完成全区水稻的栽插工作。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邓大伟

忠县
稻梦空间将开游

近日，“三峡橘乡橘源里の稻梦空间”在位
于忠县新立镇的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初步建
成，市民可于“六一”节前往游览打卡。

稻梦空间是以科普研学、农事体验、自然
学校、稻田艺术等为主题特色的创意体验基
地，采用“种植—观光—研学—销售”一体化链
条式发展模式，打造崭新农文旅三产融合创意
示范基地。

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相关负责人表示，稻
梦空间与橘源里の糖果小镇联营，顾客群体主
要是以青少年和儿童为主，营造旅拍为主的网
红景点。

忠县融媒体中心 陈博浪

候 选 案 例 ⑨
□本报记者 赵伟平

1200平方米的无菌“大房子”里，只住了
500头猪。它们出生时是无菌剖腹产，吃的食
物必须进行高温、高压等多种无菌手段消毒，
它们还有专门的“保姆”看护……

这些享受大熊猫级别待遇的猪，是由重庆
市畜牧科学院（以下简称市畜科院）科研团队
培育的“无菌猪”。

“无菌猪”的研究成果，可直接进行儿童疫
苗、婴幼儿奶粉质量评价、特殊病人膳食产品
开发以及早产儿的健康研究，对人类医学、生
物学、畜牧、食品、环境等诸多领域的进步，有
着重大贡献。

但2017年以前，“无菌猪”培育核心关键
技术一直掌握在美国、韩国等少数国家手中。

“由于没有培育技术，限制了我国相关领域的
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产品开发。”市畜科院“无
菌猪”科研团队负责人葛良鹏介绍，经过近6
年的技术攻关，团队成功突破“无菌猪”培育的
核心关键技术，建立了国内目前唯一的“无菌
猪”繁育平台，在国内首次成功培育“无菌猪”，
终结了国外在“无菌猪”技术上长时间垄断的
历史。

奶粉是婴幼儿普遍选择的营养食品，但家

长们在选择时大都会犯难，不知道哪种奶粉宝
宝吃了更有利于生长发育，有了“无菌猪”，这
样的难题就迎刃而解了。科研人员将婴幼儿
的肠道菌群植入到“无菌猪”体内，通过观察分
析“无菌猪”吸食奶粉后的生长发育情况，就能
对婴幼儿奶粉质量体系进行评价。

由于猪和人在消化道、皮肤、心血管系统
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其它实验动物不可替代
的优越性，因此不光是在特殊病人膳食产品开
发和婴幼儿奶粉评价上，在儿童疫苗临床前评
估、早产儿疾病研究等方面，“无菌猪”也能发
挥重要作用。

如今，市畜科院“无菌猪”繁育平台单批次
最高可提供80头无菌猪，年可提供500头无
菌猪，年培育量创下了世界第一。

葛良鹏说，科研团队还将对“无菌猪”的生
理特性进行系统研究，从而加深对微生物—宿
主、动物—人类之间相互关系的理解，为畜牧、
生物医药等大健康领域的科学研究和产业发
展提供科技支撑。

候 选 人 物 ⑨
□本报记者 罗芸

“这段时间雨水多，要注意保持蜂箱干燥，
蜂子才能顺顺当当繁殖……”5月11日，黔江
区黑溪镇胜地社区“中蜂大王”王贞六以自家
蜂群作“教材”，给几名养蜂的村民介绍养殖技
术。

王贞六苦学养蜂技术脱贫致富后，还将几
十桶蜂送给周边村民，免费为他们讲解养殖技
术，带动乡亲一起发展甜蜜事业。

王贞六妻子患病、儿子残疾，家庭曾一度
陷于困境。2015年，黔江区搞养蜂培训，当时
65岁的王贞六积极报名，是年纪最大的学
员。每次上课，他抢着坐在第一排中间，戴着
老花镜认真记笔记：“我耳朵有点背，眼睛也不
行，记忆力也差，不认真怎么学得到知识？”

培训学习后，他回家养了8桶蜂。没想到因
天气变化没及时采取措施，8桶蜂跑得只剩下1
桶。这年秋天，他又买回8桶蜂，却因没及时发
现和解决中蜂病症，蜂群再次“全军覆没”。

王贞六没有气馁，专家推荐的书籍他借来
逐页复印后认真学习。“每天除了吃饭睡觉，他
都蹲在蜂箱跟前看书。有时家里人都放饭碗

了，他还捧着书看。”老伴罗启碧说。
2016年春，王贞六对养蜂技术有了底，再

次借钱买了4桶中蜂，年终扩繁到8桶，收入
8000多元。

2017年，王贞六获得了10万元的政府贴
息贷款，一口气买进了60桶中蜂，当年就发展
到220桶，成为胜利村最大的养蜂户，年收入
20多万元。这年，他不仅还完借款，还脱了贫。

此时，王贞六却有了“心事”。他和妻子商
量：“政府担保才贷到款，还不要利息，这个恩
情比天大，我们怎么才能回报呢？”

王贞六成立了担子坪中蜂养殖合作社，带
动大家养蜂。买一桶蜂要花数百元，不少村民
怕担风险，不敢发展。王贞六就主动将35桶
中蜂送给村里的27户贫困户，并承诺包技术。

今年69岁的黄宽寿因病致贫，从王贞六
家领回了一桶中蜂精心照料。在王贞六的帮
助下，这一桶中蜂变成了5桶，每年为黄宽寿
带来5000多元的收入。

在王贞六的带动下，目前养蜂合作社的蜂
群已达300余群，每年能为村民带来30多万
元的收入。

“脱贫不是终点，而新生活的起点。乡村
啷个振兴，产业是最重要的。”王贞六说，“接下
来，我要和村民们一起抱团，把蜜蜂产业做得
更好，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

黔江胜地社区脱贫户王贞六：

带领乡亲发展甜蜜事业

武隆懒坝度假区：

用先锋艺术激活乡土
市畜科院“无菌猪”技术：

让科研成果服务生活

重庆市畜牧科学院养殖的”无菌猪“。 （受访者供图）

刘吉振为椒农指导技术。 （受访者供图）王贞六已成为当地的养蜂专家。 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懒坝美术馆是游人必去打卡的景点。 （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苏畅

5月10日，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的天
气略为闷热。一大早，渔沙村第一书记刘吉振
便到田间地头了解村民的辣椒种植情况。

“这段时间种辣椒要多用点有机肥，一亩
辣椒底肥要用70多斤复合肥，同时还要保障
土壤有充足的水分。”在脱贫户李九员的辣椒
种植大棚内，刘吉振俯下身子查看辣椒苗时
说。

“辣椒是渔沙村主导产业之一，一亩辣椒
至少可以卖3000元。这一株株辣椒苗，可是
村民们心中的‘摇钱树’。”刘吉振介绍。

红池坝镇曾是重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
一，村民们普遍以种植“三大坨”（玉米、土豆、红
苕）为生，日子过得紧巴。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
卉研究所研究员刘吉振被派驻渔沙村任第一
书记。根据渔沙村地形、地貌、气候等因素，刘
吉振与驻村工作队选择辣椒作为主导产业。

然而，由于没有种植辣椒的经验，村民们
担心自己种出来的辣椒品质不好，卖不出好价
钱，一度持观望态度。

为了打消村民的顾虑，刘吉振带头开展辣
椒种植示范推广。为保证种植的辣椒品质优
良，刘吉振确定“艳椒425”和“艳椒465”等品
种为种植对象。

“‘艳椒425’和‘艳椒465’是市农业科学
院钻研10余年培育出的辣椒品种，具有耐贫
瘠、抗病性强、耐热性高等特点，是实实在在的
脱贫增收好项目。”在刘吉振推荐下，村民李九
员决定发展辣椒种植产业，成为渔沙村首批产
业带头人之一。

育苗、定植、覆膜、坠肥、打药……每到一
个辣椒种植的关键节点，刘吉振都会请来技
术指导专家，为李九员等产业带头人进行辣
椒种植的技术指导。一年后，通过刘吉振的
帮助指导，李九员种植辣椒收入近一万元。
这让持观望态度的村民们解除了顾虑，纷纷
参与辣椒种植。

目前渔沙村辣椒种植产业规模近500亩，
当地还建成了育苗基地和加工厂，带动200余
人增收，其中70人是脱贫人员。

除辣椒种植产业外，如今渔沙村里还种植
胭脂脆桃1000亩、花椒500亩、中药材300
亩，发展民宿7家。

“让渔沙村村民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
是我最大的心愿！”刘吉振信心满满地说。

巫溪县红池坝镇渔沙村第一书记刘吉振：

帮助村民过上红火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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