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档升级后的大观原点建筑风格更统一。 通讯员 汪新 摄/视觉重庆九龙坡区海德路美菜一仓，美菜质检人员正在巡视标品仓库。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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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苏畅

“直播间的朋友们，这是江津区石门镇的
‘清见’晚熟柑橘，是晚熟柑橘中品质最好的品
种之一，皮薄果大，味道安逸得很！”5月17
日，在江津区石门镇李家村晚熟柑橘种植基
地，周鸿举着手机在直播间“吆喝”。

“我们为石门镇的‘清见’晚熟柑橘直播带
货了一周左右，成交金额已超过13万元！”周
鸿向重庆日报记者展示了她这几天的带货成
果——在直播平台的“生鲜果蔬爆款榜”上，石
门“清见”晚熟柑橘排名第二。

周鸿是江津区李市镇大桥村人，先后在大
连、上海等地开过餐馆，也做过酒店的餐饮经
理。2013年，周鸿回乡时看到过去成片的柑
橘园闲置，心里很不是滋味，决定回家开发荒
废的土地。

周鸿承包120亩土地创办画眉湾家庭农
场，并在微信朋友圈用视频和照片分享她在家
乡的生活。

“它的妈妈从小到大躲过了狗的侵袭，送
走了黄鼠狼的骚扰。六个月的生长时间，每天
天不黑不能回家，还要遭受大公鸡的调戏，才
孕育了鸡蛋的形成……”

这是周鸿2015年3月份发在微信朋友圈
的一段文字，并配有土鸡蛋的图片。一位在上
海的朋友联系上周鸿，说想购买土鸡蛋。

“这是我在网上销售的第一单！”经过沟
通，周鸿以3元一枚的价格卖出了100枚土
鸡蛋。这个给了她巨大的信心：利用微信朋
友圈做推广。她以“羊儿山富硒土鸡蛋”注册
了商标，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开始向周鸿飞
来。

“以前是赶场天自己拿去市场卖，一块多
钱一个还不好卖。现在交给鸿姐，省心，价格
还高很多。”大桥村村民丁象蓉很感谢周鸿。

2016年开始，周鸿会将平时拍摄的视频
发到网络社交平台账号上。一次，她在麻柳村
拍蓝莓采收的场面，突然爆出几十万的浏览
量，这让周鸿惊叹互联网的传播影响力。随
后，周鸿注册了“鸿姐的土货”抖音直播号等多
个社交平台直播号，以直播形式推广家乡农特
产品。

目前，“鸿姐的土货”抖音号已拥有20余
万粉丝，获赞80余万次，被评为字节跳动公
司2019年度三农领域十大头条号，周鸿也获
评“2019中国农村电商致富带头人”“重庆市
创业之星”等荣誉称号。通过直播带货，周鸿
助销新鲜橄榄50余万斤、羊儿山土鸡蛋近万
箱。在今年花椒采摘季期间，周鸿直播销售
江津花椒日均200单以上，销售额突破20余
万元。

“手机就是我的新农具，直播就是我的新
农活。”周鸿说，她以直播带货的方式，让家乡
的玫瑰香李子、晚熟柑橘、九叶青花椒等土特
产走向全国餐桌，这让她很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初夏时节，奉节平安乡，上万亩豆腐柴已
长出绿油油的新叶。雄森公司总经理陈波顺
着豆腐柴的枝条往上撸，“刷刷”两下，便将一
整条新叶采摘下来。“这一季大约能收获30
吨鲜叶，估计产值在900万元左右。”陈波高
兴地说。

豆腐柴本是奉节大山里一种野生植物，而
陈波硬是把这种连牛羊都不吃的山间野草，变
成了当地村民的“摇钱树”。

陈波的微信名叫“树叶哥哥”，今年 38
岁的他是土生土长的“山里娃”。2013年，
怀揣着“田园梦”的他来到奉节平安乡创业，
投入500余万元，流转了200余亩土地种植
豆腐柴。

豆腐柴鲜叶采摘、捣碎、过滤后，用其滤
浆制作而成的“翡翠凉粉”是当地一道特色小
吃，具有清热、爽口的特点。“野生豆腐柴不好
找，要由当地老人带路，走好几里山路，才偶
尔能发现一两棵。”陈波计划，首先实现豆腐
柴规模化种植，采集叶子加工“翡翠凉粉”规
模化销售。

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豆腐柴鲜叶需
要即时采摘，否则会影响口感，可鲜叶不宜贮
存，一些叶子还没来得及加工就腐烂了。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陈波联系到西南大

学、重庆三峡学院的专家团队，利用冷冻烘干
技术，研发出豆腐柴冻干粉，破解了鲜叶的保
鲜、贮存难题。

除了制作“翡翠凉粉”，陈波还开发了豆腐
柴原叶茶及豆腐柴面条、粉条等十几种衍生产
品，豆腐柴的“身价”一下子翻了几十倍。通过
与电商、代理商合作，豆腐柴成了“网红商品”，
不仅在奉节及周边区县受到追捧，更远销到外
省市。

去年，陈波将种植基地扩展到4000亩，并
一举拿下重庆金科集团920万元投资，成为了
金科社区团购的指定供货商。“我们的豆腐柴
系列产品可直接进入金科社区，进一步拓宽了
产品销售渠道，推动产品从低端消费到高端定
制升级。”陈波告诉记者。

“以前山里人才认得的豆腐柴，如今却成
了咱们赚钱的宝贝。”村民刘长学高兴地说，
他种植了5亩多地豆腐柴，一年可采三季，公
司按每公斤4元保底回收，去年他挣了6万
余元。

依托“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目前陈波
共发动周边200余户村民种植了6000余亩豆
腐柴，在平安乡形成上万亩豆腐柴产业，实现
村民户均年增收4000余元。

“乡村振兴，产业是基础，而发展产业关键
要找准路子，懂得借助科技力量提升产业竞争
力。”陈波告诉记者，接下来他还将在产品研发
上下功夫，不断延长产业链，让豆腐柴带动更
多村民增收致富。

江津大桥村“新农人”周鸿：

直播销售家乡土特产
奉节“树叶哥哥”陈波：

将豆腐柴变作“摇钱树”

□本报记者 向菊梅

“西红柿2吨、茄子2吨、萝卜2.2吨、南
瓜1100斤……今天卖得不错。”5月18日晚
上7点，铜梁区平滩镇洪太村，宇锋蔬菜种植
股份合作社负责人周伟正盘点当天美菜网的
走货数量。

“这段时间属于蔬菜销售淡季，但有了美
菜网这个新的销售渠道，我们一天可以卖出10
多吨蔬菜。”周伟说，不仅自己合作社种植的西
红柿、茄子等卖得一干二净，他还需要在周边
的合作社收购萝卜、四季豆等供给美菜网。

他是如何做到蔬菜销售淡季不淡的呢？
宇锋蔬菜种植股份合作社旗下一共种植

了2000多亩蔬菜，以前主要销往江津双福批
发市场，周伟常常用货车运输，距离在200公
里左右。两年前，美菜网与宇锋蔬菜种植股份
合作社开始合作，大大缩短了蔬菜从基地到餐
桌的销售流程。

一般而言，蔬菜到餐桌至少要经过大型批
发市场、大型菜市场（或大超市）两个中间环
节，美菜网加入后，蔬菜直接从基地到餐桌，中
间环节全部省去。

以位于渝北区狮子坪的168汤包店为例，
这个经营包子、粥、快餐等的餐饮商家，以前采

购是去附近的大型菜市场，现在则是从美菜
App下单，第二天就送货到家，不仅可随时随
地买，送货效率也更高。

168汤包店实现高效采购背后，是合作
社先将蔬菜运往美菜网仓库，再由美菜网打
包、发货，配送至餐饮商家，大大降低了餐饮
商家的经营成本。而当越来越多的餐饮商
家在美菜网上采购，也就促进了基地的蔬菜
销售，增加了合作社的利润率。周伟介绍，
通过美菜网卖菜，比在双福批发市场利润率
高5%。

去年年初疫情发生后，食材一度供应短
缺。在重庆，美菜网24小时全力保障280种
各类食材供应，日均配送食材6万份，保障5
万个家庭基本生活物资供应。同时为解决农
产品滞销问题，美菜网曾单次向巫溪县供销
社农户采购20余万斤土豆、37万余斤甘蓝圆
白菜。

目前，美菜网已与铜梁、潼南、大足、永川、
梁平、璧山、巫溪等8个区县的蔬菜种植基地
展开深度合作，一端连接田间地头，一端连接
城市中小餐饮商家，打造高效的数字化农产品
供应链。同时美菜网的业务已覆盖重庆近20
个区县，员工近1000人，设立三个仓储配送中
心，日均发车500辆、服务近4万家餐厅，每年
在重庆采购蔬菜近一亿斤，为重庆的农产品出
村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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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菜网：

实现蔬菜产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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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
摘胭脂脆桃送蔬菜

时下，潼南区双江镇板仓村的200亩胭脂
脆桃熟了，毛茸茸的脆桃掩在绿叶中，色如胭
脂，圆润饱满。

胭脂脆桃果型大，常常在六七两以上，茸毛
较短，果面易着粉红色晕，果肉乳白色，肉质硬
脆致密。

桃园推出了系列优惠活动，采摘10斤以
上，送价值20元的精品黑绿豆1斤、农家蔬菜青
椒1斤。进园门票10元一人，凭票可抵扣1斤
胭脂脆桃，采摘购买单价为10元/斤。

联系人：王东；电话：15178793709。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綦江：
玫瑰月季带回家

近日，綦江区中峰镇板桥村玫瑰庄园，争相
绽放的各色玫瑰月季让人挪不开眼。该庄园占
地200亩，现有钻石、红龙、甜梦等300余个品
种，共计10万株玫瑰月季花苗可出售。

园内玫瑰月季花苗根据盆栽、地栽以及造
型的不同而价格不一，售价在20—500元不等，
欢迎爱花人士现场接洽或电话联系。

联系人：刘永林；电话：13452021419。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南川：
美味蓝莓可采摘

近日，南川区大观镇铁桥村人亮种植基地
的蓝莓熟了。

该园蓝莓品种优良，种植面积200亩，产
量约5万斤。采摘时间从5月22日起到6月
30日。

采摘期间成人门票60元/人，1.2米下儿童
30元/人。自采带果出园价50元/斤，出园外
购精选蓝莓果：优级70元/斤，一级50元/斤，
二级40元/斤。由于疫情未完全过去，采摘活
动实行预约制，每天限500人入园，请至少提
前1天预约。

联系人：马先生；电话：13883505885。
南川融媒体中心 黎明

酉阳：
试验促进科学种粮

“大家把采收的秧苗按品种放好，标好标
签，做好各试验的苗情调查……”近日，在酉阳
涂市镇涂家寨村试验田，县农业农村委的工作
人员和当地群众一道，根据水稻品种和试验方
案要求的不同，在试验田里划出不同区域的水
稻栽植区，筛选适合当地的水稻品种和施肥模
式。

涂市镇所做的试验，主要是为全县的化肥
减量增效行动提供真实、科学的数据支撑，同时
开展的试验还有中稻迟熟生产试验、优质稻筛
选试验、彩色水稻品种试验等。

“我们在李溪镇、毛坝乡、涂市镇和花田乡
等全县水稻主产地都开展了不同的试验，根据
各地土壤、气候、海拔等自然因素的不同，选择
栽种试验不同的稻米品种。”县农业技术推广总
站高级农艺师王学金介绍，这些试验将为因地
制宜科学种粮打下坚实的基础。

酉阳融媒体中心 储潇

万盛：
花木拓宽致富路

近日，在万盛凉风村花卉苗圃基地，各种花
卉长势喜人、生机盎然，村民王洪定正忙着为花
卉剪枝、除草。

花卉苗圃基地是凉风村为壮大村级集体经
济，利用产业扶贫资金发展的特色产业，该基地
共栽种各类花卉苗木7500余株，采取“合作社+
基地+农户”运作模式，吸纳20余户贫困群众参
与入股分红，同时帮助10余名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就业。

凉风村驻村第一书记胡栋梁介绍，上半年，
该基地已与区内多家企事业单位签订了花卉购
销合同，累计可实现销售额70余万元。下一
步，凉风村还将扩大种植面积，努力成为更优质
的苗木供应商。

万盛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开州：
“戏曲进乡村”演出百余场

近日，一场精彩纷呈的杂技表演在开州天
和镇举行，吸引了不少人驻足观看，现场掌声、
喝彩声不断。

为进一步丰富基层群众文化，助推乡村振
兴，开州区持续开展“戏曲进乡村”活动。重庆
市三峡川剧团和三峡杂技团的演员分赴全区
40个镇乡街道及群众聚集的村（社区）、军营、
旅游景区演出。他们结合自身特点，围绕讴歌
祖国、讴歌人民、讴歌家乡及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乡村振兴、精神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精
心编排思想健康、主题鲜明、积极向上、群众喜
闻乐见的节目，切实丰富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

此次“戏曲进乡村”演出总场次为160场，
目前已进行了百余场。

开州融媒体中心 熊程成

周鸿在柑橘园做直播。 （受访者供图）

南川大观原点旅游综合体：

打造精品旅游线路

□本报记者 赵伟平

5月21日，小满时节，南川区大观原点旅
游综合体里游人如织。“这里很多体验项目很
好玩，民居也漂亮有特色，美到哭！”来游玩的
黄女士边逛边用手机与亲朋直播互动。

南川大观园是我市知名的乡村旅游目的
地，通过多年发展，大观园已涵盖大观、黎香
湖、木凉、兴隆、河图5个乡镇，游客在这里可以
赏花、摘果、划船、钓鱼、游湖、露营等，周末节假
日经常打拥堂。

“大观乡村旅游红火的同时，也暴露了一些
短板。”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说，园内旅游项目多、
分布比较散，景区景点各自为政，留不住客人。

如何对大观园进行提档升级？2018年，
围绕“人、地、钱”接续推动乡村振兴实现景城
乡协调融合发展的思路，南川区决定打造集游
客集散、特色餐饮、休闲购物、民宿体验、沉浸
式游戏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综合体——
大观原点。

目前大观原点项目主体工程已全部竣工，
部分商业体已经建成开放，这里还建有老人休
息室、儿童游乐室、乡野学堂，另外还有母婴
室、咖啡馆、多功能会议室等配套设施。

“国庆前大观原点将正式对外开放。”该负

责人说，打造大观原点是以精品乡村旅游为牵
引，融合带动生态大观园的文化、农业、中医药
业、工业等产业，整合联动生态大观园及南川
全域旅游资源，推动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实现
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使其
成为南川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典型，进行
示范和引领。

比如，在带动当地农产品销售上，大观原
点整合了南川的各类农特产品，创建了“乡颂”
公用品牌，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加快农产
品出村进城。

记者在特色乡村旅游购物超市看到，除了
文创礼品袋、文创折扇、黑叶猴玩偶等旅游商
品外，包装精美的方竹笋、富硒米、古树茶等南
川特色优质农产品比比皆是，不少游客在此饶
有兴致地挑选购买。

该负责人介绍，大观原点综合体建设有一
个中心三大平台，综合导航、导游、导览和导购
四项基本功能，将大观园的各个景点串联起
来，提升大观园乡村旅游度假区接待服务能力
和水平，进而推动南川乡村旅游的提档升级。

陈波（中）动员乡亲们种植豆腐柴。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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