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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南桐镇：
草莓等你来摘

近段时间，万盛经开区南桐镇麒麟生态草莓
园的草莓成熟了，一垄垄伏地的翠绿植株之间，
一颗颗如红宝石般的草莓长势喜人、色泽鲜艳，
诚邀广大市民前往体验采摘乐趣。

该草莓园内共种植草莓20余亩，有奶油草
莓、圣诞红草莓、巧克力草莓、白草莓、天仙醉草
莓、红玫瑰草莓等9个品种，口味多样、味道甘
甜、肉嫩多汁。草莓采摘持续到4月左右，采摘
价格50元一斤。

联系人：邹启强；电话：17783322831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王泸州

合川肖家镇：
优质鹅柑上市

近日，合川区肖家镇新学村当阳寺果园150
亩优质柑橘成熟，金灿灿的柑橘挂在枝头，不少
村民在此采摘。

该果园种植的是优质柑橘鹅柑，果园土质
好，亩产可达2吨左右，目前售价5元一斤。

肖家镇发展了优质柑橘3000亩，已有1500
亩开始投产，欢迎市民朋友采摘尝鲜。

联系人：李建华；电话：13983291286
合川融媒体中心 周云

铜梁：
智能化平台监控畜禽养殖

近日，在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7楼的一个
大屏幕前，工作人员正在查看年出栏5万头生猪
的雨吉润大型生猪养殖场粪污处理情况，养殖场
外环境和养殖车间、饲料加工车间、配送车间、废
料处理车间和排污口等情况一目了然。

铜梁是重庆生猪养殖大区，全区养猪场近
200家，其中年出栏2000头以上的生猪的养殖
场有84家，2021年全区生猪出栏45万头。为了
进一步推进绿色健康养殖，该区畜牧业发展中心
引进了大数据智能化技术建起监管平台，精准提
升了无害化监管能力。

据介绍，这个平台集合了大数据智能化技
术，可以全天候24小时监控养殖场生产过程和
粪污处理情况，能够及时发现快速处理生产中特
别是废料处理、废物排放出现的问题，为畜禽业
绿色、生态、健康养殖起到了积极作用。

今年，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将落实措施实
现出栏50万头的目标，创建国家级生猪调出大
县。下一步，当地还将把各地禽类和屠宰场纳入
平台监管范围，整体推进铜梁科学养殖水平。

铜梁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綦江：
“安稳山羊”要建产业联盟

近日，綦江区安稳镇与赶水、打通、石壕三镇
以及贵州省松坎、尧龙山、新站三镇签订产业发
展联盟协议，目标是共同发展“安稳山羊”100万
只，打造全羊产业链，带动当地农民增收致富。

綦江区以培育打造“安稳山羊”品牌为抓
手，逐步形成产学研、产加销、贸工农一体化的

“安稳山羊”产业化发展格局。根据产业发展联
盟的协议，綦江与贵州两地要建成7个标准化
的育种场，建成年加工能力1万吨的羊肉加工
生产厂房，争取一、二、三产业融合产值达30亿
元以上。

安稳镇依托邮政成熟的农村电商运营体
系，合作开展新时代电商人才培训，加强本土电
商人才队伍建设，同时与西南大学签约共建“安
稳山羊全产业链博士后工作站、技术服务乡村
振兴实践基地”，开展“安稳山羊”全产业链各项
研学、循环种养指导、渝西片区牧草基地创建等
活动，力争把“安稳山羊”建成全市知名品牌、全
国特色品牌。

綦江融媒体中心 刘琦

巴南：
4万亩高标准农田火热开建

寒冬时节，巴南区姜家镇水源村的田间地头
却是一番忙碌的景象，工人们正忙着开挖、测量、
筑渠。巴南区正加快推进4万亩高标准农田项
目的建设，通过农田改造，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
件，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据巴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今
年，全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在保障粮食生产的
前提下，坚持建设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不断
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服务农业三产融合发展，分
别在姜家镇、二圣镇、天星寺镇、石龙镇、惠民街
道几个镇街实施4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工程建设中，当地坚持“集中连片、整村推
进”，实施宜机化整理整治、土壤肥、排灌沟渠、田
间干道和推进美丽乡村生产道路等建设内容。
建成以后，巴南区高标准农田将形成田成块、地
成垅、沟相连、渠相通的局面，有效助推稳定农业
粮食增产增收，为全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新的
动力。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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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访谈〉〉〉

“乡情馆如果没有运营，没有村民参与，
那么就是死的。”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副会
长、勉仁乡村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西南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王倩予说。

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以研究梁漱溟先
生及其思想理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
宗旨，践行梁先生倡导的勉仁文化和乡村建
设理念，联合高校、科研院所、社会各界人
士，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乡村
振兴。

王倩予认为，乡情馆建设好后，除让村
民和来访者对该村情况有基本认知外，还可
以对其空间进行叠加使用，比如用作图书
室、教室、手工坊、研学区域等，让乡情馆真
正成为传承民族文化、培育文明乡风的阵地

之一。
她举例说，酉阳县何家岩村村史馆建成

后并没有想象中的热闹，其原因是没有把历
史的精彩、乡村的文脉很好地讲述出来。如
何让村民认识到村史的价值所在呢？她根据
何家岩村的家谱写了四部戏剧，着重体现这
里的祖辈怎么开荒拓土、怎么应对困难，让村
民们观看后能从内心深处更加认同自己的村
庄，从而开创属于这一辈村民的新辉煌。

王倩予说，乡情馆着重展示的是农耕文
化、渔猎文化、游牧文化，这些文化本质上是
人类与自然交往的文化，回答了人类怎样在
地球上生存的问题。“这些文化中蕴含着人
类文明精神，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自
强不息的精神，我们应在乡情馆的建设中加

以提炼和体现，让其代代相传，传得更远更
广。”她说。

此外，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业
文化遗产所体现的生态理念与实践、提供的
绿色食品、蕴含的丰富农耕文化、怡人的自
然与人文景观等，无不高度契合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新向往。正因如此，更不能将乡情馆
作为一个孤立事物来看待，而要将乡情馆的
功能与发展乡村旅游、传承传统工艺等进行
有机结合。

“乡情馆里藏着乡愁，但不能只藏着乡
愁。其最终落脚点，应该是让村民更加了解
自己的家乡，增强自豪感和归属感，既让村
民知道‘从哪里来’，又让村民知道‘向何处
去’。”她最后表示。

重庆市梁漱溟研究会副会长王倩予：

开发乡情馆多种用途，使其发挥更大作用

乡情陈列馆乡情陈列馆：：如何讲好乡愁故事如何讲好乡愁故事
□本报记者 赵迎昭

1月12日，渝北区临空文化剧场迎

来一群“好声音”——“致敬建党百

年 喜述家乡变化”故事大赛决赛在

此举行，15组选手依次登台讲述乡村

故事。当下庄人事迹陈列室专职讲解

员黄梅讲到下庄村民在绝壁上修筑天

路的故事时，大赛评委、国家一级导演

张民热泪盈眶：“下庄精神确实令人感

动！”

像下庄这样的乡情陈列馆，在我

市已建成了350个，今年还将增加到

500 个。这些乡情陈列馆尽管名称

不尽相同，但都以村情村史、乡贤名

人、历史事件等为展陈主要内容，承

载着一个村的历史与文化，安放着村

民们的乡愁记忆，是村民们的共同精

神家园。

乡村振兴，文化为魂。在乡村全

面振兴的大背景下，乡情陈列馆理应成

为凝聚人心的“加油站”和乡村振兴的

精神源泉，但记者走访发现，建设同质

化、展示内容“粗线条”等问题制约了其

作用发挥。乡情陈列馆如何既建得好，

又用得好？一些地方进行了探索。

九龙坡区九龙村
村史馆内展示的生活
用品。

（受访者供图）

长寿区保合村村
史馆，工作人员在介绍
特色展品。

记 者 赵 迎 昭
摄/视觉重庆

武隆区黄莺乡复兴村的村史馆极具乡土特色。
记者 栗园园 摄/视觉重庆

铜梁区土

桥镇六赢村的

村情馆，将传

统生产、生活

老物件陈列其

中，展现了乡

村 独 特 的 气

质。

通 讯 员

赵 武 强 摄/

视觉重庆

问题 同质化现象明显，很难留住观众

探索 抓住特色，讲述有血有肉的故事

古色古香的大门，匾额上书“村史馆”；展厅内，悬挂着三五张展
板，陈列着石碾、煤油灯、搪瓷茶杯等老物件……连日来，记者走进
多家乡情陈列馆，刚开始还觉得有些新鲜，但很快就感到了审美疲
劳。究其原因，展陈内容不够有特色，很难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

实际上，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历史，每个乡情陈列馆应有自身
特色，其重在挖掘，难在梳理。如何让大家愿意走进去，停下来？位
于巫山县竹贤乡的下庄人事迹陈列室作出了有益探索。

50多幅珍贵照片、12座雕塑、从村民家中征集的众多实物……
自去年3月建成开放以来，下庄人事迹陈列室已吸引400多批次、
近4万人次观众前来观看、学习。一个位于“天坑”中的陈列室，如
何做出了特色？

“所有展品、文字都聚焦于下庄人战天斗地的精神，展览有血有
肉。”巫山博物馆副馆长、竹贤乡下庄村驻村工作队队员姚勇认为，
正是由于做到了主题鲜明，特色突出，前来参观的不仅有各地党员
干部，还有本村村民，“许多人看着看着便潸然泪下。”

与此同时，下庄村还计划复建古道，观众参观陈列室后还能实
地体验“天路”的艰险和乡村的巨变，这样一来，既丰富了观众体验，
又繁荣了乡村旅游。

九龙坡区的乡情陈列馆也十分有特色。2019年以来，该区已
在西彭镇新民村、长石村、陶家镇九龙村等地建设了6家村史馆，
其中，长石村村史馆展示了退伍老兵和乡贤才俊的事迹，着重展
现对红色基因的传承；九龙村村史馆则展出了陶器、木雕、乐器、
农耕用品等100多件老物件，真实再现了九龙村的发展历程和沧
桑变迁。

问题 展示内容“粗线条”，传播效果打折扣

探索 多种方式，让展品“活”起来

“目前乡村博物馆更多的还是收到什么好东西就展出什么，很
多收藏不成体系，展示也很简单。”在前不久举行的“乡村振兴背景
下文化遗产资源的活态保护与活化利用——村史馆的建设与运营
研讨会”上，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馆长程武彦指出。

程武彦虽然说的是乡情博物馆，其实乡情陈列馆也有类似问
题。不少陈列馆的展品随意摆放，缺少展签。有的展品即便有展
签，但上面只是简单标注了展品名称。这件农具做啥用、什么时候
用、是否体现出古人智慧等等都没有阐释，让人看后只知其然而不
知其所以然。

如何让村情陈列馆不是为陈列而陈列，而是要让村民尤其是年
轻村民，以及前来参观的城市市民能够从中看懂村史，感受变迁？
聘请专门的村史讲解员，向观众输出信息、传播文化，成为了一种探
索。

“长寿慢城项目开园后，每到周末节假日，村里游客很多，不少
人会走进村史馆观看村史。”长寿区龙河镇保合村村史馆讲解员赵
明霞说，这个时候讲解员的作用就显示了出来，“一方面引导观众，
另一方面也是在互动中让大家更了解我们村。这对于我而言也是
一个学习的过程。”

另一种探索则是，丰富展览内容，让人一目了然。
北碚区天印村有一家农耕文化陈列馆，内藏上千件展现巴渝农

耕文化的实物，被誉为“全国独一无二的宝库”。其创办人刘映升为
1000多件农具“量身定制”诗歌，观众参观农具时，可对照展签上的
诗歌，感受“活”起来的农具。

“砻子似磨不是磨，木头竹子非石凿。大米白面千般苦，磨子磨
粉砻脱壳。”短短几句诗，生动形象地揭示了砻（音龙，脱谷壳的工

具）的用途，让人印象深刻。刘映升老人去世后，他的儿子刘刚接下
了传承农耕文化的重任，无论观众是专家还是村民，他都会无偿且
饶有兴致地介绍农具背后的故事，让人动容。

问题 趣味性参与性不足，吸引力欠佳

探索 举办活动，让空间得到充分利用

记者发现，不少乡情馆建设好后俨然一座“盆景”，看着好看，但
只是一个展示空间，没有成为综合性的文化活动空间，总是没有什
么人气。

铜梁区土桥镇河水村的乡情陈列馆就曾面临这种局面。如何
让观众走进来、留下来？该村选择在乡情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党员同志们，乡情馆里记录了我们村的发展历史，我们村的变
化和全国一样，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河水村党支部书记雷开
桂当起了讲解员，讲述河水村的历史。

走进大渡口区八桥镇文化服务中心，八桥记忆陈列馆、书刊阅
览室、科普活动室、多功能活动室、非遗工坊、排练室等空间一应俱
全。其中，八桥记忆陈列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既介绍了八桥镇
的历史，也展出了镇志、书法作品、文创产品。

“我们通过举办写书法、制作文创产品、邀请老人讲八桥镇八座
桥故事等方式，让这里更有人气。周边的活动室、排练室举办活动
时，也可以为陈列馆吸引部分人流。”八桥镇文化服务中心负责人冉
小平说，小小一座陈列馆，也要为其注入丰富内涵，举办各种妙趣横
生的文化活动，吸引居民走进来。

一些乡情馆除了收藏展示功能，还在传统佳节举办包粽子等活
动，逐渐摆脱冷清的局面。有的乡情陈列馆还联合西南大学、四川
美院等高校开展系列文化艺术活动，影响越来越大。

针对乡情馆的运营与利用问题，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原副馆长
刘豫川说，乡情馆服务的首要对象是全体村民，应尽量为村民提供
方便。他建议，有的地方可将乡情馆与乡村图书馆、文化站相关联
甚至相融合，形成乡村文化中心；有的地方还可以晚上接着开放，努
力占领农村文化阵地，这都是可以探索的。

一位曾在酉阳县车田乡扶贫的机关同志说，有了乡情馆本身是
一件好事，但不能一开始就苛求这种新生事物是尽善尽美的。乡情
馆在实事求是展出本村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后，可以着重梳理口述
史，让村史更加详细，让乡情馆更有历史的厚重感。这样，村民能在
乡情馆清晰感受到今昔对比，从历史中汲取营养，从而更好地为美
好生活而奋斗。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