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榜样在行动

开州：
全国首个光伏智能养鸡场投用

在开州区大德镇兴隆村，全国首个光伏智能养
鸡场日前正式投用，拥有光伏发电、有机肥生产和
鸡蛋深加工等项目。

该养鸡场由重庆瑞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建
设。养鸡场顶棚面积有3000平方米，全部安装了
太阳能光伏电板，预计年发电量70万度，相当于植
树造林3700株，节约发电煤2640吨，减少二氧化
碳排放量650吨，减少粉尘排放量约180吨，生态效
益十分明显，不仅能解决自身用电需求，还能提供
余量供应电网。

与此同时，该养鸡场投用1200万元引进了两
条全国一流标准的数字化养殖设备，采用自动输料
系统、中央输粪系统和粪污集中发酵工艺，建成一
条有机肥生产线，真正做到“料不见天、粪不落地”，
对环境几乎“零污染”。

整个厂区采用无菌化管理，鸡饲料由玉米、桑
叶、艾叶、辣椒等多种食材混合而成，确保鸡蛋的品
质。目前，20万只鸡苗正在茁壮成长，正式产蛋后，
基地日产量将超过18万枚。

开州融媒体中心 张中鑫

万盛：
今年新增水稻玉米农业保险品种

万盛经开区除了已有的生猪险、能繁母猪险
外，今年新增了水稻、玉米两个农业保险品种，政策
性农业保险品种达到4项。

为切实提高农业抵御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能
力，充分发挥“政府+保险+农户”的优势联动，有效
防范和减轻灾害损失，万盛启动新一轮政策性农业
保险工作。生猪最高赔付额1000元/头，能繁母猪
最高赔付额2000元/头；水稻险和玉米险的最高赔
付额都是600元/亩，保险费率为6%，保险费为36
元/亩。农业保险险种由中央、市、区实行财政补
贴，可补贴保费的75%至80%，农户只需承担20%
至25%。

据介绍，去年该区为农业生产提供203.6万元
的风险保障，今后还将加大产品创新力度，激励创
新商业险种，缓解农业灾害压力。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杨晨晨

丰都：
“千里眼”监控禁捕水域

近日，渔政视频AI预警处置系统在丰都县
正式投入使用，可对该县禁捕水域进行24小时
监控。

这些高清摄像头会沿着江河岸线、水面自动
巡航，收集信息并进行AI处理，一旦发现可疑事
件，系统会适时发送给执法人员、护渔人员、乡镇
网格，相关人员会根据实际情况去处置。执法人
员介绍，以前禁捕水域需要人工现场巡查，巡查
耗费时间长，效率低，现在利用渔政监控系统可
以做到同时监控多条河流，24小时不间断；以前
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行为，由于环境、时效等原
因取证比较困难，现在通过监控系统可以随时固
定证据。

据了解，目前，丰都县高清渔政视频监控点
位已安装建设20个，监控水域包括长江干流、龙
河、渠溪河、碧溪河等，预计到今年底监控点位增
至36个。

丰都融媒体中心 郑莉 邱淋蓉

永川大安镇：
残疾人梦想茶园基地的新茶上市

永川区大安镇花果山村“残疾人梦想茶园基
地”的“三雾牌”永川秀芽新茶近日上市。

“残疾人梦想茶园基地”占地800余亩，天然雨
水滋养，绿色无污染，是市级示范农场。该基地长
期聘用残疾人务工，带动周边残疾人家庭脱贫致
富。基地聘请有40余年制茶经验的师傅精心制作
茶叶，品质纯正，欢迎购买。

联系人：廖师傅；电话：15922986571
永川融媒体中心 王其深

酉阳铜鼓镇：
4000多斤羊肚菌寻买家

3月28日，在酉阳铜鼓镇兴隆村的一片羊肚菌
大棚里，一朵朵羊肚菌破土而出，像一把把小伞，十
分喜人。

“今年羊肚菌长势不错，但线上销售困难，只
能卖到本地，棚子里还有4000多斤鲜菌求买家。”
种植羊肚菌的村民陈科介绍，棚子里的鲜菇可采
至4月中旬，如有县内及周边乡镇需要购买羊肚菌
的，可自己上门采摘，也可送货上门，价格为100
元一斤。

联系人：陈科；电话：13193255551
酉阳融媒体中心 白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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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种业“中国芯”、推广以草治草、让城口核桃走向全球……

他们，获评乡村振兴年度人物之后

核
心
提
示

榜样是什么？榜样是标杆，是模范，是鼓舞斗志的旗帜。
今年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深化之年，巩固成果与全面振兴，需要更多

乡村振兴榜样引领前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二届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动于
3月28日如期启动。

一年前，同样是在生机盎然的春天，2020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动首次启
动。经过层层遴选，10位典型人物、10个典型案例从72个候选人物、96个候选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巴渝
乡村振兴的首批典型。

获评先进，既是肯定，又是鞭策。不负春光，不负韶华，榜样们又踏上了乡村振兴的新征程。

重庆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曾任巫山县
双龙镇安静村驻村第一书记） 王涛

围绕叶雕产业后续发展，王涛同镇村干
部一起修建了叶雕体验工作室。调离安静
村回重庆后，他多次邀请重庆民间摄影家协
会开展叶雕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王涛说，会
一如既往用艺术的力量支持乡村振兴。

重庆清迈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 李则民
长寿区云台镇八阵村建设集现代农业

种植、乡村旅游、传承农耕文化、让子孙后
代休养生息为一体的“美丽新农村”，李则
民出资修建了培训楼，让更多中小学生学
习传统农耕知识和文化，并成功申报了中
小学生社会实践教育基地。李则民今年将
在清迈农业园区建立1000余平方米的乡

村振兴讲习苑，以更好地讲解传播传统农
耕文化。

西南大学卢作孚研究中心副主任、北碚
区城乡文化建设促进会会长 周鸣鸣

周鸣鸣带领大学生、社区志愿者一起开
设“大地课堂”，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兼善文化”课堂。最
近，周鸣鸣先后到北京、重庆参加优秀传统文
化学习，日后将以更丰富的“兼善文化”助力
乡村文化振兴。

重庆文理学院乡村振兴学院副院长 王
东强

去年在王东强的推动下，我市成立了第
一个重庆乡村振兴研究院，成立了重庆民政

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王东强带领学生参与
了 10多项国家乡村振兴课题的研究。今
年，王东强将牵头拟定重庆文理学院高质量
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方案，重点开展全科人
才的培养以及推进新农科项目落地，建设一
批新农科专业。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教师（曾任巫溪县天
元乡万春村驻村第一书记） 谭鹏昊

去年，谭鹏昊对其一手创办的万春村腊
肉加工扶贫车间的设备进行了升级改造。同
时推动成立乡村振兴学院天元乡分院，招收了
39名村民实现家门口上大学，培养了一支“带
不走的工作队”。谭鹏昊表示，将继续发挥专
业优势，结合万春村乡村本土人才的实际情况
和学院资源，开展关于乡村人才振兴的课题研

究，为当地乡村振兴输送更多的人才。

“鸿姐的土货”电商平台运营人 周鸿
通过直播带货，“鸿姐”去年销售农特产

品近100万斤。今年，她将开展“百人百村”
（拜访 100 个人，走访 100 个村）乡村帮扶计
划，用直播形式记录和发现乡村人物和故事。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夏布代表性传承人
綦涛

去年，綦涛培训乡村手艺人200多人，开
发系列乡村文创产品，向丰都、城口、荣昌输
出乡村非遗工坊模式。今年，綦涛将成立更
多非遗工坊，招收农民工，让他们能凭手艺增
收致富。

（本版稿件除署名外均由记者赵伟平采写）

林其鑫

琪金集团董事长林其鑫：

守好种业“中国芯”

3月9日，荣昌区双河街道高丰村与琪
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琪金集团)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围绕“联合养猪，共同致
富”主题，采用统一猪种、统一保险、统一标
准、统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回购的方式深
入合作，共同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

就在上个月，琪金集团还与智飞生物旗
下的重庆智睿投资有限公司签署投资合作
协议，后者将助力琪金集团上市并加快布局
荣昌猪全产业链，打造100亿元荣昌猪产业
集群。

“只有强强联手，才能更好地保护好荣
昌猪。”琪金集团董事长林其鑫说，在获得
2020重庆乡村振兴十大年度人物称号时，
主办方对自己的评语是“荣昌猪保卫战的领
路人”，这个褒奖既是对他的肯定，又是激励
和鞭策。

林其鑫的新征程由此开始：
一是为延长生猪产业链，竣工完成了琪

金·荣昌猪全产业链育肥场和开工建设扩繁
场——两个项目全面完成后，可填补荣昌猪
种猪大型生产基地的空白。

二是积极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启动建设琪金·荣昌猪清流生态养殖基
地，预计今年成渝地区将形成20万头荣昌
猪产能。

接下来，他们还将大力实施“保好名贵种，
养好名贵猪，卖好一块肉”的发展战略，守好种
业“中国芯”，助力荣昌猪插上腾飞的翅膀。

“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琪
金集团将继续发挥典型引领作用，倾力保护
好地方民族品牌，振兴生猪产业，积极以实
际行动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贡献力
量。”林其鑫说。

“新农人”刘峰钻：

推广以草治草生态种植

3月26日，周末，阳光灿烂。
早上8点钟，大足区中敖镇加福社区

“最忆小橘”的橘园里就热闹起来。橘园主
人刘峰钻早早站在游客集散中心的大门前，
迎接一波波游客前来采摘。游客们说，果园
看上去就像是一个花园，沃柑品质上乘，既
饱眼福又饱口福。

“这是栽植蒲公英后带来的益处。”刘峰
钻告诉记者，在大多数人看来，蒲公英只是
一种平凡无奇的小草，但在他眼中，却是难
得的宝贝。

果树种得好好的，为何刘峰钻却要“不
务正业”去种草？

重庆地处长江柑橘带核心区，是中国柑
橘主产地，市场竞争激烈，要想杀出一条血
路，就更得保证柑橘的品质。“种植高品质柑
橘，首先就是要绿色生态，这就意味着不能
增施化肥，不能喷洒农药。”为了保证柑橘品
质，刘峰钻曾采用传统人工除草，“一年仅人
工费就要七八十万元。”

一次机会，刘峰钻从中国柑橘研究所
获得了以草治草的生态办法。他将紫云
英、马豌豆种子播撒在果园里，没过多久，
这些生草很快长成了片。治草效果确实明
显，但它们要么是一年生，要么是两年生，一
到换茬就要重新播种，平时还要请工人专门
管理。

“同样是种草，要不试试蒲公英？”基地
里有人建议。

效果出奇的好！蒲公英贴地生长，将
阳光完全阻挡，杂草便无法生存。通过实
验数据，种植蒲公英能提高0.5%的土壤有
机质，让土壤变得疏松的同时，使其透气
性也更好。

与此同时，果园用油枯配菌肥做肥
料，用物理措施和低毒低残留的农药防
治病虫害。

刘峰钻探索出的种蒲公英以草治草的
新方法，在业界引起不小的轰动，受到中国
柑橘研究所、市农科院等专家和不少种植户
的关注。

“通过生态种植，今年柑橘的产量突破
260万斤，价格相比去年也高出一大截。”
刘峰钻说，今年他还将在成渝两地之间推
广300多个连锁小果园基地，推广这一生
态种植模式，让更多消费者吃上绿色安全
的柑橘。

科技特派员马明：

要把城口核桃卖向全球

前段时间的倒春寒，让重庆市渝鲁林业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城口县科技特派员马
明的心都揪紧了，他马不停蹄地奔走在县
里各核桃主产乡镇，到田间地头给种植户
传授春管技术，讲解管护要点。

有“中国核桃之乡”称号的城口，曾抱着
“金字招牌”却还要外购，原因是品种落后、
技术不过关，村民们种植的核桃树要么不挂
果，要么只能结出“铁核桃”。马明总结：缺
乏科技管理，产量低；无品牌，卖不起价。

为把核桃树变“摇钱树”，本来从事核桃
销售的马明向种核桃转型：他成立公司，与
市林科院展开合作，培育良种核桃“渝城1
号”，研究嫁接方法，并获得了技术专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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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目
前，城口县2万余亩低产核桃林实现了改造。

“野生核桃营养价值高，深加工的产品
品质能够与国际接轨。”马明说，从2021年
3月份开始，城口县开始筹建高观镇野生核
桃丰产示范园，示范园里面不施肥和打药，
以保证核桃品质。

为带动更多农户实现核桃产业规模化
发展，马明今年打算通过“公司+科技+核桃
协会+农民合作社+大户+农户”的新型运营
模式，通过股份经营、流转经营、租赁经营、
订单收购、利润返还等方式，与农户建立利
益上的连接，力争今年新栽种2万亩核桃树。

他还打算开发多元化、高端化、生态化
的核桃产品，打通消费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为消费者提供全产业链的大巴山绿色生态
产品。同时借助“一带一路”经贸平台和国
内大型网商平台，推动核桃系列产品“卖全
国、卖全球”。

目前，马明和市林科院技术团队正展开
合作，通过加大本土核桃种质资源的保护与
利用，力争选育出2-3个优良品种，促进核
桃品种不断地更新换代。“通过科技提升传
统产业，力争让核桃树全部丰产后核桃产量
达到4000吨，实现产值8000余万元。”他信
心满满。

刘峰钻

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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