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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的万州区李河镇棕花村，漫山遍野都是茂密的
香根草，一丛一丛，蓬勃向上。

这看似普通的“野草”，背后却孕育着一条百万级
生态产业链，成为棕花村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主
力军”。

棕花村地处山区，耕地少，适合发展畜牧养殖业。
2019年，村里便将畜牧业作为脱贫攻坚主打产业之一。
但棕花村所在的葵花山下，有苎溪河、瀼渡河两条长江一
级支流，作为万州城区百万人口饮用水主水源的甘宁水
库也在此。

养殖废水会不会给饮用水源及长江水系生态环境带
来污染？如何在保护好环境的同时让村民致富？

香根草，便成为了解锁棕花村“生态＋产业”有机发
展的“金钥匙”。

香根草又名岩兰草，有“神奇牧草”之称，其根系发
达，具有保持水土、稳定边坡、吸收重金属、修复土壤等功
效。棕花村党支部书记余前福说：“香根草不仅能有效化
解畜牧业带来的废水污染，还能制作成猪牛羊的饲料。
我们村可以走种养结合的路子。”

棕花村引回了在外经商的村民余思成和谭兴刚，回
乡打造香根草产业基地，并结合“三变”改革，鼓励村民以
土地、资金、资源入股，形成“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民”的
利益联结机制，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最终，全村800多户
村民入股，成立了棕花两山生态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建

成包括香根草生态湿地、棕花嘴肉牛、蚯蚓生态养殖基
地、林下种养基地、经济作物套种基地、农耕文化体验中
心等项目在内的综合产业体系。

目前，棕花村香根草全年产量1000吨左右，产值40
万元；蚯蚓年产量20吨，产值40万元，另外蚯蚓粪便还能
带来50万元的收益，整条产业链综合效益上百万元。“参
加合作社的村民，去年户均增收近万元。”余前福说。

不仅如此，香根草人工湿地还可对养殖废水、黑臭水
体进行生态治理，每年可减少排放约3800头生猪当量污
染物。棕花村发展香根草产业以来，苎溪河、瀼渡河和甘
宁水库，水质均稳定达到Ⅲ类以上，周边生态环境得到了
改善。

万州区李河镇棕花村：

神奇牧草 催生百万级生态产业链

绿水青山
绘就美丽乡村

本报记者 陈维灯

清明过后，永川凤桥河雨雾迷蒙。河畔的步道上，依
然有村民三三两两沿河散步、闲话家常。

“小雨不怕，沿着河走走，心情舒坦，跟城里人逛公园
一样。”宝峰镇龙凤桥村76岁的村民邓世奇的身影倒映
在水中。水面上，睡莲点点，间或有白鹭掠过，一派怡人
的乡村田园风光。

难以想象的是，曾经的凤桥河，是掩藏于杂草乱竹间
的黑臭小河沟。“以前臭得很，岸边到处都是烂泥巴，没法
走。”邓世奇说。

变化，源于重庆启动的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工作。2020
年以来，我市共确定了160条农村黑臭水体，逐一整治。

凤桥河全长1公里多，最宽处不超过5米，发源于龙
凤桥，再流入临江河，最终汇入长江。

多年来，随着场镇建设加快，附近居民生活污水直排
进入河沟，生活垃圾随意倾倒，上游农田种植面源污染加
剧，凤桥河由清变浊，最终成为人见人厌的黑臭河沟。

2020年3月，凤桥河综合整治工程全面铺开。
“采用控源截污、清淤疏浚、生态修复、水系连通等措

施进行综合治理。”永川区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说，就
像给凤桥河进行一次“排毒”手术。

只是，“手术”并不顺利。
宝峰镇不少村民习惯散养家禽和生猪，凤桥河里经

常就有鸭子嬉戏。所以整治第一步，就要“赶鸭子上
岸”。为劝阻村民散养家禽，村镇干部挨家逐户上门沟
通，不厌其烦。

“鸭和鹅刚赶上岸，转身又被村民偷偷放下河。”宝峰
镇河长办主任唐中超说，除了晓之以理，还得“行胜于言”。

于是，村民们看到：挖掘机清理河底淤泥时，镇村干部
拿着铁锹参与，浑然不顾一身黑臭；村里建了5个便民洗
衣台，洗衣污水全部接入一体化污水处理设施；为了方便
村民出行，沿河两侧修建了总长3公里多的水泥路……

随着环境改变，村民们的想法也在转变，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自觉参与到保护环境、建设美丽乡村的行动中来。

“环境好了，大家都受益，再不想看到以前脏乱差的
样子了。”曾经在河边散养山羊的周成云，如今成了义务
监督员，看到有人往河中乱排污水就会上前劝阻，见到河
中有垃圾就会主动打捞。

如今的凤桥河，越来越美。

永川区宝峰镇龙凤桥村：

“排毒”手术 让凤桥河由浊变清

生态宜居，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近年来，重庆农村生态环境持续向好，走出了一条生态和经
济协调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去年，重庆完成27条农村黑臭水体整治，完成53座集中污水处理设施及195公里配套管网建
设；创建“宜居村庄”223个、“美丽庭院”10513个。目前，全市农村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行政村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率、生活污水治理率分别达86.8%、99.9%、28.6%，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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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你看这里有好多‘老虎’！”
4月4日，石柱县中益乡华溪村主题邮局，展台上摆

着几只憨态可掬的“布老虎”，让不少游客驻足观看。
“这是壹秋堂教我做的夏布老虎。”华溪村先锋组村

民谭明兰介绍，每卖出一个布老虎她都有提成，加上在邮
局工作的工资，一个月能挣3000多元。

谭明兰口中的“壹秋堂”是一家夏布文化企业，该企
业负责人綦涛是荣昌夏布代表性传承人，她在中益乡坪
坝村、盐井村和华溪村建设有3间夏布非遗工坊，帮助谭
明兰在内的80余名村民在家门口找到工作。

荣昌夏布起源于汉代，距今已有千年历史。据《新唐
书·地理志》记载，唐朝时期，荣昌夏布“轻如蝉翼，薄如宣

纸，平如水镜，细如罗绢”，被列为贡布。
正是如此精致的工艺，让綦涛第一次见到夏布便被

其深深吸引。于是，她学习夏布制作技艺，并成立重庆壹
秋堂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开发出夏布工艺品、艺术品、实
用性产品共1000多种，涵盖服饰、窗帘、屏风、团扇等。

2019年，壹秋堂承接了“鲁渝共建 非遗扶贫”项
目，先后在城口县沿河乡、鸡鸣乡以及石柱县中益乡建设
非遗扶贫就业工坊，通过技能培训、产品回购、计件合作
等方式确保贫困群众实现居家就业。

如何让千年夏布在乡村振兴新征程中发挥更大的作
用，成了綦涛思考的问题。

“我们在原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基础上进行项目创新
升级，设立‘乡村振兴 匠心生活非遗工坊’，通过传习夏
布非遗技术，培养新手艺人，结合当地的特色文化与文旅
资源，开发夏布文创产品。”綦涛表示。

中益乡拥有浓厚的土家族文化，其中白虎是土家族
的精神图腾。壹秋堂将具有土家族民族元素的白虎与荣
昌夏布相结合，开发出夏布白虎这一文创产品。壹秋堂
还结合石柱的康养产业，开发出土家养生捶等夏布产品。

目前，綦涛已在石柱中益乡，城口鸡鸣乡、岚天乡、沿
河乡以及丰都小官山周家大院等地建有13间夏布非遗
工坊。“我们还将在全市更多乡村建设非遗工坊，充分挖
掘当地的文化资源，与荣昌夏布结合衍生出更多文创产
品，助力乡村文化振兴。”綦涛说。

荣昌夏布代表性传承人綦涛：

非遗工坊 传承文化助农增收

铸魂赋能
激发内生动力

本报记者 苏畅

4月2日，奉节县鹤峰乡莲花社区，75岁的二社村民
马维秀一大早就拎着垃圾袋出门，在社区服务中心附近
捡垃圾。

马维秀是莲花社区年龄最大的清洁卫生志愿者，而在
几年前，这位老人还沉迷于封建迷信，即使是生病了也不去
医院看病。是什么原因改变了这位古稀老人的精神面貌？

答案藏在莲花社区的“积分银行”里。
2019年，奉节在全县390个村（社区）建立新时代文

明实践积分银行，莲花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炳宣根据社区
实际情况制定了社区积分银行的具体积分细则。

“积分银行存取的不是金钱，而是村民的文明行
为。村民主动帮助社区分忧，解决群众实际问题，可以
积2—10分；家庭成员不和睦，邻里不团结、闹矛盾的扣

3分，大操大办扣3分，整‘无事酒’扣5分，违反法律法规
被公安机关查处的扣10-40分。”朱炳宣介绍。

那么，积分银行里的积分有什么用？
“我们以户为单位，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新时代

文明实践积分银行存折，存折上的1分就是1块钱，每个
家庭有100分基础分，超出100分以上的积分可在社区
的积分银行兑换点兑换生活物品。”朱炳宣介绍。

“不仅如此，为突出积分给社区村民带来的荣誉感，
我们还通过院坝宣传栏、村广播、莲花社区微信群或QQ
群等渠道对积分排名进行公示，获得或扣去积分也会公
示。”朱炳宣介绍。

建立积分银行以来，莲花社区群众参与村里事务的
积极性显著提升。“以前组织群众开会常常是稀稀拉拉，
如今开会，广播一喊群众马上到。”朱炳宣说。

从莲花社区过境的奉恩路省道通往“天坑地缝”风
景区和湖北恩施，一到周末经过这条旅游线的游客比较
多，不少拉罐、烟盒等垃圾也随之增加。为此，朱炳宣
还组织创建了清洁卫生志愿服务小队，由一社社长梁国
清担任队长。每个周末，梁国清都会带着志愿队在奉恩
路上清理垃圾，并提醒过往游客维护环境卫生。

“在积分银行的激励下，目前我们共组织创建了清
洁卫生、困难帮扶、文体活动、健康指导、农技帮扶等多
支志愿服务小队，已发展志愿者200余名。”朱炳宣介绍，
今年积分银行还将对社区干部的工作进行单独积分，积
分结果将纳入年度考核。

奉节县鹤峰乡莲花社区党支部书记朱炳宣：

积分银行 文明乡风吹进农家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近年来，我市以文化激发乡村内生动力，提升乡村公共文化服
务，开展乡风文明建设，加强乡村遗产保护利用，为乡村振兴铸魂赋能。

去年，重庆大力开展“巴渝儿女歌唱党”“新时代乡村阅读季”等主题群众文化活动，建立“乡贤
明理堂”107个，新建乡情陈列馆150个，评选市级美丽庭院2.17万户……今年，全市将深化乡村思
想道德建设，推动公共服务能力提档升级，抓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持续深化乡村移风易俗，助
推乡村全面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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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盛经开
区南桐镇民权
村定青生态茶
园，工人在采摘
春茶。（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曹 永 龙/视 觉
重庆

酉阳板溪
镇叠石花谷景
区，非遗传承人
为游客展演重庆
市级非遗项目

“薅草锣鼓”。（资
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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