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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养兔七注意

“和我猜的一样，夏蚕茧比春蚕茧多收百把斤。”
近日，在黔江区沙坝镇蚕茧站，蚕农庞友平得知蚕茧
过秤总数后喜笑颜开，他共交售夏蚕茧1000公斤。

走进沙坝镇蚕茧站，前来卖夏蚕茧的蚕农络绎
不绝。他们满脸笑容地把一袋袋白花花的蚕茧从车
上卸下，准备过秤。蚕茧站工作人员和收购商一边
和蚕农交谈，一边细细查看蚕茧质量。

“收入不比打工差！”庞友平家共有80亩桑园，
全是新发展的桑园。他春夏两季均养了22张蚕，
共交售蚕茧2000多公斤，初尝甜头的他对养蚕产
业充满了信心和盼头，准备把剩下的两季蚕养好，
过一个丰收年。

“大家交售蚕茧时的开心劲儿，增加了我们的
信心。”在收购现场，石桥村党总支副书记高长胜

说，村里将进一步扩大桑园面积，引导更多人养蚕
增加收入。

据沙坝镇蚕茧站站长葛兴全介绍，沙坝镇在原
有800多亩桑园的基础上，去冬今春新发展桑园600
多亩，全镇桑园达到1500亩。今年春季和夏季养蚕
效果好，两季全镇共养蚕340张，预计产茧260余
担，产值80余万元，将实现蚕农有效增收。

近年来，沙坝镇利用自然优势，调整产业结
构，发展蚕桑产业。今年，该镇把蚕桑作为脱贫攻
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产业，把蚕桑作为全镇
的主导产业，在发展蚕桑产业过程中，坚持规划先
行，用好田好地栽桑，规范连片种植，做好后期技
术指导、管理服务，切实把蚕桑打造成助民增收的
好产业。

丰都县双路镇莲花洞村，自然资源丰富，但长期
以来，因基础设施、产业发展落后，导致人口外流，村
集体经济薄弱。近年来，该村依托当地优美的自然风
光发展乡村旅游，不仅让乡村有了颜值，有了人气，还
让村集体经济活了起来，村民钱包鼓了起来。

打造景区 引领乡村旅游发展

莲花洞村森林覆盖率85%以上，气候宜人，风景
秀丽，生态资源丰富。走进莲花洞村九重天景区，放
眼望去，连绵起伏的山脉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青
翠而有生机。远处，躺卧在峡谷中的龙河，蜿蜒盘旋，
辉映着湛蓝的天空。近处，来来往往的游客四处拍
照，分享美景和内心的喜悦。

“这里气候宜人，风景秀丽，景区游览体验项目也
很有乐趣，非常适合带朋友家人来打卡。”正在景区游
玩的游客李姚说。

九重天景区以悬崖观光为主题，在悬空高度900
多米的绝壁上修建全长3.5公里的连天栈道为主游览
线，沿途打造全玻璃吊桥5D揽月桥、悬崖秋千、飞拉
达攀岩等惊险刺激项目，还有3D魔幻平台、玻璃栈
道、龙王谷、三清境、君临台、福缘洞、龙吟九天壁、猎
鹰岩、蝙蝠崖九大景观。

随着景区的建设和发展，村里的基础设施也得
以完善，尤其是交通设施。在道路硬化的基础上，莲
花洞村的旅游环线建设也基本完工。随着这条旅游
产业大道的竣工，莲花洞村的颜值和人气得到了进

一步提升。
“宽阔的大道，随时都有车来来往往，游客也多，

丰都的、重庆主城及其他区县的，甚至全国的，都往我
们这来了。”莲花洞村村民秦大礼笑道。

景区带村 农家乐富农家

依山吃山，靠水吃水。在九重天景区带来颜值和
人气的同时，当地村民也抢抓机遇，回村谋发展。

依托景区一年几十万的游客量，当地村民便在游
客的吃住玩上“做文章”。能吃能住能玩，在这样的山
林地区，大家通过探索研究发展起了农家乐。

六组村民廖长荣，是该村第一个返乡发展农家乐
的村民，他所开办的大垭口生态农庄，如今生意做得
风生水起。这个季节，游客更是源源不断。

“土灶台、蒙古包、森林小木屋，农家乐里的这些
特色深受游客喜欢。”看着游客们来来往往，听到大家
在农家乐里的欢声笑语，廖长荣很是开心。

自2015年开办到现在，廖长荣的农家乐已有近
20间蒙古包和小木屋，能够容纳50余人，每年收入在
20万元左右。

在廖长荣的农家乐往里一点，是同组村民田亚飞
开办的亚飞农庄。除了农家小菜、休闲住宿，亚飞农
庄的特色还在于它的一片生态种植园。来到亚飞农
庄，主人田亚飞正在他的种植园里忙碌着。

“种植园里有葡萄、西瓜、桃子、李子等，这上面海
拔高，这些水果相对低海拔地区来说要成熟得晚一

点，等它们成熟以后，游客们就可以在休闲之余来体
验采摘的乐趣啦。”田亚飞说。

在景区的帮助和村民的辛勤劳作下，截至目前，
莲花洞村发展起了10余家农家乐，“吃住游一体化”的
乡村休闲旅游产业链正在进一步延长，村集体经济也
正发展壮大且充满活力。

农产品热销 村民生活甜如蜜

村里的旅游业大力发展，不言而喻，对村民来说
绝对是一件好事。

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莲花洞村以农业种植为
主，年轻劳动力匮乏，交通不便加之信息闭塞，村民们
除了外出务工没有什么致富门路。但自从村里发展
起了乡村旅游，村民们在家就可以赚到钱。

六组55岁的村民陈光金，之前在家务农，辛辛苦
苦种点粮食很难运出去卖，就算卖也只能卖点小钱。
当村里的旅游产业发展壮大起来之后，陈光金有了不
一样的收获。

“我养了蜜蜂，以前怕不好卖，没有多养，现在来往
的游客那么多，不愁卖了。”陈光金说，多亏了村上的旅
游业发展，自家的农产品不用外运，游客自己走上门来
买。他增加蜜蜂养殖数量，现在有40桶；另外养殖有
土鸡，一年靠卖这些土特产，就可收入3万元左右。

和陈光金一样，目前，莲花洞村有60余户农户养
殖蜜蜂，村民每年靠卖蜂蜜收入40万元左右，生活过
得越来越甜蜜。

丰都：生态旅游带动乡村振兴大发展
刘政宁 蒋海涛 郑莉

及时降温。及时搭凉
棚，可种瓜豆遮阳，避免阳光
直晒兔体，保持兔舍通风，同
时用30%石灰乳将兔舍墙体
一律刷白，外界温度超过
30℃时在兔体表喷雾状冷水
降温。

加强环境卫生。室内兔舍天天清扫，清除粪尿、
污秽，室外兔舍3～6天一次清扫并冲净尿沟。对饮
水、食具设施应每周一洗，半月洗刷一次笼底、产箱，
风干或晒干后使用。

幼兔防虫。小兔窝内的垫草宜薄垫草以1～2
厘米厚为宜，箱上用防蚊纱窗布覆盖，以防蚊虫叮咬
引起仔兔脓毒败血症而死，10天以后仔兔毛长至0.5
厘米左右，则无需覆盖。

热症用寒方。保持饮水自由，并在饮水或饲料
中加入清热下火药品，如人丹、上清丸、十滴水、金灵
丹、藿香正气水等任选一种。饲草中添加陈艾、白脸
蒿、米汤蒿、茵陈蒿、薄荷、紫苏及夏枯草等。完全喂
草粉颗粒料的兔场，颗粒料中含臭蒿干草粉不少于
15%最优。

补足营养。气候炎热会使兔食欲减退、营养摄
入不足而消瘦，影响母兔孕、产、哺乳和仔幼兔生
长。因此，白天给兔喂些鲜嫩青草，而夜间在9点时
加足青料和精料，约占全天日粮的1/2，让兔在后半
夜退凉时吃足，获得足够营养。

群养分笼。要分笼群养商品小兔在0.6平方米
兔笼内，56天以内仔兔以8只为宜，56天以后必须
分作2笼，确保稀疏，以防蒸窝而死。

公兔喂养。高热的夏季对公兔生殖力影响大，
持续高温会使公兔睾丸变硬、变小，而失去生育力。
因此，必须把种公兔养在通风、阴凉处，以不超过
28℃为最好。 （本报综合）

铜梁蒲吕街道的
青山村千亩梨子已经
成熟，迎来丰收，将梨
树压弯了腰。据了解，
今年青山村梨子亩产
1500~2000 公 斤 ，产 生
经济效益每亩 1 万余
元。青山村在多年前
就成立了水果种植合
作 社 ，不 仅 有 千 亩 梨
林、千亩樱桃基地、200
亩李子 、100 亩西瓜 、
500亩黄花，还有500亩
沃柑和长叶香橙。一
年四季，游客均可以在
这里体验水果采摘的
乐趣。

“这几天来采摘的
游客比较多，山下玩水
的都有好多上来摘水
果的。卖得可以，增加
了不少收入。”村民王
开明说。
通讯员 李拉拉 摄

夏蚕茧丰收提振蚕农增收信心
■刘旭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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