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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树旺长好吗

一枚小小的、毫不起眼的灰包蛋，
在大足区人大代表丁义平的手下，却成
为了撬动整个将军村经济发展的“金
蛋”。丁义平究竟使用了什么“魔法”让

“灰包蛋”有如此“魔力”呢？

“归巢行动”返乡创业干实事

2018年5月，为了照顾家中老人和
小孩，丁义平离开了自己奋斗多年的城
市，回到了家乡——大足区拾万镇福利
村。在看到、感受到家乡的变化后，丁
义平有了创业的想法。上培训班结识
的来自皮蛋手艺人家庭的朋友——苏
宁让丁义平对创业有了明确的方向。

说干就干，丁义平夫妇立即向苏宁
的父亲拜师学艺，勤奋而认真的学习态
度让他们很快就学成。2019年9月，怀
着忐忑的心情，夫妻二人打开了封藏
20多天的灰包蛋，随着蛋壳的一点点
剥开，一颗品相好的灰包蛋逐渐显现，

成功了！
后来，拾万镇领导经研究，决定将

一笔定点扶贫资金用于发展灰包蛋产
业，产业发展的地点选在了将军村。

将军村曾是市级贫困村，全村三
分之二人口在外打工，常年在家的大
多为老弱病残。镇政府希望丁义平夫
妇灰包蛋产业的落户可以带动困难群
众增收。

发展产业带动村民增收

2020年，重庆市尊香园食品有限
公司在将军村成立。丁义平用工以村
内的困难群众优先，灰包蛋生产车间的
20余名员工，几乎都是周围的困难群
众。他们每包一枚灰包蛋，就能挣得7
分钱的工钱。

“现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收入在70
元左右。”员工刘书说，因儿子患有脊椎
炎，家里事情多，“这是计件工作，没有

严格的时间要求，家里有急事，我随时
可以回去。”

“如何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带动
更多的人增收致富？”随着销量的增加，
灰包蛋的原材料鸭蛋开始供不应求时，
丁义平开始思考发展方向。丁义平决
定采用“公司+农户”的方式与村民合
作，免费给将军村和福利村的村民发放
3000只鸭苗，产出的鸭蛋由公司收购。

“鸭苗是免费的，加上工厂收购的
价格比市场上的价格稍微高一些，我们
也就愿意卖给他们。”村民丁仁英说。

拓宽途径助力农产品销售

今年，丁义平成为了大足区人大代
表。一上任她就积极调查、走访工作在
第一线的工人、农民和商户等，了解他们
的难处。她发现，对于农户而言，“土货”
如何“走出去”是他们的难题；对于经营
农产品的商家来说，因为邮费价格昂贵，

商品的“走出去”也是他们的难题。
为了拓宽销路，丁义平通过重庆消

费扶贫馆、西交网和抖音直播等电商平
台销售皮蛋，助推“土货”变为市场“俏
货”。农产品电商销售的前景广阔，但
物流这一中间环节，却成为了发展的

“拦路虎”。
经过深思熟虑，丁义平提交了一份

《关于加强农村电商物流分拣中心建设，
带动当地农产品走出去的建议》，希望政
府部门在各乡镇建立集中的物流分拣中
心，整合当地农特产品进行集中投递，各
家快递公司实行最优惠的价格。同时，
政府应对镇街市场前景好、带动性强的
农产品销售电商企业给予一定期限的快
递物流补贴，助推小微企业发展。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发展线上销
售平台，同时，我也希望运用自己人大
代表的身份，提出好的建议，打通电商
销售，不断拓宽农产品销路，带动更多
老百姓增收。”丁义平说。

本报讯（通讯员 赵武强 李拉
拉）近日，铜梁区老科协科技进村暨

“会村”协作助力乡村振兴签约仪式
在大庙镇三品村举行。这是铜梁区
老科协率先在全市推出的“会村”协
作共促现代蚕业发展新举措。

大庙镇是铜梁蚕业发展大镇。近
年来，该镇依托丰富的蚕桑资源，以打
造国家级农业产业强镇为目标，与西
南大学、中国农科院蚕研所等科研院
所深度合作，在蚕业多元化发展和综
合利用等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

铜梁区老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
“会村”签约是区老科协助力乡村振
兴服务基层的务实之举，也为老科协
专家发挥技术专长和余热提供了一
方舞台，同时也有利于把科技成果转
化为生产力，提升群众科学养蚕水
平。接下来，区老科协将为三品村蚕
桑养殖生产提供技术培训、市场信
息、政策信息、科技信息，帮助三品村
引进蚕桑新品种、新技术，提高蚕业

综合效益；协助三品村开发蚕业系列
产品，打造地方产业特色品牌名片；
支持三品村壮大集体经济。

“老科协与三品村签约，为三品
村现代蚕业发展增添了新生力量，有
助于三品村现代蚕业高质量发展。
村里将在区老科协的具体指导和帮
助下，着力推广工厂化养蚕，办好现
代蚕业乡村振兴车间，开发更多更好
的蚕业系列产品，把三品村打造成现
代蚕业发展和经济实力雄厚的示范
村。”三品村第一书记王登洪说。

签约仪式结束后，区老科协的会
员一边把技术资料散发给群众，一边
给群众讲解有关知识，回答群众关心
的问题。大庙镇养蚕能手、全国劳动
模范李义芳也来到现场，为养蚕农户
宣讲彩色茧高产养殖技术。与会人
员还参观了司家坝300亩蛋白桑林
基地和高新蚕业乡村振兴车间，就高
效蚕业发展和蚕桑产品深度开放提
出了建议和意见。

近日，在位于云阳县的重庆市三
峡阳菊现代农业示范园内，种植工人
正在扦插菊花苗。云阳县地处三峡
库区腹心地带，近年来，大力发展以
菊花、天麻为代表的中医药产业，目
前，三峡阳菊种植面积已超 4 万亩，

产品远销美国、日本等国家。
在助推乡村振兴路上，该示范园

还创办了“三峡阳菊培训学校”“中小
学研学旅行实践基地”，实现了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

本报记者 沈静 摄

大足：将军村的灰包蛋成为“致富蛋”
■陈安林

在果树种植当中，果实旺长并不是
一件好事。果树长势太快会造成徒长，
浪费过多的养分，造成落花落果及裂果
现象等，这会直接影响果农的经济效
益。那果树旺长的原因和解决办法有
哪些呢？

旺长原因

管理不当。不少果农为了使果树
提早开花挂果，盲目加大施肥量、增加
浇水次数，使果树树势生长旺盛，又不
采取任何环割措施，导致果树旺长却不
结果。

修剪不当。有的果农忽视其他季
节修剪，只注重冬季修剪，导致树枝过
密，不透风透光，影响正常座果。

偏施氮肥。植物的生长离不开氮
肥，氮肥对植物的生长有促进作用，很
多果农为了加快果树的生长，偏施氮
肥，会造成枝叶徒长，不利于果树正常
开花、结果。

结果数量少。由于果园管理不善，
导致果树挂果少，达不到以果压冠的目
的，所以多余的营养被植株的枝条吸
收，导致旺长。

解决办法

加强肥水管理。平时在施肥时，要
结合果树所需的各种元素合理施肥，同
时注意搭配有机肥的施用量，切不可盲
目单施尿素类氮肥。

旺树环割处理。旺树往往是树势
长得特别好，造成营养生长过旺，这类
树往往开花少、挂果少，要想改造成高
产树，必须采取合理的环割技术。环割
一般在8~12月进行，品种不同，环割的
时期不同，一般在生理分化期环割效果
最佳。

环割可用嫁接刀，也可用专用环割
刀，在每株树上选取大枝，分别环割1~2
圈，深达木质部，环割圈距2~3厘米。
环割只适宜生长旺树，弱树不宜采用。

适时修剪。整形修剪是提高果树产
量的必要途径，特别是对于一些旺长不
挂果的树尤为重要。修剪前要掌握该果
树的结果习性，不同的果树品种应采取
不同的修剪方法。首先要剪掉一些病虫
枝、枯枝、落地枝、过密的交叉枝和一些
徒长枝，修剪后结合病虫害防治，达到果
树高产稳产的目的。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刘延君）近日，重
庆市第三批专家服务团市农业科学院
服务团队到垫江县大石乡藤椒基地开
展现场技术帮扶，为发掘垫江县大石乡
藤椒资源优势、解决种植技术难题、培
育市场品牌提供智力帮扶。

此次专家服务团成员一共5人，
均来自重庆市农业科学院，是全市果
树研究方面的顶级专家。他们进林
地、走车间，对藤椒栽培种植、生产加
工进行了充分调研，与基地相关人员
围绕藤椒技术需求和存在问题展开了

热烈讨论，对基地存在的技术困惑、疑
难杂症进行了现场一对一指导、手把
手帮扶。

垫江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
续组织和引导县内外科技人才，充分发
挥他们的专业优势，为农村培养更多的

“土专家”“田秀才”，进一步壮大农村科
技人才队伍，利用“土专家”“田秀才”示
范带头作用，积极深入田间地头，大力
开展科技志愿服务活动，为实现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提供更多的科技支撑、智力帮扶。

市农业科学院专家服务团
为垫江县大石乡藤椒种植把脉支招

铜梁区老科协：
“会村”合作共促现代蚕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