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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
验站、重庆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技
术体系创新团队与云阳县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三
峡云海药业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黄柏种植现场培训
在双土镇举行，双土镇共25名种植户参加培训。

据了解，双土镇目前种植有黄柏1000亩，还利
用退耕还林的土地将黄柏发展到2000亩。本次培

训采用现场讲解与示范培训的方式，详细讲解了黄
柏的生物学特性、种苗要求、密度、移栽期等内容，在
黄柏种植基地现场示范了黄柏移栽挖窝、施肥、覆土
的技术要求，专家就黄柏种植中出现的技术问题进
行了详细讲解，就种植户关心的种源、除草等问题进
行了全面解答。

通讯员 李隆云 摄

闲置民房变为特色民宿；零散山货发展壮大成增
收“支柱”；关锰矿、开“绿矿”，昔日“挖矿村”跻身乡村
旅游“打卡地”……

作为重庆最偏远的区县之一，地处大巴山腹地的
城口县，近几年来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推进农村“三
变”改革，重塑利益联结机制，激活沉睡的青山，山乡
面貌焕然一新。

从闲置民房到特色民宿

群山环抱的岚天乡岚溪村，初夏的午后依然凉爽
宜人，一栋栋古朴的巴渝民宿点缀在树林中。

“七八月份都预订满了。”村民聂年丰说。3年前
村里将他家住房统一打造成“大巴山森林人家”，去年
收入8万多元。

岚溪村海拔1100米，不少村民都有闲置的民房，
适合发展避暑经济，但过去“一没人领头、二没钱改
造”，只能“独守青山吹凉风”。

2017年，岚溪村开始探索“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
金、农民变股东”改革。“先将村集体资产股权量化，再
构建村集体、农户与市场经营主体的合股联营机制。”
岚天乡党委书记江奉武说。统一改造施工，统一运
营，收益按股分配，全村共225套民房参与“民房变民
宿”项目。

岚溪村由此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村”，一到夏
天，各家民宿挤满了来自重庆主城区、四川达州等地
的“度假客”。如今的城口，越来越多的民房变身为民
宿。截至目前，城口县“大巴山森林人家”达1800余

家，带动8000余人增收。

从零散山货到增收“宝贝”

城口县森林覆盖率达70.2%，在重庆各区县中排
名第一，被誉为“大巴山生态药谷”。但多年来停留于
农户零星种植，规模小、收益低。近两年，县里倾力培
育龙头企业，搭建“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的生产组织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让中药材一跃成为
农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

“公司已与全县90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订单
收购协议，订单产值3.2亿元。”天宝药业总经理熊兴
桂说。若市场价格高于协议收购价，企业则按市场价
格收购；若市场价格低于协议收购价，则按照协议收
购价格收购，免除农户后顾之忧。

在庙坝镇南坪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贫困户刘丹碧
正忙着除草：“天宝药业流转了我家7亩土地，价格是每
亩400元，我在基地打工，每月也能收入3000多元。”

天宝药业还将拿出每年收益的6%，交付南坪村股
份经济合作社进行股份分红。“南坪村的种植基地，今年
收益预计600万元，分红金额可达36万元。”熊兴桂说。

不只是中药材，城口大部分特色农产业已形成类
似模式。重庆赵孝春野生食品开发有限公司与10余
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购销协议，每年收购生猪1万
余头，加工成老腊肉等50余种产品，带动400余户村
民，户均增收约1万元。

“中药材、老腊肉、山地鸡、蜂蜜、特色杂粮等生态
特色产业，每个都有龙头企业带动，不断延伸产业链

和价值链，助推农户增收致富。”城口县相关领导说。

从挖锰矿到开“绿矿”

在高燕镇红军村，一条观光步道依山而建，蓝天
白云下，错落有致的稻田，茂盛的红枫林，宛如一幅山
水画。

红军村，因川陕红军曾在此战斗而得名。过去，
不少村民以挖锰矿为生，但随着锰产业衰落，红军村
沦为深度贫困村。如今，这里关锰矿，开“绿矿”。

“一条15公里的观光步道将红军医院、战壕等红
色景点串联起来。”红军村第一书记王旭东说。全村
同时发展高山水稻、莲藕、花卉苗木等既有经济价值
又有观赏价值的特色产业，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红
军村在2019年实现了整村脱贫。

城口的“绿矿”正被不断挖掘出来。在修齐镇岚
山村，生态建设工程——国家储备林建设项目共流转
林地7000余亩，264户村民可获得租金收入，项目还
吸纳46名村民务工。

王官成是受益者之一。他和妻子原本在深圳一家
外资工厂务工，但今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留在家中，妻子
又正待产。听说储备林项目要用工，他赶紧报了名。

王官成算了一笔账：“家里流转了190多亩林地，
每年有租金收入，每天务工收入120元，尽管比在深圳
低一些，但能在家照顾一家老小，挺划得来。”

“生态是城口最大的优势，只要走深走实‘两化
路’，资源优势还将不断转化为发展优势。”城口县相
关领导说。

民房变民宿 山货促增收
——重庆城口探索“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新路

新华社记者 李勇 张桂林 赵宇飞

入夏后，桃树进入旺长期，极易形成树冠郁蔽，
造成光照恶化的问题，对果实着色和花芽分化极为
不利。通过1~3次修剪整枝，能够达到全生育期通
风透光，结果与生长平衡，树体健壮、花芽饱满、营养
积累多的效果，从而为来年丰产、丰收打下良好的基
础。夏季，在对桃树进行修剪整枝时，需注意以下几
个问题：

1.不宜用直线上升手法。冬剪时采用直线上
升的办法，不进行短截，梢头挂满果实，果实长大后
必然把枝条压成一张弓，甚至树梢着地，造成果实表
面擦伤。树冠还没长成，果子一压，梢头也不再生
长。而夏剪则不适宜用此方法，夏剪建议在弯弓处
选留一个较旺新梢重新培养延长头，增加主枝负载
量，继续扩冠成形。

2.注意开张角度。基角只有25度至30度的3年
生旺树，必须扩大角度，使内膛通风透光。扩大角度
前枝条密密麻麻，扩大角度后必然稀稀拉拉。对个别
旺长的枝条，可在6月上旬进行转枝处理，变直立为
斜生，其余树枝一律不动，为明年花芽形成创造条件。

3.主枝背上的枝条不能全部疏去。结果树背
上没了小枝，大枝必然暴露在阳光之下，如果遇到高
温天气，大枝背上的皮层很可能被太阳光灼伤，造成
表面皮层死亡，主枝结果多易被压断。如果光照已
经恶化需要疏枝，只能去掉背上对光照影响较大的
树枝，而小枝必须保留。剪枝时，两侧没有枝条的结
果枝，背上直立旺枝只能在6月上旬进行转枝，变直
立为斜生以占据空间；两侧有枝条的结果枝，背上旺
枝可适当疏去。如果旺长枝较多，建议疏去一部分
旺长枝，短截一部分旺长枝（留2至3厘米，冬剪时
再去掉），让短截枝发新梢，不至于使剩下枝条的养
分过于集中。 （本报综合）

桃树夏剪应注意3大问题

本报讯（记者 何军林 通讯员 曾健）经过集中
培训之后，璧山区委党校安排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工
作研修班学员进行了为期2周的蹲点调研。

近日，研修班学员在完成了蹲点调研后进行成
果展示。本次分组调研，共完成了14个村的农村

“三变”改革的项目方案报告。报告内容“上接天
线”“下接地气”，切入点精准，操作性强，对各村的农
村“三变”改革工作具有指导作用。本次展示了8个
小组的调研成果。学员们分别围绕璧城街道天池村

建设、正兴镇河堰村遇见天河生态农庄建设、三合镇
二郎村标准化茶园建设等项目，提出了发展壮大集
体经济，保障农民利益，让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的具体实施方案。

学员们纷纷表示，驻村蹲点调研和成果展示帮
助大家充分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加深入地懂“三
变”、思“三变”和用“三变”，对于通过“三变”改革壮
大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致富、助推城乡
融合发展有了更加真切的体会和感悟。

璧山区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工作研修班学员蹲点调研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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