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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决胜决战决胜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巫溪县红池坝镇农旅融合谱新篇
本报记者 樊洁

酉阳县浪坪乡扫除致富路上的“拦路虎”
本报记者 刘壹刀 通讯员 涂银燕

十年前，酉阳县浪坪乡政府所在地
就是一个小村庄，没有信用社、没有派出
所、没有邮政所，缺水缺电还缺思路。
雨天泥，晴天灰，路面坑坑洼洼。这些
都成了村里脱贫致富的“肠梗阻”。酉
阳县科协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

浪坪乡曾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
之一。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村2个，贫
困人口 546 户 2502 人，贫困发生率
21.55%。2019 年底，累计脱贫 523 户
2394人，贫困发生率降至1.03%。

如今的浪坪乡，不仅通邮、通电、通
水，而且建起了跨江大桥、学校、幼儿园、
车站、宾馆、游乐场所、农机站等。“这些
巨变，得益于各级对浪坪的精准扶贫、科
技扶贫，打通了阻碍脱贫路上的堵点。”
酉阳县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周建国说。

发展特色产业 带动村民增收

曾经，胡仕章是浪坪乡浪水坝村出
了名的贫困户。

记者在胡仕章自己建成的三层楼
前看到，农村电商正忙着打包、登记乡
里农特产品。“黄精、花椒都是我们地里
种的。过去愁销路，现在愁没货。”胡仕
章笑着说。近年农村电商的快速发展，

胡仕章套种的农特产品经过电商很快
就销售一空。

早在2012年，胡仕章在浪水坝村流转
土地，种植了100亩青花椒。因青花椒产
出周期长，前期投资过大，2014年胡仕章又
因两个孩子读书致贫，被评定为贫困户。

如何脱贫？上级扶贫专家经过对
胡仕章情况的认真调查后，提出了在他
原来种植的青花椒地里套种黄精以及
其他农作物，以此增加收入。

2015年，胡仕章开始在青花椒土地
里套种了10余亩黄精和其他农作物，增
收效果明显。2016年起，胡仕章先后在
浪坪乡、庙溪乡等地，再流转土地近300
亩，按季种植甜玉米、白萝卜、榨菜、辣椒
等，实现了赢利。胡仕章的成功，不仅让

自己脱贫，也带动了周边农民增收。为
此，他每年为来基地务工的农民支付近
20万元工资，带动附近200人次增收。

“胡仕章是浪坪乡通过发展特色
农产品脱贫的典型，类似这样的脱贫
事例还多。”周建国说。在浪坪乡浪水
坝村有个“大竹园农业产业园”的果树
基地，有近500亩，除了栽植油桃、黄
桃、黄金梨、小青李等果树外，还有一
个2万多尾鱼苗的鱼塘，是浪坪乡致
富的新希望。

打通致富路 吸引游客来

“浪坪乡有独特的地理优势，与阿
蓬江只有一山之隔。如何让浪坪借助

阿蓬江旅游发展自己的产业，是浪坪人
多年的梦想。”周建国说。

阿蓬江是重庆有名的旅游地，而浪
坪乡与阿蓬江被骨干山阻隔，骨干山成
了浪坪人致富的“拦路虎”。2015年，
在上级的支持下，连接两地的300米隧
道正式开工。

而今，隧道早已打通，“浪坪人借力
阿蓬江，可以吃上旅游饭了。”时任乡长
的杨胜华告诉记者。游客到了这里，下
水游峡谷、上岸住浪坪，土特产好卖了、
宾馆有人住了、饭馆不愁客了。

以浪坪乡为圆心40公里半径内，周
边分别有小南海、濯水古镇、菖蒲大草
原、鞍子苗寨等景区。这些景区游客的
互相往来，走浪坪是条捷径。打通隧道
后，浪坪不但实现了交通突围，更实现了
产业突围，建成片区游客集散地。

据介绍，浪坪乡以打通交通“肠梗
阻”为牵引，实施高山生态移民搬迁，大
力建设人畜饮水、集镇防洪、集镇排污、
农村电网改造、农村公路通畅通达等基
础设施工程。先后完成撤并村通畅项目
7个26.5公里，建成农村人畜饮水池106
口，群众安全饮水保障率达100%等。

同时，因地制宜建成了1250亩茶叶
基地，1200亩青花椒、3000亩优质水稻
基地、1000亩辣椒基地，520亩冰糖李基
地、500亩综合产业园、10000只鹅苗脱
温房。酉阳县科协多次组织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等科研单位专家到生产一线
培训，释疑解难，为浪坪乡产业稳步发
展，农户稳定增收提供了技术支撑。

浪坪乡村民在收割灵芝。 酉阳县科协供图

“山高峡深一线天，九山微水一
分田。”红池坝镇距离巫溪县城120公
里，曾经贫困发生率20.5%，村民困守
青山受穷。自 2017 年 8 月被确定为
市级深度贫困乡镇以来，红池坝镇发
挥紧邻红池坝 4A 景区的优势，坚持
实施“农为基础、旅为龙头”，昔日贫
困的偏远山村正在变成景美人和的
世外桃源。

交通先行推进基础设施建设

“刚炒出来的157斤茶叶，在微信
朋友圈里一下子就卖光了，这在过去
都是不敢想的。”红池坝镇驻村副镇长
乔梁高兴地对记者说。

几年前，红池坝镇仅有一条4.5米
宽的乡道出境，到周边最近的县城，顺
利时也要3个小时车程。恶劣的自然
环境，落后的基础设施，是红池坝镇贫
穷的根源所在。

交通改善，才能赢得大发展。2017
年8月，红池坝镇规划建设64公里“一
横一纵”干线公路，“一横一纵”干线公
路的建成，红池坝镇由原来的独道通
行变为3条通道进出，有效解决了出行
难，成为红池坝景区的“西大门”“前客
厅”。此外，两年多来，红池坝镇还累
计建成四好农村路230公里，人行步道
251公里，安装防护栏131公路，到组通
畅率100%，实现了“村与村互联互通，
户与户脚不沾泥”。

“基础设施的深度改善，为山里的

货‘出得去’打开了便捷通道。过去年
关时节山里人卖两头猪需要翻山越
岭、费九牛二虎之力才能运到山下。
现在企业能上门收购农产品，生鲜产
品当天就能运到重庆主城，物流更快，
成本更低。”说起红池坝镇现在的发
展，乔梁心里充满了信心。

调整结构优化主导产业

2017年，红池坝被列入重庆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市农业农村委
扶贫集团对口帮扶，大批利好政策和
扶贫资源纷至沓来。我市相关部门多
方联动多点发力，为红池坝镇的发展
做出积极贡献。

“近年来，我们多次深入红池坝镇
进行专题调研，专家们围绕科技人才
支撑产业振兴和脱贫攻坚这两大主
题，到农业基地、企业和农户家进行了
实地考察，希望能为当地产业发展定
位、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加强人才支
撑能力建设等尽自己的一份力。”市老
科协相关负责人说。

近几年，红池坝镇根据海拔高差
和立体气候，错季错位发展主导特色
产业，布局落地万亩茶叶、经果、蔬菜、
中药材和万群中蜂、万头（只）草食牲
畜等产业，通过利用山区“高中低”特
殊发展空间，实现错季蔬菜、水果等上
市时间的早中晚市场竞争优势，不断
提升市场竞争力和土地产出效益。

截至目前，红池坝镇已建成标准

化茶园7800余亩，栽植核桃、脆李、脆
桃、花椒等经果2.5万亩，套种马铃薯
（蔬菜）1万亩，在地中药材1.6万亩，养
殖草食牲畜3万余头（只），发展中蜂
7600余群。粮经作物比由7∶3调整为
2∶8。实现村村有主导产业，户户产业
全覆盖的目标。

农旅融合拓宽致富增收路

碧空如洗，青山如黛。一垄垄、一
畦畦“微田园”散落在农家房前屋后，
三三两两的游人悠闲地沿着步道穿行
其间，老人们在秋日的暖阳里谈天说
地……近日，记者走进红池坝镇茶山
村，感受到了属于“她”的诗和远方。
三年前，茶山村还是一个“脏乱差”的
贫困村，现在不少群众挣上生态钱、吃
上旅游饭，实现了田园变景观、农房变
客房、农民变老板。

“游客来了经营民宿，游客走了就
在李子园务工。一家人在一起，比过
去外出打工强多了。”贫困户胡光元是
茶山村第一个“森林人家”建立者，半
年时间挣了3万多元，让他对现在的小
日子很满足。

美丽乡村释放“美丽经济”，风景
成了红池坝镇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近年来，红池坝镇坚定不移走“小
组团、微田园、生态化、有特色”农旅融
合发展之路，7个农旅融合示范片即将
全面建成。成功创建“红池云乡”
AAA级旅游景区，获评“重庆气候养
生地”“网友最想去的十大气候宜居
宜游乡镇”称号。“春品茶赏花、夏避
暑摘果、秋收药采蜜、冬民俗戏雪”的
四季农旅融合格局正在形成。从艰
难求饱的“生存”，到喜乐常在的“生
活”，“农旅融合”的发展模式，让村民
们告别了“面朝黄土背朝天”艰辛求温
饱的历史。

红池坝镇铁岭村中药材基地已经
初具规模。

巫溪县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