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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兔的科学管理

1.合理分群。刚断奶的幼兔在分群时应根据
体型大小、体质强弱来决定。对体型小而弱的须小
心照料，笼养的每笼不得超过4只，在整个饲养期
内，尽量不要换兔笼和变更兔群。

2.精心饲养。断奶后幼兔前两天往往情绪不
安、食欲不振，因此，饲料尽量与断奶前相似，每天多
喂几次，饲料量逐渐增加，待幼兔适应后饲料品种要
多样化。饲料要新鲜、营养要全面，而且要容易消
化，精粗饲料要合理搭配，日粮中粗纤维含量在15%
左右，粗蛋白质要达17%，每天喂给每只幼兔精饲料
40～60克，青饲料300～400克，随着日龄的增加要
逐步添加青粗饲料喂养。

3.温度适宜。断奶初期温度是否适宜对提高
幼兔成活率有着重要关系，试验表明：45日龄的幼
兔在18～20℃的温度下，比生活在10℃左右环境中
增重快、死亡率低，因此，幼兔断奶后两周内舍温尽
可能控制在15～20℃，室温过高、过低都会影响幼
兔的日增重和成活率。

4.疫病防治。要保持笼舍干燥、清洁、通风，定
期用5%的甲酚皂溶液进行消毒，注重饲料卫生，不
喂腐败变质料，青饲料上的污泥要洗净晾干再喂，并
选喂一些抗生素和抗球虫添加剂，以控制肠炎、球虫
病的发生。

（本报综合）

在 重 庆 市 万
州区龙驹镇海拔
千余米的山林里，
云雾缭绕、泉水潺
潺，一座座独立的
瓦棚鸡舍依山而
建，一个惠及数千
农户的生态养殖
产 业 正 加 速 崛
起。此时，龙驹镇
梧桐村汶上芦花
鸡西南繁育中心
的工作人员正在
查看蛋鸡的生长
情况。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近日，以“五间西瓜顶呱呱、乡村振兴富万家”为
主题的2021重庆永川五间第十二届西瓜旅游文化
节在永川区五间镇开幕。即日起至8月，市民可在
五间西瓜基地体验采摘乐趣，还可在永川区农业科
技专家大院和永川城区各展销点购买特色农产品。
若市民在外购买五间西瓜，可认准防伪二维码，通过
扫码追溯西瓜源头。

据了解，五间西瓜呈短椭圆形，瓜霜浓厚，且富
含硒元素，产于永川区国家现代农业园区圣水湖灌
区。当地海拔350米左右，地势较平坦，属亚热带季
风气候，无霜期长，全年气候温和，特别适合西瓜生
长发育。该西瓜已获得国家地理标志认证和全国名

特优新农产品称号。
“五间西瓜”历史悠久，至今有100余年历史，目前

已发展到3000余亩种植面积，核心种植区面积达1000
余亩，2020年总产量达到8000吨，年产值3000万元。

除西瓜外，五间镇还建有3000亩桃博园，年均
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00余万元。

同时，建成食用菌“永川香珍”主产地，辖区内4家食
用菌龙头企业年产值约7500吨，销售收入达1.5亿元。

在坚持做强唱响品牌的同时，五间镇正积极探
索产业融合发展，逐步形成春季赏花、夏秋采果、冬
季采菌的农旅一体化发展新格局，努力绘就一幅生
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美丽画卷。

采摘西瓜正当时
永川邀你来五间镇吃瓜

■刘政宁 谢佳洁

5月27日，迎着初夏朝阳，记者走进奉节县五马
镇樟木村，层峦起伏的山坡上，一片片长势喜人的油
茶树、香山贡茶，规模似海。一阵清风一片绿浪，清香
扑鼻。熊宣秀、刘安琼等10余名村民正给油茶树施
肥、除草、修枝，忙得汗流满面，笑靥如花。

“我们村的撂荒地全都流转出来了，家家户户除
了自家一点蔬菜自留地，山坡田土都流转出来发展油
茶产业。”熊宣秀眼里满山的油茶，满是致富宝贝。

政府引领，1.6万亩油茶扎根五马镇

新时代，新任务。近年来，奉节县五马镇党委政
府发挥集体智慧，立足“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发
展思路，遵循“一年打基础、两年见成效、三年成示范”
的发展途径，确定把产业扶贫作为脱贫攻坚的治本之
策和富民强镇之路，把油茶、茶叶、油橄榄等绿色产业
作为全镇特色主导产业。制订产业发展规划和有效
措施，通过示范带动，典型引领，以产业发展带领村民
走出了一条脱贫致富新路。

樟木村因地制宜，利用荒山和撂荒地，以凯威油茶
公司为龙头，以利益联结机制带动村民种植油茶，7年
探索发展，全村2500亩油茶已成为全镇的龙头产业。

以前，樟木村没有支柱产业，村民主要种植玉米、
土豆、红苕“三大坨”。为支持樟木村发展产业，县上
投资修通了全村公路。2013年，樟木村引进奉节县凯
威油茶种植有限公司，采取“公司＋专业合作社＋示
范基地＋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率先建立起油茶基
地，发展油茶产业。

“一亩茶山百斤油，家家户户不用愁”。油茶是奉
节传统种植经济林木，油茶树3年挂果5年丰收，盛产
期长达70年以上。2017年以来，奉节县新种植油茶
2.6万亩，五马镇种植油茶1.6万亩。

小油茶大产业，已成为村民的“摇钱树”

新时代，新发展。充分利用荒山土地资源和政策
优势，探索发展油茶产业，是五马镇推进产业扶贫、助
力乡村振兴的工作亮点。

龙头企业带动。2013年，引进奉节县凯威油茶种
植有限公司在樟木村发展油茶，公司免费提供种苗，
在专业技术员指导下，农户实施标准化栽种，公司给
予农户每株0.3元栽植补助费，采取“订单”模式回收
油茶果。2015年，采取“公司+基地”模式建设500亩
核心示范基地，培育2000亩管护示范基地，以基地为
点向全镇辐射，通过不收土地流转费、叠加长江防护
林三期工程、造林工程、退耕还林工程等政策，建立

“专家+科技特派员+农技员+科技示范户”技术推广机
制，扶持企业把基地建起来，把油茶种出来。目前，该
公司投入1800万元，栽植长林系列、湘林系列油茶品
种10个120万株，覆盖樟木、广龙等8个村。

樟木村七社冉兴州，2013年种下1.5亩油茶，2018年
油果收入600元，2019年油果收入6000元。樟木村八
社熊宣秀，2013年种下2亩油茶，2018年油茶果收入800
元，2019年油茶果收入8000元。村民们看到早期种植
农户大见成效，自发把油茶树当“摇钱树”种植。

目前，樟木村油茶树已有 1100亩进入初产期，
1400亩进入盛产期，盛产期每亩收入可达5000元。
樟木村油茶产业效益正日渐显现，2020年达到300
吨，可榨茶油18吨。

如今，五马镇油茶产业利益联结贫困户1019户
3096人，带动农户6025户近3万人增收致富。

村民成股东，增收已成企业农户的共同愿望

资源变资产，盘活现有资源。细化全镇农业发展
规划，通过出让、租赁、入股等方式，推动规模经营，发
展特色油茶产业，以变促活、以变增值。

农民变股东，激活现有土地。五马镇采取“公司+
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凯威公司负责提供种苗、技术
及必要的生产物资，农户以土地入股，实现收益后采取

“7337”模式分配利益。所谓“7337”模式，即在农户以
土地入股的前提下，若由农户进行日常管理，所得利益
农户分得七成，公司分三成；若由公司进行日常管理，
所得利益农户三成，公司七成。近年来，该镇通过实施
产业扶贫带动500余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发展油茶产

业，开垦撂荒地1300余亩种植油茶。
樟木村提供500亩集体土地资源入股，与公司签

订利益分配协议，80%以上集体经济收益用于发展公
益福利事业和贫困户分红，既减轻企业土地流转资金
压力，又盘活村集体闲置资源。村集体组织按照财政
补助资金的30%持股，连续5年以上按照每年6%的
标准固定分红，分红资金不低于10%用于贫困户。

从“产业园”到“旅游区”，小康已成共同新愿景

探索农旅深度融合发展，做大做强油茶产业，吸引游
客，增加人气和商机，加快富民强镇速度，是五马镇大力
发展山地现代高效农业，打造油茶特色小镇的创新手笔。

延伸油茶产业链。油茶被称为“东方橄榄油”，油茶
果榨食用油已有2300多年历史，可抗缺氧和抗疲劳，具
有提高人体免疫力和增进胃肠道功能，市场前景好。

2020年，县财政补助198万元，采取1∶1配套方
式，由凯威公司在樟木村建设油茶加工厂房2800平
方米，产业链延伸配套设施2000平方米，建成油茶初
加工生产线一条，年加工能力2万吨以上，目前已推
出天然绿色无污染食用油。

抱团做大产业园。樟木村油茶核心示范基地区域
现有油茶2000亩、香山贡茶1200亩、八月瓜500亩、生
态垂钓场10个、生态养猪场1个，凯威公司等3家新型农
业经营主体在一个环线内，成片成块，具备抱团发展壮
大的基础和条件，聘请知名农业产业发展规划团队，高
标准、新视野制订发展整体规划，鼓励争先申创市级现
代农业龙头企业，一体化打造市级现代化农业园区。

促进农旅大融合。坚持以农带旅、以旅兴农，文
化、旅游、农业互动融合发展的思路，从乡土民俗特色、
农耕文化、农家小吃等方面着手，结合本地资源，引进
企业开展农业生态项目建设，积极发展特色农业。已
启动3A级景区申创工作。今年9月，全镇将按照“绿
浪、花海、硕果”的目标举办“庆丰收、迎小康”第二届油
茶花节，推动产品消费扶贫和乡村旅游发展，带动农户
增收致富，全面打造樟木村脱贫攻坚样板村和乡村振
兴示范村。 通讯员 余贵来 记者 黄仕明

五马镇：富民强镇加快油茶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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