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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仕明 通讯员 李
中会）土鸡、土鸡蛋、奇艮猪肉、稻田鱼、
水润米、六和居养生汤、家常菜等是开
州区的原生态绿色食品，也是重庆伍六
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的招牌产品。

据了解，该公司是集种植养殖、农
副产品加工销售、餐饮休闲为一体的综
合性农业集群企业，下辖5家全资子公
司、2家控股公司，目前资产突破千万
元。该公司从三张路边摊餐桌起家，坚
持“奉献、生态、健康至上”的理念，历时
19年探索发展，成功实现了“餐饮→农
业生产→农产品加工→市场”的农业全
产业链闭环生产，为创建“伍六奇”百年
品牌企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企业以“创
建世界级的农业科技企业”为目标，坚
持“科技创新、以人为本、质量第一”的
宗旨，积聚以科研创新、旅游休闲、情景
购物、互动体验为一体的集群产业链。
已获得重庆市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

庆市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农产品加工
业百强示范户”“重庆区县特色餐饮
100强”等荣誉称号。拥有发明专利2
项，实用新型专利 27 项，商标 42 个。
公司主打产品有：散放于树林，每天只
在天黑时限量喂食玉米瓜果，可以溯
源，已获得“特质农产品”称号的桑爷土
飞鸡；以发酵鸡粪、猪粪为底肥，稻下养
鱼的桑爷水润米；前三个月食用全价
料，后五个月喂食玉米，肉色干爽有弹
性的奇艮猪肉；奇婆婆秘制酱菜等。每
批产品都有完善的质量监测保证体系
和严格检测手段。公司将致力于生产
工艺和产品深加工的研究和开发，用科
技创新开创新时代农业格局，力争在3
年内进入国家高新级产业龙头企业。

同时，该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每年
解决当地150余人就业，带领150户贫
困户创业增收，承诺每年帮扶2名贫困
户学生读至高中。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
2022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共9大类
34项。

支持粮食生产方面，实施实际种粮
农民一次性补贴，2022年中央财政继
续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农资补
贴，补贴对象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
的农民，流转土地种粮的大户、家庭农
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等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以及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
会化服务的个人和组织，补贴标准由各
地区结合有关情况综合确定，原则上县
域内补贴标准应统一。

实施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开展农
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试点，开展常态化作
业信息化监测，优化补贴兑付方式，把
作业量作为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分步

兑付的前置条件，为全面实施农机购置
与应用补贴政策夯实基础。推进补贴
机具有进有出、优机优补，推进北斗智
能终端在农业生产领域应用。支持开
展农机研发制造推广应用一体化试点。

实施重点作物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聚焦围绕粮食和大豆油料作物，集成推
广新技术、新品种、新机具，打造一批优
质强筋弱筋专用小麦、优质食味稻和专
用加工早稻、高产优质玉米的粮食示范
基地，同时集成示范推广高油高蛋白大
豆、“双低”油菜等优质品种和区域化、标
准化高产栽培技术模式，打造一批大豆
油料高产攻关田，示范带动大范围均衡
增产等。实施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聚
焦粮食和大豆油料生产，支持符合条件
的农民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

服务公司和供销合作社等主体开展社会
化服务，推动服务带动型规模经营发展。

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
设，聚焦粮食稳产增产、大豆油料扩种、
农产品有效供给等重点，根据不同区域
自然条件和生产方式，示范推广重大引
领性技术和农业主推技术，推动农业科
技在县域层面转化应用。继续实施农
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农技推广特聘计
划。实施玉米大豆生产者补贴、稻谷补
贴和产粮大县奖励。

其他8大类包括：支持耕地保护与
质量提升方面，实施耕地地力保护补
贴、高标准农田建设、东北黑土地保护、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耕地轮作休耕、
耕地深松等；支持种业创新发展方面，
实施种质资源保护、畜牧良种推广、制

种大县奖励；支持畜牧业健康发展方
面，实施奶业振兴行动、粮改饲、肉牛肉
羊增量提质行动、生猪（牛羊）调出大县
奖励等；支持农业全产业链提升方面，
实施农业产业融合发展、农产品产地冷
藏保鲜设施建设、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
工程；支持新型经营主体培育方面，实
施高素质农民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高质量发展、农业信贷担保服务；支持
农业资源保护利用方面，实施草原生态
保护补助奖励、渔业发展补助、绿色种
养循环农业试点、农作物秸秆综合利
用、地膜科学使用回收；支持农业防灾
减灾方面，实施农业生产救灾、动物疫
病防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支持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方面，实施因地制宜推进
农村改厕。 （本报综合）

2022年重点强农惠农政策发布

多项补贴、奖励支持粮食生产

近日，重庆市云阳县栖霞镇千
亩花椒基地迎来丰收，县政协“渝
事好商量”服务大篷车开进该基
地，青年普法志愿者向正在劳作的

村民们宣传防骗、远离非法集资等
实用法律知识，以维护社会平安，
构建民生和谐。

通讯员 饶国君 摄影报道

本报讯（通讯员 黄大荣）初夏
时节，草木葳蕤，放眼望去，酉阳县丁
市镇中坝村千凼田的1000多亩土地

“复活”了。
过去地里一米多高的芭茅草消失

殆尽，给水的沟渠里也不见淤泥和石块
的踪影，成群结队的村民忙碌在田间，
绿油油的辣椒和药菊铺满了千凼田。

据悉，山里的先民们历经数百年
依山就势开垦出了千块层层叠叠的
梯田，“千凼田”由此而来。在过去缺
粮少米的困难年代，这里作为中坝村
的“粮仓”，是当地村民繁衍生息的重
要依托。随着务工潮的兴起，村民们
纷纷选择外出务工，曾经精耕细作、
热闹非凡的千凼田渐渐淡出了村民
们的视野，慢慢地变成了龙头山下最
不起眼的一片灌木丛。

但村民们没有忘记千凼田。自
乡村振兴战略打响以来，当地党委政
府积极探索“山地农业”和“山地旅
游”两大课题，目光重新汇聚到了千
凼田。

“根据村情，结合党员群众代表

意见，村里制定了集体经济发展计
划，确立了以千凼田撂荒地复耕复
种和打造景观梯田为抓手，通过集
中流转、农旅融合、统一经营的模
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中坝村
刘书记介绍道。

今年，中坝村邀请本土人才何飞
返乡创业，成立了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第一次以“公司+集体经济+农户”的
模式种植了500余亩药菊和500亩辣
椒，昔日的撂荒地重新焕发了生机。

土地流转有租金、基地务工有工
资、入股合作有分红。眼下，千凼田
复垦已经为当地278户村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效益。

“再过两个月，药菊就会陆续盛
开，千凼田将披上黄金甲，成为热门
的乡村旅游打卡地，真正迎来重生。”
刘书记胸有成竹地说，村里正积极配
套旅游基础设施，努力把千凼田打造
成为春可耕耘、夏可纳凉、秋可观菊、
冬可赏雪的旅游景区。未来，脚下的
这片土地会越来越值钱，乡亲们的日
子也会越过越好。

重庆伍六奇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借力科技打造现代农业产业品牌

酉阳：千凼田复活记

1.清理棚室，减少菌源。将上茬
作物残留的枯枝落叶、根系清理出棚深
埋或销毁。因为很多病害都是在土壤
中越冬越夏，所以，做好地表灭菌，可以
从源头上大大减少病原菌数量，防治病
害发生。

若定植时间充裕，也可密闭棚
室，用烟雾剂熏棚12小时，
杀灭地表、空气、立柱、墙
体等附着的病原菌，定植
前2天再打开通风口通风。

2.底肥全面，搭配合理。底
肥包括化学肥料、有机肥、微生
物肥料三大类。合理搭配底肥，
不但能为植株生长提供长效、全
面的养分，还可改良土壤，提高
土壤调节能力，减轻土壤盐渍
化、板结等。

一般来说，棚室蔬菜茬口密
集，随着种植年限的增加，土壤中
化学养分往往比较容易富集，加

之越夏茬蔬菜生长期相对较短，因此，
底肥可少施大量元素肥料，以中微量元
素肥料为主，并增施优质有机肥、微生
物肥料以及功能型肥料。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