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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乡村振兴行动
优秀案例展示

铜梁蔬菜科技小院
积极打造“ ”

本报记者 冉罗楠

本报讯（通讯员 张又麟）近日，沙坪坝区科协联
合重庆市园艺学会在中梁镇龙泉村开展了科技助力乡
村振兴活动。

沙坪坝区科协组织带领市园艺学会、西南大学柑
桔研究所的专家深入田间地头、走进村民院坝进行实
地调研，并针对水果种植改良情况、栽培技术、土壤、病
虫防治等问题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培训和解疑答惑。

座谈会上，专家们围绕农村主要经济作物、乡村产
业规划、人居环境整治、农业旅游融合发展、蔬菜种植
等方面进行交流讨论，收集农业产业一线的具体问题，
综合研判并提出解决方案。再结合实际情况，打造特
色产业品牌的发展之路，发展有地域特色的优质农产
品，促进农业产业规模化、特色化发展，从多维度解决
制约农村农业高质量发展的综合性问题。

下一步，沙坪坝区科协将立足区域发展优势和沙坪
坝区“都市现代农业”的发展定位，紧扣“四服务”职责，深
入乡村田野、果园企业、社区农村等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
活动，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将美丽乡村打造成现代都市农业中的“诗意田园”。

科技助力乡村振兴活动
走进中梁镇龙泉村

中国农技协十佳科技小院、全国农业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实践教学成果一等奖、首届全国科技小院大赛一
等奖……2020年10月铜梁蔬菜科技小院正式成立以
来，它已经斩获了多项殊荣，为什么铜梁蔬菜科技小院
打造的“铜梁模式”能够被当作经典案例向全国推广？
了解蔬菜科技小院的“成长历程”后你会恍然大悟。

“西南大学希望打造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样
板、落地绿色蔬菜生产新模式，而铜梁作为重庆市四
大蔬菜保供基地之一，具备打造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
发展整县制样板的优势。”铜梁蔬菜科技小院首席专
家陈新平教授详细地讲起小院的由来背景，于是校地
双方一拍即合，在重庆市科协、市农业农村委的支持
下由中国农技协于2020年10月19日授牌成立铜梁蔬
菜科技小院。

小院是建起来了，可是小院要解决哪些问题？如
何解决问题？经过多方讨论与协商，铜梁蔬菜科技小
院决定以铜梁蔬菜生产问题为切入点，在全国首次构
建了“三多五步”研产销一体化蔬菜全产业链绿色发
展“铜梁模式”，以期实现蔬菜绿色生产，打造长江经
济带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样板。“三多”即校方多门
学科交叉、地方多个部门协同、校地多方资源赋能，

“五步”即调研分析、平台建设、科技创新、产业服务、
人才培养。

“要制定出科学的铜梁蔬菜生产方案，我们首先

需要摸清铜梁区农业绿色发展现状、探明主要制约因
素及发展途径。”铜梁区科协主席陈恒煦告诉记者，铜
梁蔬菜科技小院自成立至今走访了铜梁区7个镇街、
45个村，调研了铜梁区24种蔬菜生产的现状，获取10
万余条数据。

在充分调研分析之后，针对铜梁区蔬菜生产现
状，铜梁蔬菜科技小院构建了“从头到尾”的蔬菜全生
育期绿色生产技术。“头”就是采用“绿色化+工厂化”
育苗技术生产优良种苗，蔬菜生产过程采用土壤—作
物系统综合管理技术，其中包括优良品种引进、健康
土壤培育、绿色智能施肥、病虫绿色防控、智能农业装
备等5项技术来生产绿色低碳蔬菜；“尾”是采用新型
废弃物循环利用技术将“尾菜”变废为宝生产有机肥
料，改良菜地土壤，实现循环农业。

至此，蔬菜科技小院的“绿色低碳种植新模式代
替传统种植，助推绿色低碳蔬菜产业”的模式已初具
雏形。“小院成立以来共形成23项技术，集成的绿色
生产技术在辣椒两季生产实现减肥减药37%、增产
15%、农户增收55%、减排34%。”陈新平欣喜地说。

生产技术敲定了，农户培训好了，蔬菜生产出来
了，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谁来为这些生产出来的
蔬菜买单？这也是切切实实摆在蔬菜科技小院工作

者们面前的一大难题。最后在多方协调和政策支持
下，小院与淘菜菜合作，开展订单式销售，从消费端指
导蔬菜绿色生产，实现了让蔬菜从采摘到餐桌仅需24
小时。目前小院与淘菜菜合作直接带动13人就业，订
单量也达1万单以上，为业主增加新零售销售渠道。
据悉，近一年来小院师生培训蔬菜种植大户80户，推
广服务面积也达5000亩以上。

得益于蔬菜科技小院的新模式，铜梁的蔬菜在生
产端可以达到减肥20%~60%、减药30%~60%、减排
达30%以上；农户则可以增产10%~20%、增收20%~
50%；消费端的价格可降低40%~60%、损耗可降低
20%~30%。西南大学长江经济带农业绿色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助理谭庆军表示，这样的模式可以在提高蔬
菜产量的同时降低生产成本。

如果将绿色低碳蔬菜生产技术覆盖至铜梁区
80%以上的蔬菜种植户、面积达20万亩以上，就实现
节能减排1.42万吨、增收1.8亿元。陈恒煦表示，未来
铜梁区科协将继续大力支持铜梁蔬菜科技小院建设
发展，进一步将政府部门、高校、企业、合作社、农户等
多方有效联动起来，加强产业化联合体的建设，打通
研产销三大环节，建成并稳定运行产业化联合体，让
科技创新为人民群众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近年来，重庆市綦江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因
地制宜发展特色养殖业、种植业、乡村旅游业，有效
拓宽了村民增收致富渠道，村容村貌也不断提升，
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满。

图为重庆市綦江区新盛街道石桥村卧马渔村
渔业产业基地，养殖户忙着拉网捕鱼。

通讯员 陈宗武 摄

本报讯（记者 樊洁）为进一步推进渝鲁协作，
培养和提升城口县种植大户和乡镇农技人员的专
业技术水平，着力提升城口县连翘、核桃等产业标
准化、高质量发展，由城口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城口县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和城口县乡村振兴
局主办，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承办的城口
县鲁渝协作乡村特色产业科技人员培训班于近日
成功举办。受重庆市人力资源开发服务中心邀请，
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重庆综合试验站站长、重
庆市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团队首席专家李隆云详细讲解了连翘规范种
植技术。城口县各乡镇农服中心人员、种植大户、
专业合作社和药材种植公司技术人员共50人左右
参加培训。

培训会上，李隆云重点介绍了连翘的种类、育
苗技术、移栽方法、病虫害防治等技术要领，并对大
家关心的种源、初加工、结果率、市场销售等问题进
行了详细解答。

据了解，城口县连翘种植始于2005年，主要种
植麻连翘、白连翘两个品种，现有种植面积3000多
亩。本次培训针对城口县连翘产业发展和技术需
求现状，让学员全面掌握了高品质绿色连翘规范种
植技术管理要点，真正满足了城口县种植大户、合
作社和种植公司技术人员对实用技术的迫切需求，
增强了城口县发展连翘产业的信心。该培训项目
是落实新时代人才渝鲁合作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乡
村人才振兴的重要抓手，是促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和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途径。

城口县：连翘种植技术培训助农民增收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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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江泽刚,母亲:冯德琼)江雅岚，2014年
12月21日出生遗失出生医学证明,证件编号:
o500311682,现声明作废。●重庆采纳测绘技术有限公司公司遗失中国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海尔路支行基本户开
户许可证1份，核准号 J6530090276501，声明
作废。●重庆渝扬博亿商贸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农村
商业银行彭水支行基本户开户许可证1份，
核准号J6875001294501，声明作废。

●铜梁区李先生卤肉餐饮店遗失重庆市铜梁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本，核发日期：2020年4月29日，许可证编号
JY25001511035430，声明作废。●刘陈愉于2022年10月22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500109200303032526，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刘守兵于2022年10月28日不慎遗失身份
证，证号：512225197502025833，本人已申领
新证，此证已失效，特此声明。

米兰花为常绿灌木花卉，养护盆栽米兰花要掌握
以下技巧：

施肥技巧。一般应每月施肥1次，以有机肥和高
效磷、钾肥为主，切忌偏施氮肥。

浇水技巧。保持盆土全年都湿润，避免干旱龟裂，
注意不能长时间侵泡，否则会沤根、烂根、黄叶。一般
夏秋季每天浇1次水，冬春季每2～3天浇1次水，以水
分能够迅速渗入盆土，不积在表面为宜。同时，再夏季
和冬季要经常用水均匀喷湿所有的枝叶，使枝叶保持
湿润。 （本报综合）

如何养护盆栽米兰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