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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綦江区篆
塘镇十分重视农业产业
化发展建设，并将其纳
入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
之一，凭借科技手段和
相关农业政策，积极引
导与鼓励当地农民群
众，通过辛勤劳动，走上
致富新道路。

图为綦江区篆塘镇
珠滩村的村民们在草莓
大棚里专心地除草。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近年来，巴南区引领党建推动乡村
振兴，通过“跨村联建”模式成立片区党
委、组建党建联盟，探索村村联、村企
联、村单位联，走出一条“党建领航、资
源共享、责任共担、优势互补”的党建赋
能乡村振兴新路子。

村村联建
“肥水”流入自家田

姜家镇水源村，几座彩钢棚鸡舍整
齐排列着。在智能鸡舍内，安装有传感
器、摄像头、溯源系统等智能设备，农户
只需要拿出手机一看，便可实时掌握鸡
舍温度、缺食、缺水等情况，也能监控鸡
舍周边有没有野生动物、窃贼等，非常
智能、方便。

“现在我们村建成这样的标准化智
慧鸡（鸭）舍有 150间。还发展‘黑五
谷’2500亩，产品都运至隔壁蔡家寺村
进行加工、储藏和销售，并且有科技特
派员、专家为我们提供技术指导，现在
我们村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了。”水源村
相关负责人说。

这一变化得益于巴南区推行的“村
村联建”。

2021年，姜家镇依托产业基地和
党建引领，以蔡家寺村为领建村，成立
产业片区党委，将各村拥有的资源进
行整合，并共用“食黑姜家”“姜蔡黑”
等产品品牌和“一水黑”电商渠道，建
立起以蔡家寺村产业为中心，其他3
个村差异化布局的集体产业融合发展
产业链条。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姜家十黑”产业片区党委是巴南
区诸多村村联实践的一个缩影。截至
目前，全区已成立11个片区党委，覆盖
36个行政村，高标准建成了以 1个市
级乡村振兴示范村、11个区级乡村振
兴重点帮扶村为龙头的联建片区，通
过强村帮弱村、先进带后进，推动形成
头雁引领、强村帮带、产业联动的“1+
1”“1+N”发展格局。

村企联建
强企富村“比翼飞”

走进丰盛镇油房村，宽阔平整的
沥青路、鳞次栉比的房屋，井然有
序、干净整洁的布局，与美丽村景交
相辉映，绘就出一幅产业兴、生态美

的乡村新画卷。
油房村为巴南区乡村振兴重点

帮扶村。2022年 4月，油房村通过联
合邦天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开
展联建共建活动，充分发挥党组织整
合资源的优势，将人才共育作为党
建、联建、共建的重要内容，实施“双
向培养”。

油房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乡村发
展越来越好，农旅融合发展也越来越
快，得益于村企共建。油房村每个月
会定期派人到农业企业开展党建工
作。同时，也邀请农业企业相关人员
担任油房村产业发展顾问，帮助村

‘两委’厘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难
题，为村里的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
基础。

目前，油房村与5家企业互联互
动、互帮互助，建立常态沟通反馈机
制，并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帮助企业
及时了解宣传惠企新政策。企业充
分发挥专家团队优势，邀请农业技
术、乡村振兴、农家乐经营等方面专
家开展专题培训，进一步帮助党员群
众提高开展乡村振兴工作的本领，实
现增产增收。

村单位联建
“联”通百姓致富路

互设“党员先锋岗”、联建“志愿服
务队”、选派“党建指导员”……市乡村
振兴局机关第十一党支部、区城市管理
局机关党支部同东温泉镇黄金林村党
总支组建党建联盟以来，东温泉镇黄金
林村与联盟单位共过组织生活、共办主
题活动、共商发展难题。如今，联盟单
位每季度积极召开座谈会，为乡村产业
发展、项目实施、乡村治理等出谋划策，
并组织机关党员干部下沉基层支农助
农，帮助解决群众问题。

截至目前，联盟单位累计落实资金
180万元支持村里发展集体产业；先后组
织20名农技专家、业务骨干到村进行技
术指导；采取电商销售、以购代捐、定点采
购等措施帮助销售农产品1.3万余斤。

据悉，巴南区目前已先后组建党建
联盟33个，覆盖52个行政村，200余家
机关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群团组织、非
公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金融机构参与
其中。33个党建联盟有效整合各类党
建资源和发展资源，赋能乡村振兴。

巴南：“联”出乡村振兴新画卷
■袁启芳

小麦是我国一种主要的粮食作
物，在我国的种植面积是非常大的。
小麦又分为春小麦与冬小麦，目前到
了冬小麦种植时期，那么冬小麦该怎
么管理呢？

注意防冻。要对土壤质量差、
田块大的吊根苗进行培土，可以
土杂肥为主，这能为小麦苗提供
防冻保苗的作用。如果苗期不好
且播种过晚，则要及时中耕松土，
避免土壤板结，提高土壤温度，培
育壮苗。

合理浇水。秋冬季节时，下雨
天较少，土壤容易出现干旱。因此
在种植冬小麦时，浇水防旱工作也
是非常重要的。很多时候，越冬的
麦田都会出现较为严重的旱情，墒
情非常差。所以，在温度有所上升
且夜冻日消的时候，要注意做好浇
水工作，为冬小麦根部生长提供充
足的水分。

防止旺长。如果播种过早的话，
在前期容易形成旺长苗，并且生长
能力在后期会逐渐减弱。因此我们
要在晴天早上的时候，适当镇压，避
免小麦苗主茎及大蘖生长过强。镇
压过程中，如果苗上有露水或者出
现霜冻的话，则不能进行，避免伤到
幼苗。镇压后要做好划锄浇水工作，
并施入适量的碳酸氢铵，抑制小麦苗
旺长。

病虫害防治。通常在冬小麦播种
后半个月左右便会齐苗。出苗后2~3
周，极有可能会出现锈病、纹枯病等病
害。如果出现锈病，可使用烯唑醇可
湿性粉剂或三唑酮可湿性粉剂兑水喷
雾。如果出现枯病，可使用三唑醇或
井冈霉素。

（本报综合）

本报讯（记者 樊洁）11月7日—
8日，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川渝中医药产业发展，四川省中医
药管理局、四川省乡村振兴局联合举
办，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承办的2022
年中医药助力乡村振兴技能人才培训
班在达州市和雅安市成功举办。受四
川省中医药科学院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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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李隆云进
行了授课，四川省各县的乡镇干部、农
业技术人员、驻村帮扶干部、村干部、
三支一扶人员及大学生村官共计200
余人参加了培训。

本次培训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进行，在雅安、达州分片区进

行授课。在培训会上，李隆云重点
讲解了中药材初加工的相关政策，
初加工的概念和目的，中药材产地
加工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介绍了产
地加工基地的基本要求、药材干燥

度的判定方法等，并对种植基地初
加工厂建设提出了建议，展望了中
药材初加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重点
和主要发展方向。

中药材初加工是从源头上提升药
材质量的关键环节，直接影响药材质
量，是进一步加工炮制和充分发挥其
药用功效的重要步骤。此次培训，提
升了学员对中药材初加工的重视，促
进药材初加工技术和初加工设施改
进，为提高药材初加工质量，生产优质
药材，推动成渝地区中药材高质量发
展贡献力量。让中药材产业真正成为
农户增收和乡村振兴的“助推器”，从
而促进乡村振兴，加快实现农业农村
现代化，进一步推进中药材产业的现
代化发展。

专家“把脉”支招 推动成渝地区道地药材高质量发展

培训现场。 通讯员 杜欣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