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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云阳县
农坝镇通过发展绿色
经济、做强生态产品
增收致富。“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理
念在这里铺展新画
卷、书写新传奇。

图为采挖群众在
现场清理、挑选乌天
麻，以便分类制成成
品。
通讯员 饶国君 摄

寒风悄悄袭来，挡不住2023年来临的脚步，挡不
住重庆酉阳县高山蔬菜基地产销两旺的喜人景象。
毛坝盖、银岭盖、菖蒲盖、青华盖等高山蔬菜基地的村
民脸上挂满了笑容，他们种植5.1万亩山地蔬菜，产量
12万吨，销往酉阳县城以及黔江、贵州等地，销路顺
畅，目前经济产值3.2亿元，实现了稳产增收。

近年来，酉阳县结合县域实情，坚持把蔬菜产业
作为农业持续增效、农民稳定增收的重点基础产业。
酉阳县着力构建“1+9+X”产业体系，围绕“稳产能调结
构、提质量保供给、壮链条增效益”主线，优化产业结
构，强化科技支撑，壮大产业链条，加强质量安全监
管，实现了保供稳价、提质增效。2022年，酉阳县蔬
菜播种面积33万亩，总产量49万吨，总产值达到14.8
亿元，较上年分别增长3%、8.5%、11.7%，成为全县农民
增收致富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科技支撑，提升蔬菜品质和产量

科技助力，单产同比增长。酉阳县充分依托科技
特派团大宗蔬菜产业组和特色蔬菜产业组专家技术优
势，到各蔬菜规模生产经营主体开展技术培训、田间技
术指导，重点对辣椒、西红柿、茄子、甘蓝等蔬菜集约化
育苗种植技术、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集水肥一体化、
设施栽培等绿色防控栽培技术进行培训和推广，使蔬
菜平均单产达到1478公斤，较上年同比增长5.3%。

同时，与市农业科学院在龙潭镇、花田乡开展食用
菌大球盖菇林下种植技术示范推广10余亩。使从事蔬
菜生产的经营主体达到200余户，平均亩均利润达
300~500元；蔬菜种植品种辣椒、西红柿、茄子、南瓜、
白菜、甘蓝等良种化率达到100%，全县在麻旺、腴地、
清泉、浪坪、毛坝等乡镇建成蔬菜试验示范基地10个。

酉阳县正加强与科研院校密切协作，开展新优品种
引进试验示范，大力推进技术创新应用，依托各乡镇农
业技术推广机构，加强基层农技人员培训，提升专业技
能，大力推广精量播种、嫁接育苗、间套轮作、避雨栽培、
智能高效生产、节能机播机采、尾菜综合利用等适用技

术，打造高标准绿色蔬菜基地，提升蔬菜品质和产量。

科学管理，打造品牌“菜篮子”

近年来，酉阳县坚持政策扶持、科学管理，狠抓规
模基地建设，落实“菜蓝子”行政首长负责制，稳定政
府性投入，在政策、项目、资金等方面为蔬菜基地建设
提供有力保障。

积极招商引资，引进蔬菜生产经营主体，通过直接
投资、股份合作等形式，建设标准化蔬菜生产基地，发
挥规模基地示范带动作用。以规模生产基地落实蔬菜
标准化生产技术规程，大力推进标准化生产。通过加
强生产流程监控，杜绝高毒与禁用农药、肥料、农膜、材
料等投向生产环节。严把安全间隔期、采前自检、产地
准出、市场准入等关口，确保蔬菜生产安全。通过质量
安全监管和安全生产承诺制度，产品质量明显提升。

品牌建设初见成效。今年全县获得“两品一标”认
证主体10个，获得地理标志产品1个，绿色产品23个，
认证面积3628亩，认证产量6200吨。通过首创农业、
众益农业、青弘翔农业等农业龙头企业发展加工型辣
椒、榨菜等特色蔬菜4万余亩，产业惠及26个乡镇85
个村1.5万余农户。加工型辣椒订单收购单价1.85元/

斤，产量达到1.5万吨，产值实现5500万元；榨菜订单收
购单价0.4元/斤，预计产量3万吨，产值2400万元。通
过特色蔬菜产业发展，种植辣椒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
以上，种植榨菜农户户均增收1500元以上。

创新经营模式，确保菜农收益

发展菜篮子工程，就是为了富民增收。酉阳县蔬
菜生产依托恒华农业、品诚农业、首创农业、青弘翔农
业等农业龙头企业，采取“农业企业+村集体经济组
织+农户”的订单生产模式，产品远销重庆主城、湖北、
湖南、广东、福建等地，鲜销蔬菜产值达到12.4亿元，
加工蔬菜榨菜、辣椒、鲜食玉米以及调味品等，产值
2.4亿元。市场消售渠道畅达拓展，确保菜农的收益。

稳生产保供给，解决3—4月份蔬菜春淡和今年
严重干旱对蔬菜供给影响，酉阳县增种一批以毛白
菜、莴笋等为主的叶类速生蔬菜2667亩，产量达6000
余吨；为缓解旱情带来的不利影响，采取先抗旱育苗，
适时移栽方法，不务农时，种植以青菜头、毛白菜、莲
白、萝卜、莴笋等为主的秋冬蔬菜9万亩，产量21万
吨。通过扩大蔬菜生产面积，有效解决蔬菜春淡市场
供给和持续干旱对蔬菜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蔬菜产业前景向好，目前覆盖全县38个乡镇139
个村。蔬菜产业通过土地租金、务工薪金、入股分红、
参与股权化改革等方式，带动脱贫户2万余户5万余
人，户均增收2000元以上，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
推乡村振兴做出了应有贡献。

酉阳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表示，发展中产生的问
题，用发展方式解决。以“菜篮子”为着力点，加大政
策扶持和科技下乡力度，做优做强规模基地产业链
条，以绿色、品牌、康体、时尚等消费趋向为引领，刺激
新消费，创新增加有效高端供给，推进高山蔬菜保供
基地和加工型辣椒基地建设，聚力打造品质优良、绿
色无害、市场广大的蔬菜品牌，让酉阳品牌蔬菜畅销
国内外，助推县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通讯员 刘吉波 黄修冬 记者 黄仕明 胡进云

酉阳：打造高标准高品质蔬菜产业基地

“这里有两个，另一个草丛里还有好几个，快拿
背篓过来装……”近日，重庆石柱县黎场乡天湾村，
业主正组织20多名村民在地里采收花生南瓜。

“今年我们公司一共种植了400亩花生南瓜，产
量在300吨左右，目前进入采摘尾期，前期采摘的花
生南瓜已畅销重庆主城。”石柱县海吉鑫生态农业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花生南瓜口感好，不愁销路，明年
还将扩大种植规模。

据了解，花生南瓜口感清香、粉糯甜口，因形状
像花生且带有花生的香味而得名。花生南瓜作为

汤汁、蛋黄派等食品的重要食材，在国内市场十分
畅销。石柱县海吉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我们把花生南瓜采摘回来之后，首先把南瓜的蒂
剪掉，然后将青色瓜和黄色瓜分开包装，再发往重
庆主城。”

该负责人介绍，今年的花生南瓜订单价是0.35
元/斤，明年订单价格将提升到0.41元/斤，因此明年
准备把承包的500多亩土地全部种上花生南瓜，并
且发动周边乡亲们一起种，争取将种植面积达到
1000亩，带领大家一起增收致富。

石柱400亩花生南瓜畅销市场
通讯员 白刁尹

想要种好枣树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选择好栽培园地。枣树的适应性比较强，对土

壤的条件要求不严，各地可以充分利用荒地和盐碱
地（土壤含盐总量不能超过0.35％）进行栽培。山区
和丘陵地带种植枣树，应选择土层深厚的阳坡，阴
坡则不宜种植。

选择好种植品种。枣树的品种颇多，一个优
质品种，一定要树势好、抗病虫能力强，果实耐
裂、果形好、果色好、营养成分含量高、口感好。
目前用于干制的优良品种有金丝丰、金丝蜜、无核
红、无核1号、无核3号、赞黄大枣等。枣农可根据
需要进行引种栽培，或选用优质品种的接穗进行
嫁接培育。

选择好栽培时间。枣树自落叶到第二年萌发
前的整个休眠期都可栽培，分为春栽和秋栽。根据
多年的栽培经验，以2年生及2年以上生的根蘖苗
种植，选择春栽的枣农在春栽后应立即浇透水，成
活率很容易达到90％以上。

（本报综合）

酉阳县辉和全农业有限公司员工正在采收蔬菜。
酉阳县农业农村委办公室供图

百问

怎么种好枣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