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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乡村美景入画来

铜梁区高楼镇：
种下致富树助力产业兴

万州区：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和还田措施
提升乡村生态文明建设水平

□周世明

万州区是一个主产水稻、玉米、小麦的地
区，每年有很多秸秆生物来源，如果做好秸秆
综合利用和还田工作，就会不断提升乡村生
态文明建设发展，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秸秆还田规范化

做好秸秆综合利用和还田工作，可有效减
少秸秆乱堆、乱放，减少环境污染，也是实现乡
村振兴、现代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

应充分利用当地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
传秸秆还田的重要意义，消除农民思想上的
模糊认识，防止秸秆随地堆放或焚烧；充分
利用国家地力保护政策并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制定可行措施，引导农民自觉将秸秆科
学还田；组织公安、纪检、环保、农业等部门，
进行联合执法，相互监督，共同发力，确保秸

秆还田工作顺利推进；设置区级、乡（镇）级
秸秆随地焚烧举报电话、邮箱、微信公众号，
坚持属地受理自查纠正原则，上级监督，联
动协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合理运用管理技术

培训好农机机手，全面掌握秸秆切割技
术，留茬高度要符合农艺设计要求。

土壤耕翻合理，深度要达到 20 厘米以
上，有利于秸秆深埋腐熟，减少病虫害发生；
深埋秸秆后，播种时，先镇压，后播种，再镇
压的办法，这样有利于保肥、保墒，同时也减
少小麦冻害的发生。

山区丘陵乡、村，要建立秸秆粉碎、腐
熟、运输的队伍，对小型机械或人工收割的
田块，要先将秸秆用粉碎机粉碎后，再还田
利用，或就地集中腐熟处理后再还田利用，
同时，对从事秸秆还田的组织、个体、农户

等，地方政府要给予奖励扶持政策。
在畜牧业发展集中的乡村，要规划集中

种植饲料玉米，实现订单农业，就地实现玉
米秸秆利用和转移，不断延长当地产业链
条，增加当地农业总收入。

加大秸秆综合利用研究投入

秸秆直接还田，会存在病虫危害严重的
情况，各地政府和农业主管部门，应加大配
套技术研究投入，形成成熟的推广技术后，
直接指导秸秆还田。秸秆在科技转化利用
过程中，根据秸秆比重轻和导热率低的特
点，加大制作轻质保温产品的研究投入，确
保产品运输、安装方便。所以，在科技转化
利用中，应将秸秆粉碎压缩加工成板材，或
加工成大棚墙体内心材料，外层加其他轻质
防水材料，与大棚钢架结构结合，修建成高
标准的蔬菜大棚。

推广秸秆生产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促
进秸秆多种转化肥料利用，其次加大秸秆在
工业原料应用中的研究投入，以秸秆为主要
原料，生产出更多的乙醇产品，销往国内外，
获得较大经济效益。

鼓励和扶持科研单位、工业企业，联合
探究秸秆转化理论和方法，突破关键技术，
以秸秆生物资源为原料，持续转化秸秆利
用，降低生产成本，不断提高秸秆附加值。

扶持农业合作组织和工业企业，投资秸秆
工艺产品设计、编织、创新项目，实现以工带农，
加快融合产品升级，提高农业综合经济效益。

加大秸秆农业基质的研究投入，把秸秆
加工成无土栽培基质，应用到果树、蔬菜等
生产中去，把秸秆加工成食用菌种，大量发
展蘑菇生产，然后鼓励扶持蘑菇生产企业、
专业合作社、蘑菇深加工企业、鲜菇冷藏企
业等，形成当地龙头产业链，提高秸秆转化
利用的经济效益。

□通讯员 李拉拉

“大家排好队，我们分一下工，你们负责打窝窝，你们
负责搬树苗，你们负责浇水……”近日，在铜梁高楼镇高
楼村8社300亩柑橘园里，来自高楼镇和铜梁区残联的
60多名机关干部与当地群众一起开展植树活动。

放眼望去，柑橘园内部分果树上面还挂着黄澄澄的柑
橘。山坡层层叠叠，大家穿梭在果林间，你拿铁锹，我提水，
你打窝来，我扶苗，干劲十足。一会儿工夫，去年枯死的树
苗地里重新栽种上了生机勃勃的柑橘苗。

“植树节我们来这里植树，既是为我们乡村添绿，又
是为产业的发展出一份力。”高楼镇相关负责人一边浇水
一边说。

“去年夏天严重干旱，损失了差不多一半的苗子。今
年高楼镇政府及时帮我采购了2500株柑橘苗，还将果园
道路进行了硬化，修建了水池以及灌溉设备，让我们业主
发展更有信心。”高楼村柑橘基地负责人说。

据了解，高楼镇拥有柑橘、李子、柠檬、花椒等特色产
业，但在去年干旱时期，苗木遭受不同程度损失。今年，
高楼镇政府出资20多万元采购苗木30余万株，并利用
春季植树活动，组织机关干部义务为业主补栽补种苗木，
助力高楼镇产业发展。

“接下来我们将陆续将这些苗子补栽补种，李子、沃
柑等水果苗木估计3月中旬将补栽完，最迟在4月初要
将花椒苗木全部栽下去，希望来年有个好收成。”高楼镇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花椰菜喜温暖湿润环境，既较耐低温，又可在遮阳防
雨的夏季生长，春、夏、秋三季都可露地栽培。春花椰菜
选早熟品种，可在3—4月育苗，5月定植。

选择品种：春季栽培的品种主要有瑞士雪球、法国菜
花、荷兰春早、耶耳福等。

床土消毒：可用配制的药土进行消毒。药土的配制
方法：每平方米床土加入五氯硝基苯和代森锌各5克，再
加入15千克细土，混合均匀即成为五代合剂药土。播种
前，先撒2/3药土，播完后再撒1/3药土即可。

浸种催芽：将花椰菜种子放在30~40℃的水中进行
搅拌浸种15分钟，同时去除瘪籽，然后在室温水中浸泡5
小时左右，再用清水淘洗干净，放置在25℃环境下保湿
催芽。之后，每6小时用25℃温水淘洗1次，并将种子上
下翻动，使其温湿度均匀，一般2~3天即可出芽。

精细播种：先浇足底水，然后每平方米床土上撒10
千克药土，接着进行播种，一般每平方米播种量为10克
左右。播后，每平方米再覆5千克药土，然后再覆盖0.5
厘米厚的细土，最后覆盖地膜保湿。 （本报综合）

开州区关面乡泉秀村七里坪海拔有
2100多米，是关面乡木香种植的核心区域，
这段时间，木香价格从年前每千克5元，飙
升至每千克13元。

关面乡泉秀村药农唐祖亮家有200多
亩木香，他盼着积雪融化后上山采挖，赶上
这波涨价潮。

七里坪是木香生长的“天选之地”，泉秀
村有着“中国木香第一村”的美誉。在这片
山坳里，正上演着一个产业、一批药农、一块
土地带来惊喜与希望的故事。

强化基础激活源动力

10年前，唐祖亮家的木香种植面积有10
多亩，年收入不到1万元。“路不通，木香采挖、
运输全靠人力。”唐祖亮表示，要将木香运到山
下，即便起早贪黑，一天也只能运100多斤，如
果雇人背扛，除去人力费用又所剩无几。“担心
身体吃不消，我一直没敢扩大规模。”

让唐祖亮意想不到的是，乡村振兴的浩
荡春风，抚慰了他的焦虑和担心。近年来，
关面乡制定实施产业发展激励政策，探索运
用产业托管、土地流转等方式，盘活土地
8000余亩发展木香产业，73个分散产业地
块实现连片发展。全乡新建产业公路15公
里、产业便道32公里，34个100亩以上产业
地实现通车。这让七里坪木香基地的产品
生产、销售效率提升了70%。

唐祖亮看准了机会，他以每年增加20
亩的速度扩大木香种植面积，10年间便发展
到260多亩，年纯收入近20万元。

目前，关面乡木香种植面积达2.9万亩，
年产木香3000余吨，占全国总产量的40%
以上。其中泉秀村年产1300吨，全国占比高
达到21%，户均年收入稳定在10万元以上。

延伸链条提升附加值

“木香产业规模上去了，品质也有了保
障，但产品加工仍是产业发展的短板弱项，我
们必须下好先手棋、下足苦功夫，延伸产业链
条，提升产品附加值。”2月4日，关面乡“开春
第一课”梳理推出了木香发展的新路数。

木香以根茎入药，具有芳香健胃、行气
止痛的功效。2012年以前，这里的药农一直
沿袭种植、采挖、销售的传统模式。

“木香采挖后，需要用垒筑的柴火炕烘
干，但有的烘焦了，有的失火燃烧了。”泉秀村
药农谢开均说，几乎每年都有几起木香“烘过
头”，导致药农收益“一把灰”的事情发生。

如何让药农种有盼头、烘有看头、卖有甜
头？关面乡打出“组合拳”，赋能产业发展。

2022年5月，七里坪通上了电和5G网
络。以前的“柴烤房”逐渐被“电烤房”取代，
药农住在山上晚上也有了影视剧的陪伴。
去年10月，一座集烘干、切片、贮藏于一体的
初加工厂房拔地而起，目前两套机械设备已
安装到位，即将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关面乡还建立了市、区产业
发展联络指导机制，邀请指导员现场技术指
导94次，引进优质“云木香”种植1.1万亩，动
态发布木香价格指数，实现从传统种植售卖
到加工售卖的价值提升。

“每到春季，药农争先恐后将生产、生活物
资往山上搬，一住就是大半年。”谢开均乐呵呵

地说，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和培育，大大提
升了药农种植积极性和增收“钱途”。

药旅融合开辟新天地

2022年 7月，泉秀村药地民宿火热开
张。“每天有四五十人前来观光乘凉，整个夏
季共吸引游客5000余人次。”泉秀村党支部
书记周厚清说，民宿一炮走红，是药旅融合
带来的新气象。

近年来，关面乡依托木香产业，深挖中
药文化资源，推深做实药旅融合，打造木香
文化广场、木香花海、龙头眺望等6个观景
平台。新建药地民宿5所，打造露营场地
1000平方米。建设秦巴药谷馆，展陈中药材
原料及延伸产品200余件。创新研发木香
浴包、木香香薰、木香贴画等文创产品7种，
实现中药产品价值提升。

谢国海、周远美夫妇是泉秀村的脱贫
户，每年采挖木香的务工收入达2万多元。
去年，夫妻俩在民宿里淘菜、洗碗，比往年多
了1万元收入。

“村民的好日子还在后头。”3月初，关面
乡相关负责人表示，《关面乡木香产业远景规
划》的提案引入大型医药企业（同仁堂），与村
集体经济组织签订战略合作，在拓宽销售渠
道的同时打响品牌效益，文件中一行行文字
映入眼帘，也印在了关面乡村民的心坎上。

关面乡相关负责人介绍，开州木香还将
从生态化、良种化、高值化、科技化等方面进
一步作出努力，开展原生态种植，轻简化栽
培，并运用现代技术，选育优质高产的新品
种，实现木香加工的标准化，助力木香产业
提档升级，让开州木香成为村民致富的有效
途径，让开州木香从三峡香飘四海。

（本报综合）

□通讯员 冉志刚 隆太良

“熟地里按比例喷施棉隆等生物农药
后，再用地膜覆盖升温，对土地熏蒸后，可起
到杀菌效果，有效预防黄连的根腐病……”
在石柱县枫木镇昌坪村黄连小拱棚熟地种
植技术推广基地，技术管理人员正在为农户
传授熟地种连新技术。

据介绍，随着医药行业的不断发展，人
们对于黄连的需求日益增多，但黄连成熟周
期长达4~5年，按照以前的种连方式，通过
砍伐山林搭棚种连，不仅对生态环境影响较
大，山林资源也越来越少。

面对林地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为更好
地保护生态资源，节约劳动力成本，推动黄
连产业良性发展，确保黄连产业提质增效，

近年来，枫木镇在石柱县科协等部门的帮助
和指导下，以“提供新服务、推广新技术、抢
抓新机遇”为抓手，通过打造黄连小拱棚熟
地种植技术推广基地，深入推广熟地种连新
技术。

“但是，熟地种连新技术在刚推广时，当
地农户认为熟地种连产量低、易发生根腐
病，对这项新技术的可行性持怀疑态度。”枫
木镇政府相关负责人说。

对此，县科协通过邀请专家授课、宣讲
保护生态的重要意义、观看熟地种连宣传片
等方式让农户知晓熟地种连的重要性和必

要性。同时，向农户普及土地熏蒸杀菌、不
积水沤根、合理密植等种连技术，逐步打消
了农户的顾虑。通过打造黄连小拱棚熟地
种植技术推广基地，以点带面，激发了农户
熟地种植的信心和积极性。

“熟地种连是项新技术，既减轻了农户
的劳动量，发展好了产业，更重要的是把绿
水青山留给了子孙后代。”枫木镇政府相关
负责人说，目前，全镇7个村分别打造有黄
连小拱棚熟地种植技术推广基地，总面积有
20余亩。

值得一提的是，5年前，昌坪村在昌坪

组黄连小拱棚熟地种植技术推广基地种植
的3亩黄连，今年将进入收获期，预计亩产
370千克左右，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亩产值
可达12万元，每亩熟地要比山林地多产黄
连 50 千克左右，每亩产值可增加约 1.6 万
元。

目前，通过黄连小拱棚熟地种植技术推
广基地的示范引领，枫木镇已有上百户农户
利用熟地种植黄连500亩左右，对探索生态
保护和产业发展实现双赢具有重大意义，对
农户加强土地高效利用增加收益具有极大
引导和推动作用。

石柱县：推广熟地种连技术 引领产业提质增效

近日，永川区板桥镇通明村邓家院子院
落寨子山景点，400 亩红色、粉红色、白色的
桃花依次绽放，与周围的院落、湿地、特色水
果等互相映衬，展现出一幅美丽绚烂生机勃
勃的春日画卷。该村亮丽的景色吸引了不少
游客前来踏春赏花。

据了解，邓家院子院落占地1200 亩，有
寨子山、石拱桥、关刀丘湖、营棚坡、冬瓜湾等
自然景点，种植有黄葛树、紫薇、桢楠、香樟、
海棠等树木，绿化覆盖率占65%，拥有生态养
殖湿地5个，水域面积400余亩，种植蓝莓、沃
柑、三红柚等特色水果800余亩，形成了春赏
花、夏纳凉、秋采果、冬品美食的乡村民俗旅
游。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走进武隆区凤山街道杨家村金银花种植基地，当地
村民正抢抓农时，给金银花除草、修剪枝条，田间地头一
片繁忙景象。目前，通过发展金银花产业，大家在“家门
口”就实现了就业，增加了收入。

近年来，凤山街道杨家村大力发展金银花种植，现已
初具规模。接下来，村里将不断扩大种植面积，力争打造
千亩金银花示范基地，拓宽村民增收渠道，让小小金银花
成为村民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 （本报综合）

本报讯（通讯员 陈娇 记者 何军林）为进一步改善
群众生产生活条件，去年，潼南区塘坝镇不断完善基础设
施建设。该镇聚焦“水、电、气、路”提档升级，全年建成

“四好”农村公路10公里、生产便道6公里、生活便道12
公里，同时整治一批山坪塘、整修一批提灌站、更换维护
一批饮水管网，新安装一批入户自来水、天然气，并改造
低压电网台区3个、新增630KVA台区4个，积极修复场
镇地面、更换损坏路灯、新安装一批路灯，切实打通用电
用水用气“最后一公里”，有效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群众幸
福指数不断提升。

同时，全镇社会事业得到全面发展。该镇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实现全覆盖，城乡低保、特困人
员、优抚对象、残疾人等补助标准持续提高。率先实行塘坝
敬老院社会化运营，完成塘坝镇养老服务中心建设。深入
实施农村惠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受益群众达2万余人次。

就业是民生之本，也是发展之基。塘坝镇持续拓宽
就业渠道，2022年新增城镇就业人数647人，登记失业人
员已就业249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已就业120人，为城
镇登记失业人员办理社保补贴，帮助多人申报办理小额
贷款。天印村成功获批市级返乡农民工创业园区，招揽
吸引40余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300余人就业。

坚持把改善民生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围绕民
生大事难事急事，持续用力、精准发力，努力让美好生活
更有温度、惠民答卷更有厚度——这是塘坝镇党委政府
的决心。今年以来，该镇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大民
生投入力度，加快塘坝小学迁建，打通更多“断头路”，建
成更多“入户路”，持续推动自来水、天然气扩面，全力提
升民生保障水平。

武隆：打造千亩金银花示范基地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

潼南区塘坝镇：
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