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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
铺展金色画卷

江津区科协：
让“科技”扎根泥土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自2021年5月开始，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乡村
振兴帮扶集团驻镇工作队对城口县咸宜镇开展帮扶。工
作队入驻后提出，要借助电商的春风，让小农户对接大市
场，让生态优势真正转化为经济价值。驻镇工作队和城
口县制定了系列扶持措施，通过课堂培训、参观学习、“一
对一”指导等形式，引导农户利用电商广开销售渠道。

当地村民陈德孟也萌发出在家做直播电商的念头，
没有场地，就把破旧老屋拆除再建；缺乏经验，她就踊跃
参与政府组织的直播技能培训。2022年1月10日它创办
了城口县娘心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腊肉香肠、高山党参、农家土蜂蜜、羊肚菌、天麻……
特色农产品很受消费者欢迎，去年销售额达到210万
元。”陈德孟说。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互联网+’‘旅游+’‘生
态+’与乡村传统产业融合，包装打造一批优质农产品，培
育电商市场主体，建设电商一条街，同时完善电商服务网
络，建设城口南部电商物流集散中心，让农村电商更好赋
能乡村振兴。”重庆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韩振 周文冲

“园甘长成时，三寸如黄金。”一千多年
前，寓居夔州（今奉节）的诗人杜甫曾留下赞
颂柑橘的诗句。今年初，通过中国三峡柑橘
（奉节脐橙）交易中心，5000吨当季采摘的奉
节脐橙“走向远方”，销往新加坡、泰国等东
南亚国家。

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的奉节县，有着“中
华诗城”的美誉，却也曾一度面临产业空虚
的困境。近年来，奉节县围绕产业和就业

“两个关键”，提档升级现代农业、生态工业，
培育大数据产业，挖潜文旅产业，持续增强
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提档升级现代农业、生态工
业，激发产业新活力

中国三峡柑橘（奉节脐橙）交易中心的
生产加工厂房内，12通道脐橙全自动分选包
装生产线正在运行。刚从果农家收购来的

脐橙，上线后经过自动清洗、风干，根据大
小、含糖量等分选指标，落入对应通道下方
的筐内。

该交易中心所在的草堂镇，因杜甫曾在
此建草堂居住而得名，这里也是奉节脐橙的
主产地之一。去年底，位于奉节县生态工业
园区草堂片区的中国三峡柑橘（奉节脐橙）
交易中心投用，传统脐橙产业迈出重塑供应
链的关键一步。

据该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奉
节脐橙多由果农分散种植，单个小主体难以
对接大市场。中心成立后，集分拣、商品化
处理、冷链物流、销售等于一体，增强了原产
地规模化供应水平，为果农建立起稳定的销
售渠道，实现了从“单打独斗”到“抱团发展”
的转变，推动了奉节脐橙产业标准化、精细
化、高端化。

在奉节县生态工业园区，过去“有而不
强”的眼镜制造产业，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重庆万大眼镜有限公司是奉节县去年从浙
江引入的全产业链眼镜企业。该企业相关

负责人说，公司在奉节县已投入3条生产
线，可年产眼镜800万副，远销欧美、东南亚
等地。

“奉节县发挥劳动力资源、供应链等优
势，着力做强眼镜产业。”奉节县生态工业园
区相关负责人说，为支持眼镜产业发展，奉
节县及时协调解决企业招工用工难、物流运
输不畅等问题，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
里”。目前，奉节县已入驻眼镜企业90多
家，眼镜企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

挖潜农文旅产业，描绘乡村
振兴新图景

在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当地群众见
证了这个社区从矿区到景区的转变历程。

1955年，大窝建起硫黄厂。硫黄开采导
致的污染，给当地生态造成破坏。1998年，
硫黄厂关停，当地随之对矿区进行生态修
复，植被逐步得到恢复。党的十八大以来，
大窝社区在工业遗址上做文章，开启了发展

方式的绿色“蝶变”。
“我们将长期闲置的硫黄厂矿井、车间、

冶炼炉、大礼堂等工业遗址，与峡谷、溶洞等
自然资源有机融合，打造乡村旅游示范基
地，过去硫黄厂的工人由此变身‘新农人’，
吃上‘旅游饭’。”大窝社区相关负责人说。

54 岁的宋光勋曾是硫黄厂的一名工
人，工厂关停后他在社区内开了一家超
市。随着景区开园，超市生意日益兴旺，他
用赚来的钱翻新了自家的房屋，又供孩子
上了大学。过去一直在外开车跑货运的罗
良顺，2018年也返乡开办农家乐，每天最多
接待400名游客用餐，去年营业收入近70
万元。

“奉节牢牢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理念，围绕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正加快
推进全县产业转型升级。”奉节县相关负责
人说，奉节将进一步推动传统产业提档升
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文化资源深度转化，
不断向着“好山好水好风光，有诗有橙有远
方”迈进，持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动能。

近日，永川区仙龙镇万亩油菜花基地的
油菜花田里，“我的乡村，我振兴”7个大字在
两条鲤鱼的衬托下格外醒目，花海泛起层层
叠叠的金色浪潮，浓郁的花香令人沉醉，与

农家院落、乡村道路、湖泊等构成了一幅美
丽的春日画卷。

据了解，仙龙镇以万亩油菜花田及千亩
蚕桑基地为载体，打造集赏花、餐饮、购物、

娱乐、文化等功能于一体的宜居、宜乐、宜游
的特色小镇，增加了村民的收入。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春季种植花生时，需要选择个头大且籽粒饱满的种
子，将其放入赤霉素溶液中浸泡一段时间，消灭种子表面
的病菌，然后将花生种子播撒至疏松透气的沙质壤土中。

土壤条件：花生适宜生长在疏松透气的沙土中，需要
翻耕20~30厘米的土壤，并将土壤中的土块和石头清理
干净，使其更松软，需要往土壤中施加腐熟的有机肥，增
加土壤的肥力，促进花生生长。

种植方法：环境温度不能低于10℃，将种子均匀撒在
土壤表面，再对其浇一次水，然后覆盖一层地膜，这有利
于花生快速发芽，在花生长出1~2片叶子后，需要为其间
苗和疏苗。

养护管理：花生是喜肥植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在
植株生长旺季，为其追施以磷钾为主的复合肥，使花生的
生长速度加快，在花生结果后，需要向其叶片上喷洒磷酸
二氢钾，使植株的产量提高。

（本报综合）

□通讯员 张兴富

为落实市科协《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行动方案》精神，日前，市农技协联合会组织
潼南区宝龙镇柚子产业相关人员赴丰都县
三元镇开展柚子产业协同发展经验交流活
动。

在丰都红心柚储藏加工集散中心，丰都
红心柚协会相关负责人向考察调研一行人
员详细介绍了丰都县红心柚储藏加工集散
中心建设情况，并带领大家参观了洗选分级
车间、烘干冷藏车间和红心柚啤酒的加工车
间。特别是即将建成投产的年产900吨的
红心柚啤酒项目，能有效解决果农次果、劣
果等销售难的瓶颈问题。在红心柚种植科
普基地，考察调研一行人先后参观了红心柚
科普走廊，实地考察万亩红心柚基地、农技
协培训室等。

随后，在三元镇政府会议室召开了柚子
产业发展经验交流会。会上，三元镇、宝龙
镇先后介绍了本地柚子产业发展情况，双方
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宝龙镇党委、政府以及
涉柚村相关负责人和种柚大户纷纷就柚子
产业发展中的管护、病虫害防治、销售等情
况进行发言提问，三元镇党委、政府主要领
导，丰都红心柚协会相关负责人一一进行了
解答。

市农技协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考察调研经验交流活动效果很好，他们
将以此次考察调研经验交流为契机，建立
起潼南、丰都交流互动常态化机制，相互
学习、互通有无、共同提高，促进两地柚子
产业协同发展。农技协是建立乡村振兴
的重要力量，是科协系统密切联系广大农
民群众的桥梁，要充分发挥农技协在组织
农民生产、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重
要作用。

丰都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说：“乡村振兴

关键在人，丰都县高度重视新农人工作，充
分发挥新农人在乡村振兴中挑大梁的作
用，全县十佳新农业人要发挥好带头作用，
把红心柚产业做大做强，培养更多的红心
柚新农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其次，相关
部门应牵头组织农技人员出去学习，以此
提升柚果品质，共同努力把红心柚做大做
强。”如今，三元红心柚是丰都县最重要的农
业支柱产业之一，有效促进了农户融入现代
化农业产业体系。

大渡口区跳磴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通
过积极发展农文旅产业，不断增强村级集体
经济发展活力、综合实力和带动能力，努力
打造都市型乡村振兴“新样板”。

眼下正是百花盛开的阳春三月，跳磴镇
金鳌田园处处洋溢着春天的气息。在这充
满希望的土地上，村民们通过农文旅融合带
动发展的集体经济夯实了共同富裕的底气，
描绘着共同富裕的图景，澎湃着新时代乡村
振兴的无限活力。

近日，跳磴镇石盘村的油菜花进入花
期，200亩花田竞相绽放，许多市民朋友前来
赏花拍照，把“打卡游”变成了“一日游”。

近年来，大渡口区积极发展体验式乡村
旅游，在跳磴镇石盘村、金鳌村、沙沱村、南
海村、鳌山村、山溪村等六个村范围里，按

4A景区标准化建设“金鳌田园”综合体项
目，围绕“吃、住、游、购、娱”，以改建、修建、
扩建等方式发展中高端民宿、农家乐、打卡
点等，成为深受游客青睐的近郊游、周末游、
假日游热门目的地。同时，逐步完善的餐
饮、民宿、果蔬采摘、农事体验、农场手作DIY
等场景，不仅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生态
饭、旅游饭，还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位于金鳌村4社的彩虹农庄，今年2月
刚开始正式营业，就因其时尚清新的环境及
露营、烧烤、采摘、垂钓、露天电影等项目受
到不同年龄游客的喜爱。位于金鳌村1组的
荷家苑农家乐，从2023年2月 14日开业至
今，便积攒了不错的口碑，不到一个月时间，
营业额就达到2万元左右。新生民宿大受
欢迎，金鳌村的“老牌”民宿更是客似云来。

“仅仅依靠2022年开始发展的民宿经济，就
为金鳌村创造收益10万余元，在村集体经济
收益中占比超27%。”跳磴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现在，民宿经济已经成为金鳌村发展农
文旅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的渠道，促进
村集体经济持续增长的“金钥匙”。

山上风光无限，山下碧波烂漫，引得数十
万人“打卡”的牛栏坝用“沙滩经济”点亮了沙
沱村的发展前景。“重庆耍水的‘沙滩’，只有
牛栏坝的商业生态最繁荣。”市民杨女士经常
带孩子来这里度周末，“在这里不管遛娃、露
营、拍照还是耍水都非常不错，不需要自己带
干粮，入口那里一排小吃摊让人眼花缭乱，感
觉像走进了夜市。”自2021年牛栏坝爆火，经
过两年间不断完善升级配套设施，如今的牛
栏坝沙滩修建了140米的涵洞步道和240米

的桥梁步道，同时完善了停车场、厕所等配套
设施，让游客的游玩体验更好，成为名副其实
的重庆市民近郊休闲度假最热门的目的地之
一。今年开年以来，沙沱村集体经济收入8
万余元，其中牛栏坝景区的餐饮、租赁项目收
入最高，约占村集体经济收益的50%。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增强村级自身
‘造血’功能，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我们大力发展的

‘民宿经济’‘沙滩经济’，让流量变‘留量’，
让集体经济‘红利’看得见摸得着。”跳磴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金鳌田园”综合体项
目的日渐完善，周边文旅产业的整体打造，
景点之间形成串联、联动，旅游业发展前景
十分可期，致富路越走越宽。

（大渡口区科协供稿）

大渡口：发展农文旅产业打造都市型农业“新样板”

市农技协联合会前往丰都
开展柚子产业发展经验交流活动

3月9日，江津区人武部帮扶集团成员单位联席会议
在石门镇李家村便民服务中心会议室召开。

会议听取李家村驻村第一书记的驻村工作汇报、李
家村工作开展情况。研究制定了区人武部帮扶集团
2023年度帮扶计划及帮扶相关工作。

据悉，江津区科协始终把对口帮扶工作作为工作重
点，在完善对口帮扶长效机制、科技帮扶助力产业发展、
用心科普提高科学素质、扎实做好消费帮扶工作等方面
狠下功夫，助推李家村成功获评重庆市第三批市级乡村
振兴示范镇村，《李家村“三级改革”领跑集体经济“致富
经”》入选100个重庆市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创新案例。

接下来，江津区科协将继续坚持“科技助力、项目支
持、产业帮扶、素质提升”工作思路，全面落实对口帮扶石
门镇李家村年度工作计划，大力开展科技帮扶、科学普及
等活动，并对帮扶成效进行跟踪调查，尽最大努力办好
事、办实事，助力李家村走好乡村振兴之路。

（江津区科协供稿）

为认真落实市科协《重庆市进一步深化科技助力乡村
振兴行动实施意见》，充分发挥协会专业优势，3月9日，大
足区科协邀请重庆工业设计协会来大足开展“设计+科技
振兴加速路”乡村振兴专家行活动。活动由大足区科协
相关负责人、重庆工业设计协会相关负责人带队，调研了
雍溪花卉产业发展现状及技术需求情况，开展了座谈及景
观农业与乡村振兴相关知识技术培训。

调研组一行先来到雍溪镇慈云村的天华百卉园，聚
焦基地建设、技术人才需求、特色乡村振兴路径等方面，
听取了雍溪镇科协相关负责人对雍溪花卉园艺产业的市
场前景及初步成效的介绍，实地考察了基础设施建设、花
卉产业发展等实际情况，了解产业发展的技术难点需求。

随后，调研组在雍溪镇政府进行了座谈交流，“乡村
振兴大讲堂”也正式开讲。协会特邀西南大学乡村振兴
战略研究院教授尹克林以“景观农业与乡村旅游”为题，
从农业与花卉产业振兴现状出发，为当地有关部门领导、
花卉企业负责人和技术骨干分享了景观农业与美丽乡村
振兴的认识，同时介绍了他主持或参与的各类特色村落
打造实践案例，为雍溪花卉产业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提
供了参考。

近年来，大足区科协一直积极努力，为乡村振兴产业
发展贡献力量。下一步，大足区科协将积极联动市级学
会、企业、高校，加强互动和交流，在企业发展、助农兴农、
乡村振兴等方面充分谋划、持续助力。

（大足区科协供稿）

城口：山货上“云”
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大足区科协：
专家来指导 百花齐开放

专家在天华百卉园进行调研。 大足区科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