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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通产业旺
园美茶飘香

合川：建成高标准农田81.1万亩
综合机械化率达60.63%

□张成勇

近日，沙坪坝区举行“诗意田园·乡村旅
游”发布活动，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文化和
旅游委及涉农镇，围绕乡村面貌提升、乡村
治理、农文旅融合发展、乡村精品旅游路线
等进行分享发布。

乡村“美颜”行动
建设向往的“诗意田园”

“近年来，沙坪坝区持续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特别是去年以来深入开展‘一化
两改三不见’和‘五园共治’专项行动。”沙坪
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沙坪坝区正积极将美
丽乡村建设成为人们向往的“诗意田园”，在
提升农房风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
居环境等方面下功夫。

去年以来，沙坪坝区提升了农房风貌
1225栋、改造农村厕所1400余户、新建“四好
农村路”40多公里、盘活复耕撂荒地4000余
亩，目前农村区域自来水基本实现全覆盖，
光纤网络基本实现通组到户。

地处缙云山脉腹地的丰文街道三河村
正是沙坪坝区乡村面貌提升的一个缩影。
这里曾阡陌纵横，村民住的是传统的茅草
房、泥坯房，而今“四好农村路”通达家家户
户，白墙黛瓦农家小院各有风情，成为“诗意
田园”新地标。

用艺术唤醒乡土、文化激活山村，三河
村既保留了现代都市农业的田园韵味，又有
艺术文创产业的独特气息，绘制出一幅独具
特色的乡村振兴新画卷。据了解，三河村先
后获批了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重庆市美丽
宜居乡村、重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村等。

农文旅融合
大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沙坪坝区以研学体验统领产业发展，
大力发展赏花采摘、休闲垂钓、民宿康养等
现代都市农业。”沙坪坝区委农业农村工委
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沙坪坝区布局中
梁山脉智慧田园板块、缙云山脉文创产业板
块，围绕三大片区推进集群化发展，加快40
公里示范带建设，着力发展现代都市农业。

3月 21日，中梁镇“灿若星辰·诗意田
园”微信小程序上线，一批“中梁好物”正式
走向全国各地。据中梁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了萝卜、白菜、红薯“中梁三宝”，“中梁好
物”还把草莓、沃柑、葡萄、羊肚菌、溶洞豆芽

等10余种高山绿色农产品纳入产品矩阵，实
现一年四季都有好物，与千家万户分享。

“中梁好物”是沙坪坝区积极培育的区
域性公共品牌，通过做强农业品牌，持续提
升品牌的美誉度和综合附加值。

农业产业要发展，文化来赋能。沙坪坝
区充分挖掘农业农村生态资源，盘活乡村文
旅资源。在沙坪坝区歌乐山街道，围绕现代
都市农旅融合发展，已逐步形成“一带两园”
带动产业发展的道路。

据了解，目前第九届颐麓欢歌赏花节已
开幕，市民朋友可以在歌乐山满山遍野的桃
花、李花中邂逅最美的春光，也可就近体验
特色农业、休闲垂钓、户外运动等项目。

“沿中梁山麓，正在重点发展以赏花摘
果、农耕体验为主的产业；在梁滩河畔，布局

以科普研学、高端果蔬为主的产业。”回龙坝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云山寨已经变成了

“全国青少年校外活动教育基地”。与此同
时，回龙坝镇正在推进千亩智慧稻鱼共生基
地、金沙杏文旅融合基地、红岭溪谷、彩月乡
村等多个项目发展，让“农区变景区、田园变
公园”。

“在歌乐山森林公园等景区、景点打造
自然风貌类基地，在歌乐山烈士陵园、抗战
名人旧居等革命精神承载地建设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沙坪坝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
人说道，沙坪坝区还在五云山寨、远山有窑、
萤火谷文创农场、开心农场等乡村旅游点开
辟乡情村情体验基地，推出多条精品农旅路
线，市民朋友可根据亲子游、生态游、文创游
等不同需求选择路线出行。

从“面子”到“里子”
美丽乡村和谐善治

“推动乡村治理，我们主要采取‘积分
制’‘清单制’‘院落制’‘智慧化’四种方式。”
沙坪坝区委农业农村工委相关负责人说道。

沙坪坝区将人居环境改善、产业发展等
相关事项与积分挂钩实行积分制，目前全区
积分兑换率已达到90%。

针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的60个高频事
项，细化形成流程图，切实减轻村级组织负
担、提高乡村治理效能。

在解决矛盾纠纷上，则进一步推行“院
落制”，以群众常聚区域为单位，以村民院坝
为阵地，敞开门、敞开心扉解决问题。目前，
沙坪坝正迈出“智慧化”治理步伐，回龙坝镇
探索实施“和顺积分宝”、三河村推广运用

“5G+智慧田园综合管理平台”，实现数字赋
能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于文静

农业农村部近日发布公告，公布了《可
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第一批）》
（以下简称“目录”），为种业科研教学单位、
企业以及育种家提供更有价值的种质资源
信息，切实加大共享利用力度，推动资源优
势转化为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

据了解，目录立足产业急迫需求，着眼
种业振兴发展，首批公布的可供利用资源共
2万份，涉及作物类型48种，包括水稻、小
麦、玉米等主要粮食作物，大豆、油菜、花生
等油料作物，白菜、辣椒、萝卜等蔬菜作物，
苹果、梨、桃等果树作物，以及棉花、麻类
等。每份资源主要信息包括种质名称、统一
编号、农作物种类、种质类型、主要特征特

性、保存单位、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等。种业
从业人员可通过中国种业大数据平台便捷
获取资源信息。

目录的公布是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种
子法》和中央种业振兴行动的重要举措。经
农业农村部组织72个国家级农作物种质资
源库（圃）专家认真筛选、反复研究，多方面
征求院士专家和种业企业意见，并通过国家

农作物种质资源委员会评审论证。
据悉，农业农村部农作物种质资源保护

与利用中心近期还印发了《农作物种质资源
共享利用办法（试行）》，农作物种质资源共
享利用信息系统已正式上线运行，这些举措
将有力提高农作物种质资源共享利用效率，
为推进我国种业振兴，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定安全供给提供种质资源支撑。

农业农村部公布首批可供利用的农作物种质资源目录

□刘新吾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近
年来，我市探索推行“积分制”“清单制”“院
落制”等乡村治理新形式，把农民组织起来，
有效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农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越来越强。

小积分带来大变化。斑竹村相关负责
人说：“自‘积分制’推行以来，村里形成了

‘积分可贵，积分光荣’的良好氛围，大家比
学赶超、共同进步。”

“我们的‘积分制’与村集体经济有机联
结，村民和村干部发展产业的动力更足了。”
福禄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村级组织每年拿出
集体经济上年纯收入结余的30%，作为积分
奖池资金，按积分多少分配给村民。

在重庆，“积分制”创新遍地开花，铜梁

区用积分“攒”出乡村文明新风尚；石柱县
把积分延伸到发展产业、助力公益等各领
域，璧山区正兴镇在“积分制”基础上奖优
罚劣……目前我市已有6883个村推行“积
分制”，占行政村总数的78.5%。

渝北区统景镇远景村柑橘基地里果树
成行。“今年，第一批柑橘将要挂果，预计能
增加60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远景村相关
负责人介绍。

曾经，村干部忙于处理各种事务性工
作，对发展经济投入精力不够。

2018年，渝北区推行“清单制”，明确工
作责任。其中，自治清单梳理确定村级组织
发展集体经济、调解纠纷、整治人居环境等
23项自治事项，强调要明确主责，带动群众
共同发展。

明主业，减负担，干部更能聚精会神谋
发展。远景村“两委”组织召开院坝会，商议
如何发展产业。村民商讨后，决定种植柑
橘，套种油菜、大豆。“‘清单制’实施后，村干
部牵绊少了，有更多精力琢磨产业。”远景村
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要谋划如何优化产业

结构，提高产业附加值。
“清单制”在重庆各地生根发芽，村级组

织减负近三成。农村基层组织“松绑减压”，
聚力谋发展。去年，渝北区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实现村均经营性收入185.6万元。

我市鼓励探索“院落制”，以自然村落为
基点，每30户左右设立“大院”，推选乡村

“五老”、新乡贤等任“院长”，细化治理单元，
破解村大面广治理难题，有效促进乡村发
展、乡风文明。目前，我市已有32%的行政
村实施了“院落制”。

我市探索“积分制”“院落制”等乡村治理形式
乡村善治气象新

3月26日，綦江区东溪镇巩固村新庄茶
场，车辆从蜿蜒美观的产业公路上开过，采
茶姑娘们在云雾缭绕、绿波翻滚的高山茶园
里摘茶。

近年来，该茶园延绵起伏的 10 多个山
头上规范种植了 1000 余亩白茶、绿茶等优
良品种，相继进入盛产期，不但为当地集体
经济组织增加了可观的收入，为本村以及

周边的村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就近务工的好
机会，同时也绿化、美化了这里的乡村人居
环境。

通讯员 胡光银 摄

□刘冰凌

近日，在合川区三庙镇福寺村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挖掘机、旋耕机等设备轰隆作响，周边零散的稻田已经规
整成片，沟渠、蓄水池修建一新，田间泥泞小路也变成宽
阔笔直的大道……为助力机械化生产，合川区推进高标
准农田建设，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2022年，合川区投资1.4亿元用于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分别在钱塘镇、燕窝镇、三汇镇、龙市镇、小沔镇等地
实施，旨在通过改大、改土、改水、改路四方面实现农田宜
机化。

以前田地零散不成形，村民只能采取传统人力劳作，
低效且歉收，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后，零散田地变成了连
片标准农田，这也让农业机械化操作有了施展空间。“以
前一个农民只能种几亩地，现在一个新型职业农民一年
可以管几百亩地。”重庆神鹰农业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不但可以实现耕、种、管、
收全过程机械化和作物轮种，还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并
带动农民就业。

合川区农田建设及农机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截至目前，全区已建成高标准农田81.1万亩，综合机械化
率达60.63%。今年在建高标准农田项目有10万亩，预估
建成之后全区综合机械化率能够提升1.7%。下一步，合
川区农田建设及农机服务中心将会在农机的安全作业、
法律法规以及售后维权方面给农户提供相关指导。同
时，给农户在农机购置补贴方面提供帮助，激发农户购买
农机的积极性，有效促进农机装备水平，为全区智慧农业
发展注入强劲活力。

本报讯（记者 程远华）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家
农产品安全法》，保障百姓餐桌上的安全。近日，璧山区
农业农村委、区供销社、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等部门
在正兴镇朝阳村堂佑农机专业合作社召开了璧山区
2023年化肥农药减量现场观摩会。全区15个镇（街）农
业服务中心相关人员以及种植大户、涉农企业技术人员
等100余人来到了会议现场。

在观摩会上，璧山区现代农业发展促进中心相关负
责人向与会者现场介绍并示范了翻耕深水灭蛹技术、水
稻种子处理技术等化肥农药减量技术。通过此次现场观
摩，提高了参会人员对化肥农药减量的科学认识，为璧山
区化肥农药减量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重庆超陀中医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作为涉农企业
之一参加了化肥农药减量现场观摩会，专利技术发明人
贺乙峰早在20年前就发明了中医农业“99植宝”植物营
养液，把中医“扶正祛邪”的理念用在植物上，发现在使用
过程中可逐步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该理念在会上也
受到众多农户的好评。据该企业负责人介绍，他们企业
的产品在保障水稻增产增收的同时，还能降低水稻中重
金属镉的含量，使其达到了该项目的国家标准，在实现农
业绿色发展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带头作用。

推动化肥农药减量
实现农业绿色发展

璧山区召开化肥农药减量现场观摩会

丝瓜是一种比较好管理的蔬菜，主要是平时的栽种
过程中多注意一些细节，那么在种植过程中要注意哪些
管理要点呢？

育苗管理：播种育苗之前，种子应该先用温水浸过，
然后用湿毛巾包裹进行催芽，放置于25℃左右的温度
中，催芽一天就可以拿来种植了。播种完以后，上面盖土
1厘米左右，再盖一层地膜即可，温度控制在27℃左右，
一个星期丝瓜苗就出来了。

科学定植：露地种丝瓜，4月初就可以定植。如果是
在大棚里种丝瓜，应该沿着大棚的走向起垄种植，垄起在
大棚的两侧。丝瓜藤沿着棚架往上爬，垄的宽度保持在一
米的样子，两侧各种一行。每株丝瓜之间的距离保持在
35厘米左右，垄面最好覆盖一层地膜，定植完后要浇水。

温度、光照：在大棚里种丝瓜，一定要注意温度的控
制，同时还要注意放风，排出大棚里的湿气，才能给丝瓜
创造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另外，丝瓜对土壤没有太苛
刻的要求，在高温环境生长能长得更健壮，丝瓜耐湿耐干
旱，对光照也没有苛刻的要求。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