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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巴渝”万州行活动
成功举行

□通讯员 冉志刚 隆太良

村集体经济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产业基
础薄弱，怎么办？近年来，石柱县洗新乡保
合村在乡党委政府指导下，创新实施党建引
领、示范引路和部门联建、村组联动的“双引
双联”模式，成为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的“新
引擎”。

近日，笔者在石柱县洗新乡保合村三
坪组村民刘琼院落旁边的小树林里看到，
数十根错落有致的木棒上长满了密密麻麻
的香菇，刘琼在乡村干部的帮助下采摘着
香菇。

“我村有100余户村民有香菇产业，年产
鲜菇总量在1万斤以上……”保合村相关负
责人边采摘香菇边告诉笔者，为建强组织堡
垒、激发基层活力，该村以村集体经济增收
为主抓手，2021年11月，在市农业科学院、南
岸区科技局、石柱县科技局的支持下，通过
部门与村党支部联建，推动村组联动，在该
村建起了县科技特派员工作站，不仅为村集
体打造出了 50 亩高山特色优质玉米示范
片，还利用送科技到田间地头、党员建示范
片引路等方式，带动当地村民因地制宜发展
香菇、黄连、竹笋、辣椒、高山蔬菜等特色产
业共5000余亩，为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

了坚强的产业保障。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既要催生内

力，更要施以外力，找准增收路子，合力鼓起
村级“钱袋子”。2022年，保合村村集体种植
的50亩高山特色优质玉米，实现利润1.2万
元，同时还引入其他公司，为村集体分红3
万元。

为进一步增强村集体自身的“造血功
能”，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提高农村基
层党组织的凝聚力，2022年11月，在石柱县
农业农村委的支持和帮扶下，保合村成立
了石柱县保合农业有限公司，在村里建起
了烘干房。目前，烘干设备和配套设施已

安装完毕。
据介绍，保合村组织村集体公司，新建

烘干房，旨在以“公司+村集体+农户”的利益
联结机制为基础，对村民的香菇、黄连、竹
笋、辣椒等特色农产品进行烘干加工，以减
轻村民劳动负担、延长产品储存时间，提升
产品附加值，帮助村民和村集体经济增收，
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提升。

要让产业发展成为壮大村级经济的动
力之源。今年，石柱县不断创新思路，持续
盘活资源“沉淀池”、用足帮扶“资金池”，聚
力打好发展村集体经济“组合拳”，激活乡村
产业振兴的“一池春水”。

石柱县：

“双引双联”打造村集体经济发展“新引擎”

□黄亚辉 杨清波 张艺锋

近日，四川外国语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组织来自
美国、俄罗斯、德国、巴西等16个国家的外籍师生参加国
际友人“感知巴渝”万州行活动。

参与活动的师生来到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从民
俗文化交流、文旅产业发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多角
度考察调研，感知巴渝大地的深厚历史、独特文化和
时代新貌。

在枫木村，一行人在万州恒合与湖北利川的交界处
体验了“一脚踏两省”的奇特经历，登上海拔1400米高的
鹿鸣垭垭口，守望巴蜀关；在水口村的星空观景平台，外
籍师生听闻了恒合乡守护神的古老传说；纵览了快速建
设中的高标准农田。

进入农文旅融合发展的示范村八一村，外籍师生被
油菜花田深深吸引；在入选中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石坪村，
大家到村民王春夫妇种植的22亩草莓基地里摘草莓，感
受“小果子”带来的“甜日子”。

乡村振兴，需要汇聚多方力量。
重庆市教育帮扶集团驻万州区恒合乡乡村振兴工作

队相关负责人表示，帮扶干部到了乡村，可以从五个方面
助力乡村发展，包括观念转变、资源整合、人才聚集、品牌
宣传、商业引流。此次万州行活动让国际友人走进美丽
乡村，切身感受中国乡村的变化，“这种研学方式是文化、
文明交流互鉴非常好的一个模式，把所见所闻和真实感
受传播出去使其在中国的学习更接地气、更有效果，进而
促进国际化传播。”

“我们希望通过国际友人‘感知巴渝’活动，进一步加
强对恒合的宣传，提升恒合的知名度、辨识度，助力恒合
乡村全面振兴。”恒合乡党委书记魏卡说。

据介绍，国际友人“感知巴渝”万州行活动是四川外
国语大学继带领外籍师生走进北碚、武隆、长寿后的第四
次活动。该校国际合作与交流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万州行向外籍师生充分展示了恒合土家族乡促进民族团
结和乡村发展的振兴成果。

□熊程成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从
每年10月到次年5月，开州区长沙镇的万亩
柑橘相继成熟。黄澄澄的柑橘挂满枝头，村
民在林间采摘、运输果子，呈现出一片繁忙、
和谐之景。

长沙镇素有“中国锦橙第一镇”的美誉，
目前柑橘种植面积达4.5万亩，有20余个品
种，年产柑橘6万吨。近年来，该镇不断优化
产业结构，坚持抓主导产业带动多元发展，突
出以优质柑橘为主导，多产业协同发展的路
线，持续巩固“中国锦橙第一镇”的地位。

优化产业结构

春日的长沙镇，空气中弥漫着馥郁的柑
橘果香和芬芳的花香。4月9日，在长沙镇
锦橙社区，笔者寻着柑橘果香走去，远远听
见果农们的吆喝声和欢笑声。走近一看，果
农们正在采摘新鲜果子。

“今年的柑橘虽然受去年干旱影响有所
减产，但好在品种优、品质好，价格反倒涨了
不少。我们干起活来更有劲。”果农徐伯伯
高兴地说。

谈到今年柑橘的价格，柑橘“经纪人”李
传开说：“我做柑橘代收这行已经40年了，
今年的柑橘价格是近20年来最高的，每个
品种平均上涨了1元钱。因品质好、汁多肉
满、酸甜适度等优点，市场上供不应求。即
将大量上市的沃柑，外地果商早早就预订
了。我从去年10月底脐橙成熟，忙到现在沃
柑成熟，一刻都没停下来。”

近年来，长沙镇以市场为导向，不断优
化产业结构，对柑橘进行品种改良，保证了
柑橘产业经久不衰，成为果农的“摇钱树”。
此外，该镇实施地理标志农产品（开县锦橙）
保护工程，投入220万元改造提升1200亩老
果园，新栽种优质晚熟“探戈”柑橘300亩，
缩短了柑橘采摘“空窗期”。

拓宽销售渠道

“这批沃柑准备出口到国外，果子要摆放
整齐、贴好标签，遇到坏果一定要挑出来。”在

长沙镇福城村柑橘集装箱车间负责人正在叮
嘱村民包装好沃柑。不一会儿，一辆长17米
的冷链集装箱车驶来，一人操作搬运叉车把
一筐筐沃柑整齐码放到车厢里……

柑橘集装箱车间负责人表示，农村最缺
的就是人力和信息，她和朋友开办了水果清
洗包装厂，借助电商平台帮助村民拓宽销售
渠道，让有限的人力资源得到最大化利用，
带领村民增收致富。

“今年的沃柑受去年干旱影响，虽然甜
度达标，但个头偏小，影响了价格，这可把我
愁坏了。正当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柑橘集装

箱车间负责人帮我联系了一个收购商，准备
把我的沃柑出口到国外喜欢小果的城市。”
福城村村民黄凤香说。

下午两点半，装满沃柑的冷链集装箱车
出发了，它将日夜兼程驶向国际物流口岸。

近年来，长沙镇积极搭建柑橘产销对接
平台，不断引进现代化柑橘生产线，通过实
施“订单农业”，实现柑橘从“批量贱卖”到

“论级定价”的转变。

依橘发展旅游

4月的长沙镇处处绿意盎然、生机勃勃，
万亩橘海迎来了“花果同树”的壮美景象。
阳光明媚的日子，市民们邀上亲朋好友，到
长沙镇去赏花摘果，体验乡村乐趣。

“现在有不少游客喜欢来这里休闲娱
乐，赏花摘果、吃农家饭，体验农耕文化。”长
沙镇长沙村村民李成开办了一家农家乐，专
营农家美食和提供休闲娱乐，一年下来也有
不错的收入。

长沙镇柑橘种植历史悠久，拥有全区最
古老的母本柑橘树。近年来，长沙镇依托柑
橘产业，持续举办相关活动，带动当地乡村
旅游业发展。

目前，长沙镇正在打造鲤鱼寨观景台，
设计“美丽橘乡”采摘自驾游线路，建设橘园
采摘基地和橘林农家乐；加强对陈家园艺场
场部旧址、百年古橘树景区科普基地的保护
利用；建设以柑橘文化为主线的乡情陈列
馆，组织开展橘文化摄影比赛、书画比赛等
活动，大力发展“橘花游”“采橘游”等生态休
闲旅游。

开州区长沙镇依托柑橘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春风吹来橘满香 果农丰收采摘忙

4 月 10 日，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村的 500
多亩水稻田里，插秧机在田间来回穿梭，一株
株绿油油的秧苗快速、均匀地落入农田，早稻
春播拉开序曲，绘好乡村振兴春耕图。

据了解，仙龙镇按照“水稻生产全程社会
化服务项目”总体的要求，认真抓好水稻机械
化育插秧示范片建设，种粮大户43户、种植
面积约1.5万多亩。该镇将克服春旱的不利
因素，力争早日完成机插秧作业，以实现满栽
满插。目前，仙龙镇水稻面积5万余亩，实施
水稻种植全程机械化服务项目1万余亩。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为了提高种子的发芽率、整齐度以及减少种谷带
病率。水稻种子在播种之前一定要经过几方面的处理工
作。具体体现在以下三点：

晒种：播前晒种可以增加种皮的透性，增强吸水性、
酶的活性和种子活力，还可以降低种子内的发芽抑制物
质（如：谷壳内胺A、谷壳内胺B、离层酸等）的浓度，因而
晒种有促进提早萌发、提高发芽势和发芽率的作用。一
般浸种前晒种1~2天。

精选种子：由于秧苗三叶期以前，其生长所需的养分
主要由种子胚乳本身供应，种子饱满度与秧苗的壮弱有
密切关系。因此，选用粒饱、粒重和大小整齐的种子是培
育壮秧的一项有效措施。

浸种消毒：浸种消毒是防治水稻病害的重要措施之
一，通过消毒能有效地杀死黏附在稻种体表及体内的水
稻恶苗病菌、稻瘟病菌、细条病菌、水稻胡麻叶斑病病原
菌，可以有效消灭初侵病源，减轻大田发病程度，减少用
药量，有事半功倍的作用。一般播种前用4000～5000倍
液的“浸种灵”或“施保克”等种子药剂浸种60~72小时，
彻底消灭和预防种传病害。 （本报综合）

□熊伟

春暖花开时节，梁平区屏锦镇各村（社
区）进入春耕备耕关键期，种粮大户、农机合
作社纷纷抓住有利天气，开展育秧、耕田等
田间作业，为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近日，在屏锦镇万年社区，红银农机专
业合作社派出的“田保姆”正驾驶耕田机帮
助村民耕田，为即将开始的机插秧作准
备。只见耕田机匀速行进于田间，一块块
荒田在耕田机的工作下变成了一片片平整
的水田。

据了解，红银农机专业合作社专门提供
耕地、育秧、插秧、收割、烘干等多方面的农
业社会化服务，合作社有10多名经验丰富的
农机手，可为农民全面提供“保姆式”农业服
务。

2022年，红银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周边乡

镇3000余亩田地提供了全程农业社会化服
务。今年，随着订单量的增加，合作社里的
耕田机和无人植保机一直忙个不停。目前
合作社所服务的范围涉及星桥镇、聚奎镇、
回龙镇以及垫江县的部分乡镇。

“目前，5台耕田机同时派出，一天的作
业面积可达到100多亩，今年一共需要耕田
3700余亩，当前正在抓紧时间完成目标任
务。”红银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告诉笔
者，以前一家一户耕种，管理成本高，现在
交给他们统一管理，耕、种、防、收、烘等环
节合作社都精心组织、精打细算，降低了生
产成本，增加了农民收入，推动了农业提质
增效。

“耕地、插秧、收割、烘干都由他们来干，
我们当起了‘甩手掌柜’，省心又省力，合作
社效率也高，给我们节省了成本和时间，非
常不错。”看着耕田机在自家田里耕作，屏锦
镇龙溪村村民何为平觉得很赞。

除了为农民提供服务，红银农机专业合
作社还为附近村民提供务工机会，带动就业
100多人。合作社作为社会化服务的重要一
环，对于解放农村劳动力、促进农业增产增
效和农民增收、提高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发
挥了重要作用。

近年来，屏锦镇针对农村缺少劳动力等
实际情况，鼓励各村（社区）成立农机专业合
作社等社会化服务组织，为村民种田提供农

业社会化服务。根据田块和种植情况，农民
每亩稻田只需支付500多元服务费，种田的
所有农活都由“田保姆”来完成，农民种田变
成“甩手掌柜”，提高了种地效率，实现了农
民和合作社的双赢。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实施农业
社会化服务促进行动，大力发展代耕代种、
代管代收、全程托管等社会化服务。”屏锦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该镇将因地制宜，
围绕产业发展现状和农民现实需求，加快培
育各类农机服务新主体、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向全程全面、高质高
效发展，让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为现代农业
发展保驾护航。

□秦莲花

“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这里是丰都，今
天我们来到地里帮助冉阿姨销售她家种植的榨菜，今天
2.5千克榨菜活动价仅需15.9元……”近日，在丰都县龙
孔镇玉溪村村民冉素琼的榨菜种植地里，主播们正轮流
在各大电商平台帮助她销售榨菜，冉素琼也请来亲戚朋
友帮忙采摘榨菜。大家砍榨菜、去叶子、装袋，各项采收
工作正有序开展，现场一派忙碌的景象。

冉素琼介绍，因为家人每年正月初六左右就外出务
工了，每到榨菜成熟上市的时候，都会因为缺劳动力而发
愁。今年，县商务委开展直播下乡助农活动，让她家种植
的2吨多榨菜足不出户就销售一空，给她省掉了不少烦
心事，真正帮她解了燃眉之急。

在虎威镇香岩村的田间地头，村民们也正趁着晴好
天气，抓紧时间抢收榨菜，3名主播正拿着手机跟随工人
们的步伐，用镜头展示绿意盎然的榨菜种植基地，向全国
各地的网友介绍榨菜。主播们一边走一边播，或与菜农
采摘互动，展示榨菜的品相、品质，通过“线上直播”的方
式，集中宣传、展示、推介农特产品，让这些农特产品搭上
互联网直播的“快车”。

“这段时间每天下乡卖菜，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
有意义的事，每个主播平均每天能卖850~1250千克榨
菜，250~300千克儿菜，这样既帮助他们拓宽了销售渠
道、增加了他们收入，也向全国各地展示了丰都县的一些
优质农产品。”参加此次电商助农的主播秦梅介绍。

丰都县商务委电商科相关负责人介绍，2022年，丰都
县商务委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产业联动、创新驱动”
的原则，“全民搞营销”的工作思路，积极探索“数商兴农、数
商兴产、数商兴业”的新路径、新模式。全年培育电商市场
主体人才284人，实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23亿元，同比增长
21%，为促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梁平：“田保姆”让农民种田当“甩手掌柜”

丰都：让乡村“土货”
搭上电商“快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