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铜梁区华兴镇团林村3社白茶园
里20多位茶农和游客肩挎竹篓，在茶树丛中
来回穿梭摘下一片片嫩绿茶芽。

据了解，铜梁区华兴镇在团林村业资源普
查中发现了野生白茶的身影。经过多方考察，
得知白茶含有独特的活性酶。团林村生态环
境优良、昼夜温差较大，很是适合白茶树的生
长。经过几年努力，白茶种植面积扩大到千
亩，村集体收入超过200万元，入股的农户也获
得了务工收入和分配的红利。

此外，团林村在发展白茶产业中，注重科
技兴茶，多次邀请重庆茶叶研究所的专家到
村指导，并严格按照专家的指导实行无公害
生态栽培，出产的茶叶获得国家绿色食品认
证，并成功审报“华毓龙洞”商标。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

种植中药材5万余亩年销售额超3亿元

农 业 课 堂

马蹄种植技术

乡村振兴6 2023年4月20日 星期四
见习编辑李家勇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铜梁华兴镇党建引领产业兴
白茶致富一村人

巫山县庙宇镇
水稻全程机械化种植

□张丹 杨健

4月11日清晨，迎着春日暖阳笔者走进
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宁静质朴的乡村气
息令人心旷神怡，眼前是让人耳目一新的变
化：民房屋顶统一顶着栗壳色的“帽子”、

“陶”文化充分融入景观矮墙上、蜿蜒的人行
便道干净整洁……

这里，只是安富街道扮靓乡村颜值的一
个小小改变，也是荣昌建设巴蜀美丽庭院示
范片的一个缩影。

据了解，为推动川渝两地建设“高品质
生活宜居地”，重庆、四川联合开展“巴蜀美
丽庭院示范片”建设，计划“十四五”时期，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成100个省市级“巴
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去年 11 月，荣昌区正式启动“归园陶

居——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建设。该
项目位于安富街道普陀村，涉及该村康家院
子、兰家坝、斜坝子3处院落的105栋民房，
计划总投资1200余万元，进行农房品质提
升、院落颜值提升、村落价值提升。

发动群众主人翁精神，该项目充分按
照“共建共治共享”理念设计整治内容，激
发群众投智、投劳、投物、投资参与项目建
设热情，并根据村民自愿选择“安居”“宜
居”“乐居”等不同类型的房屋改造方案，
分别给予不同额度的资金支持。建设内
容主要包括建筑立面整治、景观矮墙打
造、院坝栽种绿植、安装照明设施及修建
人行便道等。

沿着人行便道一路来到普陀村斜坝子
院落，只见部分民房外墙已统一刷成了米白
色，房顶也统一变成了斜坡式屋顶，几十名

工人或忙着在房顶铺设瓦片，或在屋檐下的
墙体上嵌入陶片，一片繁忙景象。

“在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我们充分融入
陶文化，在房屋墙体、景观矮墙嵌入陶片、陶
罐，在罐体内栽种植物，后期还会在道路和
墙体上绘制制陶工艺，充分展现安富巴蜀美
丽庭院的独特魅力。”荣昌区安富街道建设
环保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涂柯介绍，目前已完
成80余栋民房的屋顶、外墙整治和景观矮
墙打造，占总工程量的70%，预计本月底完
工。

尽管项目还未全面完工，但当地村民已
经看到了变化，摸着了幸福。

“我这房子20多年了，下大雨时房顶还
会漏水。现在经过改造，房顶和墙面都刷上
了防渗漆，安装了瓦片，再也不用担心房子
里面‘下小雨’了。”说起近段时间村里的变

化，普陀村村民王孝远喜上眉梢。他坦言，
大家的房子都变得漂漂亮亮，村里村外的路
也修得平平坦坦，不光看起来赏心悦目，住
起来也舒服多了。

同王孝远一样，村民李显畅也切身感受
到身边的变化。“房子改造后，亲朋好友来家
里做客，都羡慕得很。”提起如今的生活，李
显畅老两口的眼里满是幸福。

下一步，荣昌区安富街道将持续有力推
进“归园陶居——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
目建设，重点抓好农房、庭院改造、公共空间
整治美化及路灯安装等工作。届时，将通过
乡村风貌整治提升，打造陶文化特色突出、
乡野气息浓厚的品质乡居，实现民房品质、
院落颜值、村落价值的提升，初步呈现美丽、
宜居、宜业、宜游的幸福乡村新画卷，真正让
村民的生活“归园陶居”。

本报讯（通讯员 黄培成）低山脐橙中
山蚕桑，高山中药材富裕一方。近日，笔者
走近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随处可见种植中
药材的农户忙碌的身影，他们把中药材基地
当成庄稼耕种，适时给基地中药材进行松
土、除草、施肥……

“不少农户从中药材种植中得到实惠，
他们购置私家车，并在集镇或县城内购买住
房，过上了农忙回老家耕种，农闲到集镇县
城居住生活的舒适日子。”奉节县长安土家
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张泉生表示，随着国
家对中医药事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预防、
治疗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中医药起到重要
作用，中医药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中
药材产业得到较好发展。

据了解，经过多年的种植发展，该乡已
在新和、石罐、五坝、川前4个村建成集中连
片中药材基地10个，基地规模达到20000余
亩，年产中药材6000余吨，培育药农1200余
户，带动从业人员2000余人。2022年，长安
土家族乡种植党参、牛膝、云木香、贝母、天
麻等中药材50000余亩，年销售额超3亿元。

“靠山吃山”积累种植经验

“乡里位置地处山区，最高海拔为2100
米，日照充足，空气清新，目前无任何工业污
染，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奉节县长安土家
族乡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张超介绍，早在清朝
道光年间，茅草坝、太和坪等地农民便开荒
种植党参、牛膝、云木香等中药材，产品主要
销往广州、安徽、成都等地。

“在脱贫攻坚之前乡里的农户生活较为
贫困，因交通受阻、科学技术知识缺乏等限
制，不少的农户迫于家庭生活压力而纷纷外
出务工经商，一些在家的农户没有更好的致
富门路，便开始试着种植党参、牛膝、贝母等

中药材。”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副乡长何贤
银介绍，当时农户种植中药材面积相对偏小
且种植分散，农户种植中药材产量低，销售
收入不高，农户边种植边摸索，并从多次种
植中药材的失败教训中不断总结积累经验，
正因如此为乡里进一步发展壮大中药材种
植规模奠定了坚实基础。

53岁的曾纯平是长安土家族乡石罐村
村民，早年因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为减轻家
庭的经济负担，他14岁就离开学校跟着父母
学习种植党参、牛膝等中药材。经过近40
年的不断摸索实践，目前他已积累了丰富的
中药材种植技术经验，成为当地有名的中药
材种植大户。

“刚开始学习中药材种植技术没有现成
的经验可供借鉴，也没有专业的老师进行技
术培训与指导服务，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边学习种植技术边摸索实践。”曾纯平说。

近年来，曾纯平积极响应长安土家族乡
党委政府的号召，多次参加奉节县统一组织
的中药材种植技术培训，结合多年的亲身种
植实践，逐步掌握了一套成熟的中药材种植
技术。

目前，曾纯平已从最初每年种植中药材
收入3000元，发展到现在拥有250亩中药材
种植基地（实际每年轮换种植面积70亩左
右），年产党参、牛膝等中药材15吨以上，扣
除肥料、人工等种植成本，每年种植中药材
纯收入25万元以上。

“多方争取”夯实发展基础

“药当粮种，山当田管”。长安土家族乡
中药材种植基地里，像石罐村曾纯平这样的
种植大户还有很多，中药材已成为他们家庭
增收的“摇钱树”，并走上了致富路。

“种植中药材，真的是兴一方产业富一方

百姓，成为高山地区继烟叶种植增收之后的
又一重要产业。”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石罐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丁丽对笔者介绍，中药材
种植之所以能成为不少农户稳定增产增收的
主要来源，这还得感谢国家的脱贫攻坚政策，
感谢乡党委政府和县级部门的大力支持。

据了解，自开展脱贫攻坚工作以来，长
安土家族乡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
发展，充分利用国家脱贫攻坚政策和农村产
业发展项目支持等机遇，强力推动中药材种
植，大力实施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组织引导
当地群众大力种植党参、牛膝、云木香、贝
母、天麻等中药材。

为了让更多的中药材种植农户增强发
展信心和坚定种植发展决心，全力支持做好
中药材种植工作。截至目前，长安土家族乡
建成产业路23.8公里、生产便道32.8公里，
修建蓄水池5000立方米，晒坝40000平方
米，新建标准化烤房187座。

不仅如此，长安土家族乡党委政府主动
同上级行业主管部门加强联系，积极争取他
们对中药材种植农户开展技术培训指导服
务，充分调动他们种植发展中药材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截至目前，该乡已种植中药材
50000余亩，引进培育中药材加工企业4家，
培育本地小微企业 107 家，带动固定就业
2000余人，实现年加工中药材1000余吨。

“提质增效”做靓药材产业

种植发展中药材产业，拥有一定规模的种
植面积和加工能力，这只是迈出中药材产业发
展的第一步。要想中药材产业像其他支柱产
业一样长盛不衰，始终在中药材市场立于不败
之地和保持竞争优势，需要树立大健康、大产
业、大发展、大效益理念，立足当前，着远未来，
综合发力，推动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中药材种植是高山乡镇现代农业发展
方向之一，长安土家族乡正着力构建‘三横
两纵一连线’乡域骨干交通，奉建高速公路
横穿境内且正在加速建设，万巫南线建设也
即将启动，各种硬件设施条件正加速完善，
相信未来乡里中药材产业发展前景越来越
好。”奉节县长安土家族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张泉生表示。

下一步，长安土家族乡党委政府将以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认真按
照奉节县委、县政府关于大力发展中药材产
业的实施意见，立足顺应“绿色、环保、健康、
生态”大健康产业发展趋势，依托茅草坝、九
天龙凤等景区优质生态和气候资源，加强政
府与入驻企业，农村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
合，大力发展农家乐、林家乐、土家民宿，开
发康养食谱、菜谱，包括推出药膳鸡、药蜂蜜
和中药调料包、中药材饮片等，努力把本地
独特的生态资源和未来地理区位优势转化
为看得见、摸得着、农户得实惠的经济优势，
进一步完善生态康养功能，做靓生态康养旅
游，努力把长安土家族乡打造成“宜居宜业
宜游”的中药材康养示范乡。

品种选择。马蹄用球茎繁殖，田间越冬的留种马蹄
不宜过早挖取，一般于催芽育苗时才挖取，播种前逐个选
取种性好、球茎较大、种形高墩、顶芽侧芽健全、无病虫
害、无烂伤的球茎作种。每亩大田需种量：伏水马蹄和晚
水马蹄75~100千克，早水马蹄只需15~20千克。

马蹄育苗。培育矮健粗壮的苗是马蹄丰产优质的基
础，一般于清明至谷雨间育苗。因早春气温较低出苗慢，
应在定植前30～45天催芽育苗，马蹄种在春分萌芽前挖
起，于室内催芽后，一般在露地旱秧田进行育苗，也可在
露地水秧田进行育苗。

整地施基肥。小满前后大田进行耕耙，一般耕耙3~
4次，使田土成糊状，最后一次耕耙时施入基肥。马蹄较
耐肥，要求施足长效和速效肥搭配的基肥，一般每亩施有
机肥80~100千克、复合肥50~80千克、磷酸二氢钾2~3千
克。

定植。栽植带球茎的秧苗以球茎入土中9厘米深，
根系带着泥为宜。栽植不带球茎的分株苗时，先将根株
埋齐插入土中，深 12~15厘米。栽植密度株行距30厘
米×50厘米，每亩栽植4000~5000穴。

采收。球茎成熟后地上部分枯死，从霜降开始到翌
年清明随时可以采收。采收前1天排水，保持土壤烂软，
便于挖取。霜降前后早期采收的马蹄，肉质嫩味不甜，皮
老未全部转红，皮薄不耐贮藏。冬至前后，球茎变红褐
色，淀粉转为糖分时采收最为适宜。

（本报综合）

□黄河

近日，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组织开展了
第三批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创建工作，公布了第三批
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镇名单，其中涪陵区青羊镇三合村
上榜，入选第三批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近年来，三合村村支两委通过院坝会、入户走访、微
信等多种方式向广大群众搜集意见建议，设立意见箱，集
思广益共同为村级发展出谋划策的同时邀请其他乡镇党
建示范村负责人、乡村振兴优秀人才到村传授基层治理、
乡村振兴等先进经验。

此外，通过组织党员代表、群众代表对“两委”工作开
展“季度述职测评”“年度实绩考评”，探索党员积分制管
理，以组为单位，每季度围绕党员参加组织生活、服务群
众、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为乡村振兴出谋划策、人居环境治
理等方面进行测评，公开接受群众监督，建立科学的积分
评价体系等一系列措施，让大家以多种形式不同渠道共同
参与到乡村治理实践中，提高乡村治理决策的科学性与有
效性，确保三合村既充满生机活力又保持安定有序。

据了解，三合村因地制宜主动谋划，采取“合作社+村
集体+农户”模式，成功引进培育200亩青菜头及南瓜种
植产业、300亩优质水稻及油菜种植产业、村集体经济入
股500亩猕猴桃种植产业等，有了产业支撑乡亲们的日
子也越过越红火。

下一步，三合村将围绕新建一座现代化党群服务中
心，有序推进3800亩高标准农田整治，提档升级青菜头种
植特色产业等民生实事继续发力，通过润民生、解民忧、惠
民生，进一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王忠虎 鲁作炳

庙宇镇对巫山县来说，素有“巫峡粮仓”之称。按时
令季节算，二十四节气已到谷雨。农谚说：谷雨下秧，大
致无妨。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4月14日，笔者在庙宇镇永安村看到，四五台旋耕机开
足马力，正在一大块水田中进行旋耕作业。旋耕完毕，一台
泡田打浆机又开进了水田。“这是我们今年新购买的泡田打
浆机，通过对水田打浆，有利于种子扎根，从而提升种子的
生长能力。”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尚前介绍。

近年来，庙宇镇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充分利用高
山盆地优势，在水稻的种植上全程实行机械化作业。整
地、筑田埂、平地、打浆、育苗、插秧、施肥，以及水稻的后
期管理、收割等都是机械化。

“水稻实现全程机械化，不仅有效解决了用工难，还
能提质增效。与人工种植相比，每亩节本增效达400元
左右。”李尚前介绍，庙宇镇今年水稻种植机械化作业面
积在8000亩左右。现在每天有近30台机器在田中耕作
或整地、或打浆、或筑埂、或施肥、或开沟，随后即可用无
人机直播稻谷了。

□陈信宇

乡村有“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
旗风”的美景；又有“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
留客足鸡豚”的民风。

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三农”工作作了全
面部署，吹响了新时代、新征程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号角。基层干部扎根基层，立足基
层，面对新形势、新目标、新要求，应坚持奋
斗，厚植为民底色，持续推进乡村振兴工作，
按下乡村振兴的“加速键”。

党建引领点燃乡村振兴“红色引擎”，讲
好农村的理，办好百姓的事。实现乡村振
兴，关键在于党和人民，基层党员干部更是
其直接践行者，抓好党建是本职，始终坚持
以党建为引领，推动农村基层党组织主动担

当作为并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让高质量
党建成为乡村振兴的“助推器”。

时刻深入推进构建“专业合作组织+党支
部”等多样化模式，构建以村党总支组织为核
心，通过设置“红黑榜”、公开遴选等方式选优
配强后备干部，不断提升凝聚力和战斗力。

砥砺担当搭建乡村振兴“逐梦舞台”，走
好乡村振兴这盘棋，基层党员要勇于争先，
以“来生还做护花人”的无私奉献和“衣带渐
宽终不悔”的矢志不渝投身在乡村振兴这个
舞台。作为乡村振兴的推行者，面对困难要

始终有“功成不必在我”的思想境界和“功成
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不畏一腿泥、一身
汗，用“辛苦指数”换取老百姓的“幸福指
数”，在乡村振兴中勇于担当、积极作为，从
而绘就出一幅人民幸福生活的“画卷”。

勤学善思勾勒乡村振兴“宏伟蓝图”，基
层党员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
索”的态度静下心来、俯下身去，拜人民为师，
在学习过程中，时刻都要检视自己的所学所
思，定期进行复盘，有针对性地查漏补缺，汲
取经验，不断提升自己解决问题的本领。

长寿区作为重庆市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
范区，云台镇的李则民流转近3000亩土地种

水稻，如今居然成了“景区”。龙河镇的农文
旅结合项目“长寿慢城”，让7个村的7000多
户农户日子变了样。万亩柑橘，一湾一景。
80平方公里的乡村景致，村民与游人共享。
以前村子里人少，现在每到周末一房难求，回
乡务工创业的人也越来越多。

夜色难眠黑凉，前行必有曙光。时代是
“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
人”，乡村振兴任重而道远，基层党员作为乡
村振兴的推行者，在这个过程中，坚持党建
引领的信念、敢于担当作为的勇气、善于勤
学思考的智慧，才能在乡村振兴这门大考中
交上一份令人民满意的“答卷”。

打造巴蜀美丽庭院让村民生活“归园陶居”
荣昌区首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成效初显

争当乡村振兴“答卷人”

本报讯（通讯员 隆太良）近日，重庆市食用菌协会
羊肚菌产业分会会长李波强、食用菌专家刘朝贵来到黄
水镇金花村羊肚菌种植基地，就羊肚菌产业发展进行技
术指导。

为充分利用好“沉睡”的土地资源，通过发展特色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在黄水镇党委政府的引导和帮助下，金花村
村组干部经过多方考察，在2022年冬季开垦出10亩撂荒
地，建起了35座大棚，种植羊肚菌，打造出了标准化的羊肚
菌种植基地。经过精细管理，目前羊肚菌正值采摘季。

在金花村的羊肚菌产业发展基地，专家们认真听取
羊肚菌产业发展的情况汇报，并走进大棚，详细查看了羊
肚菌长势情况和采收、剪柄过程，就羊肚菌的品种繁育、
精细化栽培、生产管理和产品加工等，与镇村干部和当地
的种植大户进行了深入交流。

由于羊肚菌对生长环境、基础设施和温度湿度的要
求较高，对金花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发展“高山羊
肚菌”产业，李波强、刘朝贵提出了针对性的指导意见和
建议。通过技术指导，黄水镇村干部对规模化、标准化、
专业化、效益化发展羊肚菌产业，积累了经验，掌握到了
相关技术，增强了信心。

市级专家指导
石柱县羊肚菌产业发展

涪陵区青羊镇三合村
入选市级乡村治理示范村

新和村牛膝种植基地。
长安土家族乡政府供图

乡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