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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打造12家“旅阅书房”
推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

潼南区无人机播种提效率
科技助力忙耕种

□徐明鸣 王浪

连日来，潼南区抢抓农时忙耕种，植保无人机赋能水
稻直播，处处是科技“抢春”的繁忙景象。

潼南区崇龛镇柿花村，将稻种装进无人机播撒装置，
在技术人员的操作调试下，无人机缓缓起飞，按照预设航
线，穿梭于田间，一粒粒种子均匀地撒落在水田里。仅用
几分钟时间，就完成了1亩田地的播种任务。

“水稻无人机直播前期需要进行稻田除杂、蓄水、翻
耕、平整以及开沟等多道工序，每道工序的质量都影响水
稻的产量。”潼南区崇龛镇柿花村种植户陈伟说，无人机
直接播种，不受地形限制，作业补给容易，株距行距可控，
可以将种子打进泥土浅表层，使得水稻扎根较深，出芽率
高，抗倒伏能力强。

“现在种庄稼很方便，原来在插秧季节我们要请
很多人工。现在用无人飞机进行直播。几分钟就能
完成1亩地，既省工时又省钱。今年我这200多亩地，
还可以节约成本4万多块钱。”陈伟告诉笔者，现在利
用无人机飞播每亩用种量8~9千克，完成1亩地的水稻
播种仅需 3~5 分钟，效率是传统人工植播的 20 倍以
上，同时省去了传统水稻种植的人工播种、秧苗管理、
插秧等烦琐而耗费人力的诸多环节，节省了大量的劳
动力和生产成本。

“使用无人机直播水稻，实现了精准播撒、有序分
布、密度合适，播种效率高。”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农机
技术推广站副站长邓洪介绍，无人机水稻直播技术的
推广，进一步提高了潼南区水稻的耕种效率，帮助村
民增产增收。

据了解，潼南区正大力探索无人机直播、施肥、植保
等技术，预计到2027年，在水稻、油菜等粮油播种方面推
广面积可达到10万亩以上。从“谷雨”开始至“立夏”都是栽秧的好时

候。近日，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组织农技人员
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南城街道巴岳村村民科
学栽秧，帮助村民有效解决劳动力不足和受
天气影响的种植管理难题，让村民抓住好天
气，抢栽水稻秧苗确保满栽满插。据了解，该
区今年计划栽插43万亩水稻。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准备。香菜种子有很多种，不同品种之间有一定
差异。种子越大，抗逆性越强，对外界环境也更能适
应。为了让种植的香菜有良好的育种空间，选择米色
种子为佳。

播种。准备好的香菜种子，可以播种到容器中，也可
以播种到地面上。土壤深度以种子的3倍为宜，避免种
子表面受到阳光照射，可夹入淡黄色的沙子，以免种子受
到刺激而无法萌发。播种后，用正常的有机肥料混合施
入土壤中，同时要保证土壤潮湿。

管理。因香菜是易萌发、长势旺盛的作物，所以在日
常管理中要尽快移植，土壤要定期浇水，避免土壤缺水，
这样可以延长香菜的生命。在移植时，土壤要适当肥沃，
可以适当施用液体肥料和有机物，促进香菜的生长。早
晚温差大，阳光照射强烈，要等到日出以后再浇水，以免
水分蒸发掉，而造成土壤过干。

收获。香菜种子发芽后，每隔几天要清理杂草，以便
促进香菜的生长。当香菜的叶子继续生长，可以看到芽
叶时，就到香菜的收获期了。收获的时候，要注意新叶和
叶芽的形成。

保存。在收获的时候，要尽可能地把香菜收获，以免
受到阳光照射而造成损失，所以收获后最好保留种子。香
菜种子收获后一般要采取干燥等方式保存，避免种子受到
外界病虫的为害，影响下次种植的质量。

（本报综合）

□舒晴 郭翠琴

充满农家乡土气息的院墙内，靠墙安置一排木制书
架，中间摆放两个沙发、一张茶几……这是位于巴南二圣
镇云林天乡民宿内的“旅阅书房”。自然古朴、简约洁净
的环境里，游客仿佛身处自家书房，去书架前挑选一本自
己喜欢的书，窝在沙发里，度过一段静谧时光。如果没有
读完，还可以把书带走，读完后归还于市内任何一家公共
图书馆或邮寄至巴南区图书馆。

据了解，巴南区图书馆按照“以文促旅、以旅彰文”的
工作思路，从2020年开始探索文旅融合的新路径，与巴
南区精品民宿共同打造了“行走阅读+乡村阅读”公益服
务项目——旅阅书房。

截至2022年，巴南区图书馆已在12家民宿设置“旅
阅书房”，并在民宿各区域陈设了阅读小贴士。在“旅阅
书房”的设置过程中，巴南区图书馆邀请民宿方参与图书
的资源采购，尊重他们的选择并配送适合每个民宿风格
和需求的优质图书共7000余册。

“‘旅阅书房’在丰富旅客的旅行的同时，还能保障乡
村孩子的阅读需求。”巴南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介绍，图
书馆与民宿的联盟服务，实现了一举三得，将公共文化资
源和服务送到特定群体身边，践行个性化和均等化阅读
服务，满足了乡村孩子以及村民的阅读需求；从资源配给
和主题活动方面，将地域文化和乡土教育进行了特定的
组织和推广；将公益资源和社会资本进行整合，提升民宿
文化内涵，提升旅客的幸福感，助力民宿产业良性发展，
推动乡村振兴和文旅融合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黄培成）近日，奉节县铁
佛脐橙种植股份合作社社员代表大会座无虚
席，大会除了组织该县脐橙科技小院的专家对
合作社社员开展现场技术培训指导服务之外，
还对黎治林、蔡仁明、蔡仕清等12名同志作为
上年度的技术能手、种植大户、农业服务先进
个人予以通报表彰，并现场颁发了荣誉证书。

据悉，奉节县铁佛脐橙种植股份合作社
现已发展到社员748户，种植晚熟脐橙3000
余亩，年种植经销脐橙4800余吨，年销售收
入2800余万元，纯利润225万元以上，户均
增收7800元。

2010年，该合作社被评为重庆市农民专
业合作社示范社，2014年被评为国家农民合
作社示范社、市级龙头企业，2018年被评为
全国百强专业合作社。2021年，该合作社的
成功做法还被纳入农业农村部典型案例。

组织农户抱团发展

奉节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心，这里日照充
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特别是境内立体气
候明显，土壤中富含钾、硒元素等，非常适宜
种植发展脐橙等多种农作物。为此，不少农
户也从脐橙种植经销中得到实惠。

在成立该合作社之前，受道路交通、市
场行情、农户种植水平等影响，这里农户收
入并不稳定，表现为果园“大小年”严重，脐
橙品质千差万别，每年收购价格忽高忽低。
究其原因，主要是农户分散种植和小规模生
产，造成脐橙产量低，果实品质各不相同，其
结果是不方便承接大的订单，有时即使有大
订单或大商贩进入产区，也不能满足批量收
购需要，并且无法保证收购果实的统一性，
稍有不慎，可能砸奉节脐橙的“牌子”。

特别是市场疲软的年景，农户“各吹各
的号，各唱各的调”，极易造成整个市场混
乱，无法统一价格，表现为农户种植脐橙高
产量不一定取得高收入，收获果实高质量不
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再加上脐橙成熟期集
中，集中上市极易造成橙农相互“杀价”，出

现果实“贱卖”，橙农增收没有保障。
“把千家万户分散种植农户组织起来抱

团发展，不失为一种好的举措。既能满足大
订单批量收购需要，又能保证果实品质和价
格统一，解决脐橙销售难、增加橙农收入。”
市农技协代表、奉节县铁佛脐橙种植股份合
作社理事长马后明介绍。

用心用情服务社员

“组建脐橙种植合作社，说起容易做起
难。要想合作社在千变万化的市场经济大
潮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可谓难上加难。”马
后明说，2009年成立合作社之初，属于“小敲
小打”，社员主要是铁佛村的村民，社员只有
106户，种植面积也仅有1100亩。

不仅如此，该合作社属首次成立，没有
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只能一步一个脚印，
摸着石头过河，按照合作社章程进行管理，
边摸索边总结，以完善各项制度、开展技术
咨询培训、收购社员的部分脐橙产品等服务
为主，最初几年合作社赢利也不是很多。

为更好地管理合作社，马后明还主动深
入社员中了解情况，向奉节县科协、县农业
农村委、县脐橙产业发展中心等部门咨询请
教管理办法，特别是针对社员在种植发展中
急需提供技术支持等事宜，主动与重庆市农
技推广总站、西南大学等部门加强联系，争
取指派专家到现场培训指导脐橙栽培管理
技术。据了解，该合作社常年聘请专家1名、
技术员2名，主推“树开窗、园生草、有机肥、
生物药”等脐橙果园栽培管理集成技术，极
大地调动了社员的种植积极性。

与此同时，该合作社还积极向上争取项
目，多方筹集资金200余万元，新修果园机
耕道6.5公里，人行梯道4000米，整修蓄水池
12口，安装灌溉管道25000米，较好地满足
了脐橙果园栽培管理需要。

此外，该合作社还建成占地5500平方
米，年清洗包装1万吨，单次冷储能力1000
吨，集收购、包装、冷藏、配送、销售为一体的

冷链物流中心，让合作社每年脐橙鲜果销售
期延长8个月以上。

“铁佛脐橙种植合作社的‘铁’就铁在脐
橙成熟期上，除了拥有中熟脐橙品种之外，
还拥有早熟品种奉园91脐橙和晚熟品种鲍
威尔、班菲尔、切斯列特脐橙。”马后明表示，
特别是每年脐橙中熟品种销售完以后，如果
想要从脐橙果园内现采现摘脐橙或从市场
上能够购得到新采摘的脐橙，铁佛脐橙种植
股份合作社是最理想的场所之一。

稳定增收前景看好

“经过10多年的苦心经营与发展，得到了
全体社员的信任，并且社员们愿意跟着我
干。”马后明介绍，随着合作社服务项目越来
越多，种植技术严格按照农业农村部《绿色食
品柑橘生产技术规程》，主推“树开窗、园生
草、有机肥、生物药、杀虫灯、粘虫板、捕食螨、
喷大生、冬防冻”九项综合配套技术，并且还
制定了《投入品监管制度》《生产档案制度》
《产品检测制度》《基地准出制度》《质量追溯
制度》的产供销全程质量监管体系，实施“十
个一”工程，即技术规程一本书、生产档案一
套账、园区通畅一条路、肥水保果一口池、果
实增甜一包肥、预冷预贮一间房、理化诱杀一
张板、无疫栽植一个罐、以螨治螨一袋虫、绿
色防控一盏灯，较好地保证了脐橙果实品质。

同时，该合作社还创新推行社会化服务
和“四统两分一保底（即统一品牌、技术、物
资供应、销售，分户核算、管理，保底价格）”
管理模式，让合作社成员真正变成股东，带
动群众不等不靠不要，让发展优势特色产业
真正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产业，逐步形成技
术、资金、劳务、农资、加工、销售等多项服
务，社员覆盖铁佛、河水、石龙3个村，有社
员748户，拥有社员基地规模3000亩。

“现在种植有晚熟脐橙30余亩，主要是
鲍威尔脐橙，去年产脐橙30吨，按均价6元/
千克计算，年销售收入18万元，扣除肥料、农
药、人工等费用，年纯收入12万元以上。”铁

佛村20组村民黄定华说。
“有了合作社，对于社员来讲，好处特别

多。除了有利于脐橙销售之外，还组织专家
培训指导种植技术。”铁佛村11组村民黄久
贵说，目前种植脐橙40亩，年产脐橙80吨，
扣除种植成本，年纯收入18万元。

据了解，黄久贵从2022年开始，还牵头
组建了铁佛脐橙采果队，除了在当地帮助果
农采果外，还对外开展社会化服务，深入到
朱衣镇砚瓦村、永乐镇大坝村等地，帮助果
农有偿采果。

“每年与妻子帮助别人采果收入约８万
元。”黄久贵说，常年有40人参与社会化采
果，按每年采果4个月、每月采果25天、每天
采果20吨、采果按0.32元/千克计算，每年采
果收入可达64万元。

“近年来，铁佛村不断发展，特别是境内高
速公路的贯通和高铁时代的到来，铁佛脐橙销
售非常不错，每年接待外地来铁佛收购脐橙的
水果商贩比较多，销售价格相对稳定。”马后明
说，目前合作社已拥有“铁佛春”注册商标，并
且还取得“铁佛春”晚熟脐橙绿色食品证书。

下一步，奉节县铁佛脐橙种植股份合作
社将按照“生产标准化、病虫害防治专业化、
管理集约化、产品优质化、经营产业化和销
售品牌化”要求，主推晚熟脐橙优质丰产集
成技术普及到户、管护到树，进一步配套完
善标准示范园水、电、路等基础设施，使果园
内土壤熟化、灌溉工程及路网配套，辐射带
动周边2万余亩晚熟脐橙基地的生产管理。

同时，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坚持依质论
价、分级包装原则，针对不同消费群体，推出
精品礼盒、普通礼盒等不同规格的外包装，
并在重庆、成都、广州等地设立直销点，真正
实现商业连锁企业的农超对接。

此外，合作社还将依靠现代网络优势，
利用网络销售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形成“礼品果+超市果+网络果+散果”的市场
营销体系，真正构建“横贯南北、竖连东西”
的销售网络，推进铁佛脐橙提档升级，增加
农户收益。

奉节县铁佛脐橙种植股份合作社抱团发展

748户橙农稳定增收有保障

□记者 沈静

风吹麦浪遍地黄，颗粒归仓丰收忙。
4 月 23 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以下

简称市农科院）传来好消息，其建立在永
川区青峰镇凌阁堂村的重庆小面专用品
种和轻简化种植示范田通过验收，亩产首
次突破400千克大关。当然，这一新纪录
离不开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究所麦类作
物创新团队的辛勤付出，记者跟随团队的

“泥脚印”，听他们讲述新纪录背后的成功
“密码”。

小麦想高产选用良种是关键

在永川区青峰镇凌阁堂村360亩连片
的麦地里，麦穗长势饱满，丰收已成定局。

“尽管去年疫情影响了播种时间、长期干旱，
但市农科院专家培育的品种好，加上技术指
导得当，今年的产量和收入都有保证。”麦田
的主人满怀信心地告诉记者。

种子是小麦的芯片。今年选用的“渝糯
麦872”和“渝麦13号”的丰产性表现突出，
平均产量达 406.7 千克。其中的“渝糯麦
872”是市农科院新培育的重庆小面专用品
种，属于特殊类型小麦。针对糯小麦在丰
产性和抗逆性上的天然弱势，研究团队开
展了千粒重和条锈病等方面的专项攻关，
攻克了糯小麦在产量和抗病上的重大缺
陷，取得了糯小麦品种培育的重大突破。

“采用了大粒靶标性状定向选择、糯小麦反
交抗条锈病基因材料，经多年筛选培育成
了高产多抗糯小麦新品种——渝糯麦872。”
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究所麦类作物创新团
队博士高志宏透露。

轻简化技术助力增产丰收

高志宏表示，小麦产量好坏是由多方面
因素综合决定的，除了技术好坏也有天气因
素。重庆常年雨量充沛、播种时土壤墒情
好，很多年份随意播种亦可以正常出苗，致
使种植者容易忽视播种环节的重要性。我
市小麦播种机械化应用程度极低，多以人工
作业为主，播种环节的随意性和不均匀性问
题层出不穷，民间好的播种经验难以有效传

承。多年前，市农科院就意识到我市小麦播
种环节中存在的问题，栽培措施不到位，是重
庆小麦产量低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特意申
请了科技局项目支持，开展了“规范化播种”
专题研究。壮苗培育，播种是关键，规范播种
作业，小麦收成多一半，若我市全面做好规
范化播种，仅此一项小麦产量可提升三成。

据了解，今年该团队推荐了“秸秆还田、
尽早灭茬”技术，强调了秸秆粉碎和提前灭
茬的重要性。提前采用旋耕机灭茬作业和
秸秆粉碎，目的是促进秸秆的腐烂，避免秸

秆架空土层，影响麦苗根系的生长，同时抑
制病虫害的发生，提升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壮苗培育奠定基础。

采用合理的生产技术，是小麦高产的关
键。高志宏博士介绍，今年小麦采用“定量
撒播、配方施肥、浅旋盖种”一体的轻简化生
产技术，是当前我市最适宜的小麦生产技
术。定量：制订合理的密植目标。撒播：重
庆耕地小块、山坡地多，机械化作业效率低，
播种机数量不足，难以实现机械化播种全覆
盖，故撒播是最适宜我市现状，且是当前最
高效的播种方式。浅旋盖种的要点是控制
旋盖深度3~5厘米，从技术层面讲，并不是
最好的技术，却是在土壤少墒情况下保障撒
播出苗最经济、最有效的技术。配方施肥。
因地制宜制定配方，重视底肥施用，后期见
苗追肥，保障丰产的同时，提升了肥料利用
率，减少了化肥施用量。

明年将扩大示范应用面积

“我们不仅仅研究品种培育，更注重产
业链条的延伸。”采访中，高志宏博士向记者
透露，采用“渝糯麦872”配方粉制作的面条
口感滑爽、嚼劲十足，“糯小麦可提升面条的
口感”，这一特性的发现，将大大提升糯小麦
的应用价值。“渝糯麦872”可作为专用型小
麦开发利用，服务重庆知名品牌“重庆小面”
产业，助推重庆小面产业集群建设。

下一步，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究所麦类
作物创新团队将在全市示范糯小麦新品种
和推广小麦轻简化技术，采用“农技部门+研
究院所+企业+合作社/种粮大户”的联合模
式，实行糯小麦订单收购的方式在全市应
用，促进粮食增产、实现农民增收。

重庆小麦亩产首次突破400千克

“渝糯麦872”破解小麦高产“密码”

验收人员正在为测产收割小麦。 记者 沈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