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川：低海拔地区
试种车厘子成功

农 业 课 堂

大豆种植技术

乡村振兴6 2023年5月9日星期二
见习编辑李家勇美编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开州敦好镇青松村
“小花椒”做成大产业

□姜喜艳

道路建设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动脉，其中
产业路建设更是作为一项独特的交通资源
优势，在现代化农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作用。

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近年来，綦江区聚焦农业产业发
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通过修建产业
路，大力改善农村生活生产条件，为助农增
收、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路通产业兴 增收致富有信心

綦江区永新镇云品村，村民蔡长应悠
闲地走在村里干净平整的沥青路上，感慨
良多。

“路修好了，下雨天不用再穿桶桶鞋了，
现在穿胶鞋或布鞋就能去赶场，东西也不用
背，直接喊摩托车顺便就带回来了，很方
便。”蔡长应说。

“这条产业路长8公里、宽6.5米，给沿线
300多户村民出行提供了便利，也为村里产
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綦江区永新镇云
品村驻村第一书记黎明介绍。

据了解，永新镇云品村是2021年确立
的綦江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村。路通了，
村里的产业也更旺了，柑橘、李子、桃子、枇
杷、梨……一年四季，花果飘香。

“在这边承包了 2200 亩土地，发展柑
橘、李子、桃子、枇杷、梨等产业，因挂果期不
同，一年四季都有运输的需求。这条产业路
修好后，对工人入场、生产资料运输、游客观
光等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每年至少节约20%
的运输成本。”重庆长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董事长池祥全介绍。

同样因路而兴的，还有綦江区古南街道
花坝村。近年来，花坝村坚定不移地走农旅
融合的发展路线。村上拥有四季果园400
亩。眼下正是樱桃采摘的季节，在花坝村40
亩的樱桃园内，一排排樱桃树整齐排列，红
宝石般的樱桃点缀其间，不少游客自驾前来

体验采摘的乐趣。
古南街道花坝村樱桃园负责人杜强说：

“一般情况下，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入园采
摘的有200多人。周末，入园采摘的人甚至
能达上千人。”

“今年的瓜果量也相当多，硕果累累，每
亩地的毛收益在2万至3万之间。古南街道
花坝村樱桃园负责人杜强介绍，以前路比较
窄，肥料运输需要几辆小型车转运才行。现
在路变宽了，路面也好了，大型车辆可以上
来了，就相当于无形中降低了种植户的运输
成本，这个是有很大好处的。

“现在交通很方便，来游玩的人也越来
越多。根据今年3月的游客接待量来看，每
天能达到500人次。”“奇妙村”乡愁特色文
创部落负责人霍雨淋介绍，“奇妙村”乡愁
特色文创部落去年10月正式对外营业，现
已成为网红打卡地，前来游玩的游客络绎
不绝。

“产业路的建设为老百姓出行带来了很
大方便，更重要的是为村里产业发展带来了
更多机遇，增强了村民增收致富的信心。”古
南街道花坝村党总支书记蒲余兵介绍。

荒山变“金山”产业路成致富路

一条条产业路，绘就出一幅幅乡村振兴
的蓬勃画面。

笔者走进綦江区三角镇永安村，遍野的
茶树绿意盎然，令人陶醉，而几年前，这里还
是一片荒地。

“在2018年之前，村里基本上是没什么产
业，土地一直都是荒起的。一直在想办法把土
地盘活，经过招商引资，找到了现在这个茶园
的老板。”永安村党总支书记杜含群介绍。

“当初之所以选中落地永安发展茶产
业，主要是看中这里得天独厚的优势。”綦江
区三角镇永安村雾垚茶园负责人简丹介绍，
选择茶园的标准，第一个就是气候条件。永
安这个地方的海拔高度是800米，全年云雾
缭绕，土壤是沙壤土，富含硒，这个条件非常
适合种植他们的新品种。现在流转土地
1000余亩，预计能采摘3000斤左右的高端
茶叶，总产量在5000斤左右。

产业有了，怎么把茶叶运出去？怎么将
游客吸引进来？去年底，一条从黑庆沟至万
家沟的产业路给茶园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
望。这条路长3公里，可直达茶园。

“产业路修好以后，给生产和维护提供
了很多方便，让成本降低很多，机械化程度会
更高。”简丹介绍，下一步，茶园将继续扩大种
植面积，利用周边的荒山、闲置土地，准备在
两年之内再增加2000亩左右的种植面积。

“这条3公里的产业路是一条致富路，
串联起了雾垚茶园，方便了生产物资运输，
助推了产业发展，也吸引了游客前来采摘观
光、购买茶叶。”三角镇永安村党总支书记杜
含群介绍，接下来，他们将在产业路沿线布
局1500亩高粱种植基地，真正让产业路成为
带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

高质量推进 产业因路而兴

“交通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要素保障。”綦
江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2022年5月
以来，投资9086万元，启动产业升级路（二
期）工程项目，新建、改建产业路3条农村
路，总长73公里，涉及三江、赶水、横山等10
个街镇。

为充分发挥农村公路在乡村振兴发展

中的先导性、基础性作用，綦江区围绕重点
农业产业集群总体布局，按照“修筑一条产
业路、通达一个农业基地、带动一个农业产
业、致富一方村民”的总体要求，规划建设升
级产业路，从而推动现代农业、乡村旅游等
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施工期间，克服了疫情和高温带来
的考验，严格按照四级公路标准高质量推
进13条产业升级路的建设，铺设的沥青混
凝土路面宽阔平整，标识标线齐全，达到了
合同要求。”綦江区交通实业公司项目经理
李茂说。

据统计，截至目前，綦江区已完成两批
次约130公里的产业路建设，覆盖隆盛镇、赶
水镇、石壕镇等12个街镇。

下一步，綦江区将以农村公路骨干路网
提升、基础路网延伸完善、安全保障能力提
升、产业融合发展、服务水平提升等“五大工
程”为重点，统筹考虑乡村振兴和交通发展
需求，有序推进通畅工程和建制村通双车道
公路建设，畅通区域交通网络，为交通强区
建设当好开路先锋。

本报讯（记者 樊洁）日前，第七届“渝
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乡村振兴组市级初赛
顺利进行。现场，30个优秀乡村振兴创业项
目进行了激烈角逐，10个项目进入市级决
赛，他们将在更高的舞台上展现创业风采。

30个优质项目激烈角逐

本场比赛由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重庆市潼南区人民政府主办，重庆市
就业服务管理局、重庆市潼南区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承办。

比赛现场，共有30个优质项目进行了
角逐，覆盖了农业科技、特色种植养殖、文化
传承与创新等重点领域，高校毕业生、退役
军人、农村自主创业者等重点群体参赛。

最终“中国乡村非遗刀功美食——合川
桃片”“花酿红醪糟（米酒）”“乡村种稻新模
式”“嘿慧养——探索山地智慧生态养殖模
式”“小产业、大发展、蜜蜂产业带动农村致
富增收”“美缀美城口山地鸡及老腊肉全产
业链创业项目”“高附加值柠檬六分离项目”

“云林天乡农文旅融合项目”“巫溪县布鞋助
力乡村振兴”“蔬香门递”10个项目脱颖而
出，拿到晋级资格。

选手们在交流中收获满满

水面，漂浮板上林立着棵棵翠绿的秧
苗；水下，罗非鱼苗正悠闲畅游。这是来自
潼南区的周呈印毕业返乡后栽种生态米的
农田里的景象，也是他在本次大赛上带来的

“渔稻共生技术”项目的应用实践——在稻

田里养鱼。周呈印在潼南区池坝村上千亩
农田里，种植起生态米、生态富硒米、紫米，
养殖起了生态热带罗非鱼。在该技术的加
持下，大米不仅口感更佳，而且减少了化学
肥料的使用，更加绿色健康。如今，该项目
已带来毛利润80多万元。

“在这次比赛中，听取了许多同行的经
验，专家的建议，也坚定了科技驱动发展的
理念。”周呈印告诉记者，参加比赛不仅增强
了创新创业的信心，而且更加坚定了以科技
带动发展的决心。下一步，将不断向科技创
新靠齐，使企业逐渐实现智能化、产业化、数

字化的发展。
云林天乡农文旅融合项目是晋级项目

之一，据了解，2014 年以来，该景区深入
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打造四季高山花
海主题景区，实现了从苗木基地“卖苗
木”到乡村旅游“卖景观”的转变，有效带
动了村民增收致富。2023 年第一季度，
该项目接待游客30万人次，带动农民直接
增收800万元。

“这是比赛，也是平台，每个项目的经验
都值得分享交流。”柠伯伯鲜果深加工项目
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据

了解，该项目成立之初即着眼于中国水果高
产量低加工的现状，以非遗“二俩花果酒传
统制作技艺”为核心，围绕助农与乡村振兴，
深度研发果酒产品，并利用订单农业的形式
将三产融合。

目前，柠伯伯拥有花果酒配方180多款，
囊括市面上大部分花果原料，专利30多个，
自主研发设备5套，代工的产品投放市场年
产值上亿元。

挖掘1064个项目 带动16.5万人就业

“本场乡村振兴组市级初赛，是全面激
发乡村创业创新活力的有力举措。”重庆市
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潼南区委、
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市、区两级人力社保
部门上下联动，共挖掘1064个优质项目报名
参赛，带动就业16.5万人，带动重点群体就业
3.3万人。

此外，大赛还同步举行乡村振兴创业项
目招商恳谈会、组织创业创新主题展、组建
（川渝）柠檬产业创业服务链配套活动，通过
搭建资源对接平台，强化大赛结果运用转
化，实现意向落地创业项目16个，实现以赛
助创、以赛育创、以赛促创。

下一步，针对乡村振兴领域创业者，重
庆市人力社保局将继续大力实施创业政策
扶持、载体筑巢、导师助力、服务护航、联盟
助跑、生态优化六大行动，让创业者们在创
业路上有保障、有能力、有资金、有场地、有
联盟、有平台。组织开展创业导师服务团服
务乡村振兴系列活动，组织创业导师走进17
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

智慧养殖、渔稻共生……

创业创新大赛乡村振兴组10个项目晋级

近日，永川区五间镇的重庆奉民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智能蔬果生产大棚里，工作人员
正在大棚里查看车厘子成熟情况。

目前，该公司在五间镇的智能蔬果生产
大棚试种了5亩约600棵车厘子树，现已陆续
成熟。车厘子单果可达 15 克以上，颗颗饱
满，色泽艳丽，甜度达到20度以上，可提前1
个月上市。

据了解，适用于低海拔地区种植品种为
“澳大利亚黑钻”，根系是欧洲的车厘子，亩产
2000~3000斤，首次在重庆永川试种成功。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周露

近年来，开州区敦好镇青松村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
展，聚焦村级集体经济提质增量，以“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为路径，积极探索实施“333”模式发展“椒薯经
济”，引导村民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产业发展之路。

“2018年，引导村民因地制宜种植3000亩‘九月青’
青花椒，以统一管理、集中加工、拓宽销路等方式，将‘小
花椒’做成产业，探索出了一条产业富民的新路子。”敦好
镇青松村党支部书记刘鉴介绍。

据了解，敦好镇青松村依托本地特色创新发展思路，
积极探索“333”产业发展模式，汇集“三类资源”建基地、
创新“三项机制”赠效益、分配“三种股份”促共赢。村支
两委发挥“领头雁”作用，带头现金入股60万元用于花椒
基地建设，带动村民个人现金入股30余万元。

村民自愿采用“土地入股+分红”方式发展花椒，截至
目前已有农户211户750人土地面积约450亩入股。此
外，村民还能在花椒基地务工，每月可以挣到2000元左
右的工资，同时还能领取土地入股分红。

“花椒基地建成后，探索出‘地下有薯、地上有椒’的新
产业思路，发展300亩‘椒薯套种’，实现‘一地两用、一地双
收’。”敦好镇青松村党支部书记刘鉴介绍，今年“花椒+红
薯”预计总产值80万元，花椒产量预计6万斤，产值40万
元；种薯可栽种面积300亩，预计产量400吨，产值40万元。

下一步，敦好镇青松村将着力提升农产品精加工能
力，以促进农民增收、产业增效、生态增值为目标，以打造

“一村一品”示范村镇建设为契机，通过绿色化、特色化、品
牌化、融合化为导向，实现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
建好建强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就业稳定增收，盘活农村经
济，让偏远乡村也能通过振兴产业走出一条致富新路子。

乡村因路而美 村民因路而富
綦江区以路为“媒”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叶露

近日，万盛经开区雷峰垭生态农业家庭农场，管护工
人正在给雪梨幼果套上防病虫果实袋。看着一个个饱满
的雪梨果实，农场负责人犹绍华脸上挂满了笑容。

犹绍华不仅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2017年还被评
为“全国农业劳动模范”。多年来，他坚持发展绿色生态
农业，大规模种植梨树，打造生态家庭农场，登记注册的

“犹绍华雪梨”和“犹绍华雪梨膏”已成为万盛名特优农产
品，畅销全国各地。

目前，农场梨果年均产量稳定在20万斤以上，雪梨
膏产量2000斤，年销售收入110万元左右，解决当地贫困
家庭80余人就业难题。

此外，犹绍华为进一步助力乡村振兴，组建行业党支
部，成立“36联盟”，定期召开支部大会，共同学习先进种
植经验，探讨遇到的发展难题，创建“互帮互助、竞相争
先、携手共建”的发展局面。截至目前，“36联盟”共发展
种养大户36户，不仅建立农业抱团发展的新模式，更为
山区家庭农场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大力实施“外引活水”“内育栋
梁”高素质农业农村产业带头人培育工程，充分应用“头
雁”领航效应，发展培育“兴农大户”，采取“党支部+”模
式，成立行业党支部，推动形成“链主”党员先锋为引领、
农户参与的产业主体“雁阵”，携手共建”发展新模式。

□李达元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是指在玉米或高粱地里同时套
种大豆，不但不影响玉米高粱的产量，而且大豆也稳产。”
丰都县农业技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近日在该县十直镇开
花寺村向村民介绍。十直镇开花寺村大豆套作始于
2013年，当时是全国农技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技术集
成示范项目。

据了解，丰都县农业农村委今年计划在全县18个乡
镇（街道）发展带状复合种植玉米、高粱、大豆面积2.5万
亩，与去年同期相比，扩种1.9万亩。

“今年计划邀请市农技总站、市农科院等粮油专家开
展技术培训、实地现场指导，重点针对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推广、技术要点、田间栽植株行距、作物密度、除草等
内容进行培训指导。”丰都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通过组建专家技术团队，深入乡镇（村社），实地督导大豆
带状复合种植落实情况，查看技术推广落地存在的困难和
问题，提出有效的解决措施，鼓励因水源无法保障的田块
及时田改旱，播种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确保粮食生产稳定。

丰都：大豆带状复合种植
带动粮食产业发展

选择品种。根据自然条件生产水平，选择生育期适
宜、抗逆性强、高产的优质大豆品种。

精细播种。选正茬，不重茬、迎茬种植，根据前茬作
物进行伏秋翻，深度22～25厘米，作业时不起大土块，不
出明条、垡块。

田间管理。锄地与中耕，做到锄净苗眼草，不伤苗，
松表土。苗高10厘米左右时，进行第二次中耕后10天左
右进行第三次，做到深松土壤。在出苗早期使用最普遍
的除草剂是普施特。在杂草刚出土时施药，一般不晚于
大豆2片复叶期。

施药时期。出苗后期适用的除草剂一般在大豆2～
3片复叶期施药。春季土壤水分好的年份，施药可适当
早些，用药量一般采用下限。春季干旱，施药可适当晚一
些，用药量一般采用上限。

查苗补种。大豆出苗后及时顺垄查苗，对断垄30厘
米以内的可在两端留双株，断垄30厘米以上的及时补
种，或芽苗带土带水移栽。大豆齐苗后根据要求密度，及
时间苗、定苗，如天气干旱或虫害较重，间苗、定苗可分2
次完成。

（本报综合）

万盛：产业链上建支部
乡村振兴聚合力

永安村雾垚茶园。 冉静萍 摄

创业创新大赛活动现场。 市人力社保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