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植“绿叶子”
鼓起村民“钱袋子”

农 业 课 堂

淡水池塘养鱼技术

乡村振兴6 2023年5月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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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逐梦沃野 挥洒青春
潼南“新农人”谱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合川区农技协联合会
举办杂粮收割机培训会

本报讯（通讯员 樊德俊）5月16日至18日，奉节县
科协赴重庆市永川区科协、四川省华蓥市科协调研乡村
振兴及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

调研组先后前往重庆市永川区科协、永川区科技老
年大学、四川省华蓥市科协、华蓥市蜜梨产业园实地考察
调研，详细了解科普助力区域发展成效。

5月16日，在永川区科协举行的座谈会上，奉节县科
协与永川区老科协就双方运行机制、阵地建设、队伍管
理、科普活动开展等情况和存在的困难、问题，以及如何
助力乡村振兴贡献科协力量，展开了深入讨论。

5月17日，在华奉两地科协助力双城经济圈建设座
谈会上，双方达成共识，将在共享科普资源、开展学术交
流、举办科普活动、推动公民科学素质提升、创新服务等
方面加强协作，以务实举措切实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

此外，奉节县科协还调研了位于华蓥市禄市镇的蜜
梨产业园，为进一步顺应产业发展规律，加强科技应用推
广，激发乡村产业发展内生动力，更好地推动乡村振兴高
质量发展寻找良方良策。

□邓瑜欣

近年来，农村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和农村
创业前景向好发展。如今，回到乡村创业、
就业已成为众多青年人的选择。

在潼南区宝龙镇，就有这样的一批“新
农人”，以田野为青春的起跑线，从躬身学习
到掌握农业生产要素成长为共同致富的“领
头人”，正在谱写青年职业“新农人”的田园
牧歌。

年轻农“小白”变身“小能手”

近日，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赵凯地里
的麦子已成熟。清晨，天刚泛白，赵凯匆忙
地扒了几口饭便来到地里，开始着手百余亩
小麦的收割工作。

赵凯一年前还在广东某服装厂打工，不
仅工作时间长，工作机械重复，且收入也没
有预期高。

“回到家乡，发现这几年村里的发展真

是越来越好了，不仅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完
善，而且家家户户都通了公路。”赵凯说，看
到村里大多是老年人，劳动力不足导致土地
撂荒，觉得十分可惜。于是，返乡创业的念
头便在心中萌生。

清风吹拂，麦穗起舞。走在麦地里，赵
凯一边骄傲地向笔者展示颗粒饱满的小麦，
一边讲述创业故事。

2022年4月，赵凯决定回自己的家乡宝
龙镇龙湾村当一名“新农人”，用自己的双手
盘活撂荒地。

“虽然以前没有大规模种植的经验，但
通过互联网学习到了不少种植技术。”赵凯
说，现在网络特别发达，就像百科全书，遇到
问题通过网络搜索，基本上都能解决。

据了解，为了种好地，赵凯从小麦的播
种、施肥、除草、收割，一步步慢慢学起。从
不懂农业，接连受到质疑的“小白”，到如今
收获了家人和乡亲们信任的种植“小能手”。

一年的时间，成长了不少。站在田坎
上，赵凯远眺四方，收割机在金黄的麦地里
来回穿梭，丰收的喜悦让他的嘴角止不住地
上扬。

赵凯说，今年这一季的小麦预计能带
来12万元的收入，创业一年已基本上熟悉

了农作物的生长情况，未来会把地种得越
来越好。

种出百亩绿 致富新生活

宝龙镇杨柳村八洲农业共享农庄的300
余亩橘园里，果树上已长满了不少小果子，
种植柑橘的新农人创业者赵燕君正忙着对
挂果期的“红美人”进行疏果作业。

“这段时间都在忙着疏果，柑橘挂果
量过多，超过了树体能承受的范围，养分
就无法均匀供应，果实不能充分膨大，要
依据树势、叶片量按叶果比例进行疏果。”
赵燕君说。

从小在杨柳村长大的赵燕君是一个地
地道道的潼南人，结婚后随丈夫去了湖北，
家里种有8亩柑橘。赵燕君说，那时候一有
空便去小果园里看看自己家的果树，一到成
熟期，果子根本吃不完，很是幸福。

“后来我回家探亲，看到家乡有许多空
闲地，回乡创业的念头便在心里萌发。”赵燕
君说，正好自己有一定种植柑橘果树的经
验，也想回到自己成长的地方，和丈夫商量
后，赵燕君下定决心返乡创业。

2018年底，赵燕君回到杨柳村，满怀希

望地种下了第一批柑橘苗，并全身心地投入
到柑橘的管护上。施肥、打药、剪枝……赵
燕君每件事都亲力亲为。

“果树不使用任何肥料和除草剂，也不
使用增甜剂，坚持人工除草，用有机肥浇
灌。”赵燕君说，由于种出来的果子皮薄肉
甜，目前根本不愁销路，眼下需要做的，就是
如何继续种好、养好果树。

“现在的八洲农业共享农庄每天都有
20多位村民来上班，农忙时还会叫周围的
村民一起来上班，一天就有50多个村民来
上班，大家按天结算工资。”赵燕君介绍，
创业5年，如今各项工作已走上正轨，今年
预估产量将达到15万斤，销售额能突破百
万元。

播下一粒种子，收获一份希望。近年
来，潼南区宝龙镇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持续推
进，农村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新农人”
返乡创业的机遇和空间越来越广阔，农村正
在吸引不少青年人返乡发展。

据统计，截至目前，该镇已有近百位“新
农人”回镇创业，这只是潼南区农业农村发
展的一个缩影。从“新农人”到“兴农人”，不
仅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也是中国梦的实
践者。

本报讯（通讯员 隆太良）收割机在油
菜基地穿梭，运输车辆在公路上飞驰，务工
人员在菜油加工车间忙碌……初夏时节，石
柱县黎场乡秀才村种植的千亩油菜迎来了
收割期，首次实现宜机化收割，一幅秀美的
丰收画卷映入眼帘。

近年来，黎场乡让“党建链”与“产业链”
紧密相连，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拿出“赛
马比拼”精神，以抓好花椒、佛手、油菜等特
色产业发展为基础，跑出了产业振兴“加速
度”，为走深走实农旅深度融合发展新路奠
定了坚实基础。

去年秋季，在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中，为把秀才村的撂荒地“种起来、活起来、
管起来”，黎场乡坚持以“方向准、效益好、
引流强”为目标，大力推动机械化作业降成
本、标准化管理增效益、融合化发展延链条
的“三化建设”，促进生产方式由传统向现
代转变。

在宜机化改造期间，秀才村将分散、零
星、小块的撂荒地，通过小改大、坡改平、弯
改直，集中连片发展起了1000亩油菜产业，
让昔日的撂荒地变成了“希望田”，为产业增
效、村民增收、村集体经济增强注入了源头
活水。

“做梦都想不到，荒了20多年的土地又
‘活’了过来，现在不仅有土地流转收入，还

有务工收入。”去年秋季，当地村民高晓林在
移栽油菜苗时激动地说。

冬去春来，走进秀才村的油菜种植基
地，一望无垠的金黄油菜基地点缀着乡村。
微风吹来，层层花浪绵延起伏，清香扑鼻，让
人心旷神怡，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为提升农产品的经济附加值，在黎场乡

党委政府的大力指导下，秀才村从拓展产业
链上下功夫，在前期购置农耕机的基础上，今
年入春以来，相继配套购置了收割机、烘干
机、榨油机，组建起了菜油加工车间，走上了
集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产业发展道路。

时值初夏，油菜花也褪去了金色的“外
衣”，颗粒饱满的菜籽填满油菜荚，成片成熟

的油菜铺满了山坡，宛如铺上了一张浅黄色
的大地毯，农机手驾驶着收割机在油菜田里
来回穿梭，机械化收割成为田间地头一道亮
丽的风景线。

而在菜油加工车间，数名务工村民正在
各自的岗位上忙碌着，有的用漏筛在过滤油
菜荚、有的用电动风车在分离油菜荚、有的
查看烘干机温度……整个车间秩序井然。

“我以前在外务工，得知村里的油菜产
业红红火火发展起来了，我毅然辞工回到家
门口上班，现在正在学习烘干机操作技术。”
陈道祥是秀才组的村民，他为回家就近就业
欣喜不已。

据介绍，秀才村种植的千亩油菜预计5
月底全部收完，总产量在200吨左右，产值
在120万元以上，油菜收割完毕后紧接着将
移栽红高粱苗，通过油菜与高粱轮作，既确
保了一地双收，又增强了村集体经济，带动
了村民增收。

围绕产业振兴，和秀才村一样，黎场乡
的其他几个村因地制宜，大力发展花椒、佛
手等特色产业。目前，全乡已打造出1000亩
粮油产业基地、5000亩佛手产业基地和1万
亩花椒产业基地，正在如火如荼推进1500亩
高标准农田建设，着力推进2.5万亩特色产
业综合体打造，开启了产业振兴“全速跑”
模式。

□谭家龙

近日，巫山县培石乡的农业产业迎来了一次重大升
级。该乡投资300万元建设了一座现代化冷库，旨在提
升当地农业产业的竞争力。

据了解，培石乡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导产业的乡
镇，主要种植椪柑、李子、杨梅等经济作物，同时还有
蔬菜、畜牧等产业。近年来，由于缺乏现代化的冷链
设施，这些农产品往往难以保存和运输，导致了大量
的浪费和损失。

为解决这一问题，培石乡党委、政府决定投资300万
元建设一座占地面积约2000平方米，拥有先进的温度控
制系统和湿度调节设备的现代化冷库，以提高当地农产
品的保鲜和运输能力，为当地农民提供优质的冷藏、冷冻
和保鲜服务。

据培石乡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这座冷库的建设将
对当地农业产业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首先，它
可以帮助农民将农产品保存更久，减少浪费和损失，提高
经济效益。其次，它可以为当地农产品的销售和运输提
供更加便捷和高效的服务，提升竞争力。

此外，该冷库还将为当地农民提供一系列的增值服
务，如包装、分类、质检等，帮助他们提高产品的品质和附
加值。

本报讯（通讯员 李慧敏）5月下旬，秧
苗已经全部完成移栽。这几天，铜梁区虎
峰镇前进村8组村民王顺贤正忙着抽水灌
田。和以前要到六七百米之外去拉电线
抽水不同，现在他只要打开阀门，小安溪
河水就通过田坎间蔓延的管道流进他的
农田里。

今年，虎峰镇利用高标准农田建设结余
资金，在双龙村和前进村各建设一座全新的
电灌站，新建管道近7000米，可灌溉面积
1600亩，受益群众超过600户。

“以前农田需要用水的时候，需要临时
安排电泵和水管，不仅不方便，还经常误
事。现在提灌站建设好之后，解决了农户急
难愁盼的问题，也保证了生产用水。”前进村

党支部书记关海全表示。
除新建电灌站外，今年虎峰镇还积极争

取上级抗旱资金，配置了12台应急抽水设
备，有效增加农业灌溉面积3000余亩，保证
了全镇的正常春耕生产。

“现在高标准农田、基础设施越建越
好，村民自己种植的意愿浓了，今年村集
体有300余亩高标准农田栽种水稻。”群力
村党支部书记夏世模告诉笔者，通过电灌
站从附近水库和小安溪河抽水灌溉，加上
管道布置完善，现在高标准农田已经满栽

满插。
“通过配套结余水利项目建设，解决了

农田改造后的缺水问题，提高了农田抵御
干旱等自然风险的能力，极大地增加了土
地产出效益。”虎峰镇农业中心负责人王伟
表示。

据铜梁区水利局水利水电科负责人
胡鑫介绍，今年铜梁争取中央抗旱救灾专
项资金 1100 万元，全面完成 22 个抗旱应
急项目建设及抗旱物资采购，解决3.43万
人因旱饮水困难问题及 1.55 万亩农业灌

溉问题。
“除了分布在28个镇街的4655口山坪

塘，铜梁区目前正常运行的电灌站有390余
座，已经完成全面摸底，全部都落实管护单
位及管护人员。”胡鑫介绍，除因地制宜新建
两处电灌站外，还完成20处电灌站维修养
护。同时，提前规划完成农田水利设施提升
改造方案编制，拟在今年下半年对156处提
灌站及配套渠道改造提升，通过科学调度水
库蓄水和放水，有效保障覆盖区域农作物的
灌溉需求。

池塘改造。为降低人工成本，提高单产和经济效益，
较浅的池塘进行标准化改造后其养殖密度可增加35%，
水产品产量每公顷可增加7.5吨，从而实现提高经济效益
和管理便利的效果。

曝气增氧。池塘底部水常为静态，为了增加水体
生物负载，需要增加溶氧量。采用曝气增氧机可以使
池塘水体溶氧充足，加强养殖鱼类的食欲和活动能力，
从而有效缩短养殖周期。在增加溶氧量的同时，改善
了水质，池塘环境更加趋于稳定，可以减少鱼病和应
激，提高了鱼类的生长速度和成活率。在2米水深到3
米以上的范围，采用水下式增氧盘，则可以产生旋涡型
气泡水流，直径规格为1.2米的增氧盘可有效覆盖35平
方米池塘。

自动施药。根据渔药的喷施特性，以及鱼塘对渔药
的要求和喷施特点，利用无线电控技术控制渔药喷施机
的运行，通过自动药水混合精确配比进行喷施作业，与传
统施药方式相比，渔药喷洒效率大大提高。也可解决人
工泼洒渔药工效较低，施药时渔药可能对施药人员造成
危害等问题。

自动施药机采用无线控操作，发射功率较大，抗干扰
和灵敏度强。操控距离可达400米，每小时最大喷施面
积为28800公顷，喷施效率是人工的7.2倍。同时，自动
施药机操作简单，可以实现喷施机的远距离自动控制，根
据鱼塘的大小配制渔药、科学施药，从而减少浪费，并且
降低环境污染。

水质监控。目前，国内已有水质自动监控系统的研
究，较成熟的应用有通过传感器自动监测水中的溶解氧
含量、温度和pH值，自动监控系统可根据水中溶解氧含
量、温度的变化而实现对池塘增氧设备的实时控制，从而
节约电能、降低成本、提高产量。

此外，还可以根据溶解氧含量的变化确定投喂饲
料的次数、数量和时间，避免浪费饲料，有助于保持良
好水质。 （本报综合）

初夏时节，莼菜冒新芽。连日来，石柱县
冷水镇八龙村大片大片的莼菜田里，随处可
见村民穿着半身水裤，俯着身子在采摘莼菜
芽。一片片叶圆茎细、质柔嫩滑的莼菜芽在
村民的指尖上欢快跳动，随后“跃入”他们身
旁的盆子里。

良好的生态环境，碧绿晶莹的莼菜，成为
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金叶子”“小康菜”，也
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让大家尝到了发展
莼菜产业带来的甜头。

通讯员 隆太良 摄

石柱：“赛马比拼”跑出产业振兴“加速度”

本报讯（通讯员 赵影艺）近日，合川区云门街道铁
家村20多名油菜种植户，参加了由合川区科协联合区农
技协联合会举办的杂粮收割机现场培训会。

培训现场，合川区农技协联合会技术人员对参与培
训的村民讲解杂粮收割机作业要求、注意事项，解答村民
关于杂粮收割机各方面的疑问。

此外，该区农技协联合会技术人员驾驶杂粮收割机
在田间穿梭演示，让参与本次培训的村民对杂粮收割有
更加直观的了解。

“杂粮收割是当下比较热门的收割方式，以往种植户
多采用单一收割机，对杂粮收割机了解不多。”合川区农
技协联合会负责人表示，本次培训会现场演示的杂粮收
割机不仅可以收割油菜、高粱、玉米、大豆等农作物，还可
以降低农作物在收割中的损耗。

培训结束，合川区农技协联合会联系油菜籽采购商
家，在现场直接向各油菜种植户收购油菜籽，解决村民种
植油菜的销售问题。

铜梁：加强水利设施建设 助力抗旱保民生

巫山：田坎上建冷库
农产品销售不再受季节限制

秀才村千亩油菜基地油菜花盛开的壮观景象。 隆太良 摄

赵燕君正在疏果。 邓瑜欣 摄

奉节县科协
赴多地调研乡村振兴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