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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花椒科技小院：
为花椒产业发展“增智聚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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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分兑新风
走稳小坝村乡村振兴路

□通讯员 伍友娟

近几年，“积分兑换制”作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创新手
段，被全国各地投入使用。重庆市环境科学学会也积极
学习乡村振兴优秀经验做法，在2022年8月与涪陵区马
武镇小坝村村委会设立小坝村“乡村治理积分超市”，并
制定了《小坝村“乡村治理积分超市”管理办法》，该办法
明确了积分制的加分及扣分项的规定内容，丰富详细的
村民行为规范囊括了乡村治理的方方面面。

积分超市自建立以来，学会和小坝村共同维护管理，
2023年学会继续支持积分超市的运营，于8月25日再次
开展积分超市兑换工作，购买了5000元积分物资充实超
市货架，包括洗洁精、菜籽油、洗衣粉等生活用品，并对高
积分村户进行表扬。

小坝村村委会对村民日常行为进行评价积分，在农
户生活环境及邻里关系维护、参加公益志愿活动、防汛救
灾、护林防火等方面卓有成效。村民也对此项制度积极
响应，在超市里经常听到村民说“只要我们思想上进、勤
劳肯干就能获得日常用品，真是太好了。”“积分超市商品
齐全，不需要花钱，全凭积分就能换，制度太好了。”大家
喜笑颜开，对积分超市赞不绝口。积分超市激发了全体
村民积极参与乡村治理的主动性，形成一套有效的激励
约束机制。

学会也将在乡村振兴路上加强和小坝村的联系，继
续支持积分制超市的长期运营，蹄疾步稳跑好小坝村乡
村振兴路，加快新时代文明实践建设工作，推进乡村振兴
战略向纵深发展。

□通讯员 曹文武

马蜂是蜜蜂繁衍及蜂蜜生产的致命天敌，为有效捕
捉马蜂，保护蜜蜂，改善蜂蜜品质，提升养蜂的经济效
益，近日，梁平区科协、区蜜蜂科技协会在和林镇三龙村
召开捕捉蜜蜂敌害现场交流会，周边镇乡蜜蜂养殖户、协
会会员20余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梁平区有蜂农4000余户，蜂群达6万多群，
年产值超1亿元。区蜜蜂科技协会成立于2015年2月，
现有会员238名，固定科普场地200余平方米。

活动中，区蜜蜂科技协会会长演示了用废弃的大小
不一的矿泉水瓶和发酵的蜂糖制作马蜂诱捕器的过程，
并讲解了诱惑马蜂的技术要领；田子刚副会长介绍了用
网购的诱捕器和发酵的蜂糖诱捕马蜂的技巧；其他两名
协会会员也分享了自己近年来诱捕马蜂的方法和成效。
同时协会技术人员还针对蜂农在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其他
问题，进行了现场解答。

“感谢区科协、区蜜蜂科技协会组织这次捕捉蜜蜂敌
害的技术交流活动，我们在这里学到了多项诱捕马蜂技
术，回去后马上使用。也希望以后多开展类似活动，让我
们学到更多的养蜂科技知识。”蜂农彭武玲说。

接下来，区蜜蜂科技协会将带领技术人员在其他乡
镇开展科普活动，并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为各地
的养蜂户送去蜜蜂养殖技术，助力蜂农增收，促进梁平蜜
蜂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本报讯（记者 于金可）科技小院是一
种新型的农业科技推广模式，将科研、科技
服务与人才培养有机融合，旨在促进农业科
技创新和农民增产增收。今年，江津区大力
推进“江津花椒科技小院”建设，将其打造为
花椒产业科技创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的
综合性科技服务平台，持续为江津花椒产业
发展“增智聚能”。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其独特的气候
条件让这里产出的青花椒颗粒大、油包鼓，
麻味纯正。经过40余年发展，江津花椒种
植面积已达53万亩，建成全国花椒种质资
源圃和全国最大的“花椒产业城”。江津区
花椒综合产值已达37亿元，拥有32家骨干
花椒加工企业，带动 62 万椒农人均增收
5000元以上。

江津花椒科技小院落户于江津花椒工程
技术创新中心，近年来，江津区不断加大花椒
产业科技投入，现已完成科技小院配套设施
建设、试验基地前期打造。并在慈云镇聊月村
统一规划1000亩花椒试验示范基地，划分为10
个试验区域，竖立标识牌，依托江津区花椒产业
协会技术团队开展修枝整形、病虫害防治、合理
除草、科学施肥、全程标准化管理试验示范等。

依托科技小院，江津区进一步开展产品
研发、生产加工、试验示范、培训推广等行
动，探索降低有机肥生产成本的有效方式。
去年，由西南大学资源环境学院教授石孝均
带领研究生团队立项“高效花椒枝条降解菌
的产业化应用”，在小院进行花椒枝条堆肥
试验，成功开发了花椒秸秆有机肥，实现生

产秸秆有机肥1500余吨。此后，团队持续深
入生产一线，全过程跟踪，为江津区花椒高
质量发展保驾护航，推动江津花椒产业创新
发展。

自科技小院开设以来，培养博士研究生
1人、硕士研究生2人、在读硕士研究生3人，
并针对花椒主产区种植户施肥量过高、施肥
比例不当等问题，探究花椒生长发育、养分
需求及品质形成规律和椒园土壤养分供应
规律，构建江津区花椒施肥指标体系，以此
严格控制化肥用量，实现化肥减量和产量品
质的“双增”，增产20%，节本增收19%，花椒
品质显著提高。

石孝均说：“近年来，我们还针对江津区
椒园土壤有机质贫乏、土壤酸化严重等问
题，开展有机无机肥配施技术、椒园冬夏绿

肥周年覆盖栽培技术，并对绿肥进行翻压处
理，提高椒园土壤有机质水平和保水保肥能
力，逐步解决椒园土壤酸化和有机质贫乏等
问题，保障椒园土壤健康。”

同时，江津花椒科技小院还开办“乡村
大讲堂”免费开展田间观摩会、农民培训等
活动，线下向农民传播花椒科学栽培技术和
绿色栽培理念；录制技术管理视频，通过创
建线上学习交流群、科技小院公众号，线上
线下协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接下来，江津区将依托花椒小院，围绕
‘产业要发展、企业要增效、农民要增收’的
目标，推动花椒品种改良、产品结构优化及
副产物综合利用和花椒贸易流通，不断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推动花椒产业高
质量发展。”江津区相关负责人表示。

江津花椒科技小院于2021年11月
经中国农技协批准成立，由重庆市科
协、市农业农村委、西南大学、江津区政
府共建，依托江津区花椒产业协会，开
启研究生协同培养模式，为产业输送更
多优秀人才；深化产学研合作，精准服
务产业，致力于推动花椒产业科技创
新、示范推广和人才培养。

目前，西南大学已在花椒科技小院
派驻研究生团队，让研究生深入椒园，
切身感受青花椒生产全过程，与椒农面
对面交流，掌握现实中花椒生产面临的
实际问题，对生产一线出现的问题及时
进行调整，为椒农零距离、零时差、零门
槛、零费用排忧解难。

栽种生菜时要选择土层疏松、营养丰富的砂质
土，并利用阳光对土壤进行灭菌处理，避免细菌对生
菜造成伤害。

播种生菜种子时，要将土壤铲松，然后将颗粒饱满、
没有发霉变质的种子撒入其中，并浇一次水，浸湿全部土
壤，一周后生菜种子就会发芽。在幼苗长出3~4片叶子
后，将生长细弱的生菜摘除。

后期管理时，要向土壤中施有机肥，为生菜提供营
养，施肥后要及时补充水分，稀释肥料，避免生菜出现肥
害现象。生菜喜光，应让植株接受充足的光照。

（本报综合）

□黎明

时下，南川区德隆镇茶树村峰峦云雾缭
绕、山野草木葱茏。公路沿线，房前屋后，目
之所及处，都有村民在管护茶树幼苗。

茶树村党支部副书记邹小敏感慨：“村
民从古树茶中得到了实惠，现在村里的古树
茶就是村民增收的‘摇钱树’。”

邹小敏说的“摇钱树”所言不虚。经过
近10年发展，南川区已建成古树茶基地1万
余亩，古树茶年总产值达1.5亿元。

深山“摇钱树” 致富“金叶子”

村民韦会梅的家就在德隆镇最古老的
茶树——“茶树鼻祖”旁，她家后院的几棵古
茶树虽没有“茶树鼻祖”那么“显赫”，但也是
陪伴她家祖祖辈辈的“镇宅树”。

“古树茶在我们这里很常见，曾经村民
都不以为意，哪想到现在古树茶越来越值
钱，这几年我家4亩土地都陆续种上了古树
茶。”韦会梅说。

韦会梅算了一笔账，今年她采摘古树茶芽
头75千克，有3万多元收入，之后采的“两叶一
心”是收入的大头，有6万元。全部加起来，今
年采摘古树茶收入就有近10万元。“这收入在
村里还只算中等水平。”韦会梅骄傲地说。

德隆镇位于世界自然遗产地金佛山东麓，
平均海拔1300米，散落在大山深处的村庄，古
茶树时常被云雾萦绕。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
孕育出的古树茶叶片肥厚、芽体壮硕，汤色透
亮、滋味鲜醇，深受广大消费者青睐。

近年来，德隆镇在保护好原有的1.7万多
株野生古茶树的同时，在2018年引进金山湖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组建“龙头企业+专业合
作社”推动古树茶规模化发展，利用现代科
技人工培育古树茶约8200亩。同时该公司
与直径有25厘米以上古茶树的村民签订合
同，不仅收购他们的茶叶，还帮助他们保护
古茶树，并补贴部分管护费，这样一来，村民
种植古茶树的积极性也不断高涨。

在产业发展过程中，德隆镇牢牢抓住
“百姓富”这个核心目标，产值逐年提升，古
树茶从芽头卖到“两叶一心”，产量能增长10
倍。“两叶一心”的价格每500克30~40元，茶
农鲜叶销售收入最高达30余万元，古树茶
真正变成了村民的“摇钱树”。

好山出好茶 茶香飘海外

走进茶树村嘉木源古树茶博物馆，陈列

其中的一件件古老物件、一张张旧照片，都
留存着村民朱文兵童年的记忆。

1979年，有专家带队调研南川古树茶，
只有十二三岁的朱文兵并不知道，伫立于房
前屋后的茶树，能带给他的不再只有一碗扛
饿的“干劲汤”。

如今，房前的那棵古茶树被挂牌保护为
“茶树鼻祖”，而他也成为嘉木源古树茶博物
馆的一员，在家门口为游客认真讲好古树茶
的每一个故事。

在德隆镇村民看来，房前屋后的茶树叶
除了能熬出扛饿提神的“干劲汤”，也承载了
世代德隆人的一段“乡愁”。

去年，龙蝉香古树茶股份合作社获评
“2022年度国家级生态农场”。凭借珍稀资
源、原生态品质，南川古树茶获得了“三峡
杯”名优茶金奖、亚太茶茗大奖特别金奖等
多项荣誉。

如今，千年古树茶更是香飘海内外市
场，成为德隆镇乡村振兴的核心支撑和龙头
产业、富民产业。

4月，中新互联互通重点项目签约，重庆
金山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新加坡福善德
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又与美国七碗茶公司签
订共塑国际品牌古树茶合作协议。

5月，南川区在沙特阿拉伯参加博览会，
推广南川金佛山和“千年金山红”古树红茶，
让古树红茶走向国际舞台。

7月，“新加坡·重庆周”在新加坡中国文
化中心举办，“千年金山红”古树红茶亮相现
场。在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区域合作论坛
上推介的“福善德金山红”这一全新品牌，也
深受现场人们的青睐。

农文旅融合 风景蕴前景

借助“茶树鼻祖”“天赐佛茶”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德隆镇还陆续建成茶树村“世界人工
种植茶叶起源地展示中心”，并举办首届古树
茶采摘节，开展采茶、制茶和茶文化研学等活
动，古树茶文化品牌从大山走出为更多人知
晓，“来德隆喝茶”也成为许多人心之向往。

通过做大古树茶产业，德隆镇在全面推
动乡村振兴，建设新农村的思路上也愈加开
阔。古树茶培育的茶产业也开始发挥“生态
效应”长出“美丽经济”，成为南川区“产业生
态化，生态产业化”的“模范生”。

依托“茶树鼻祖”、茶博馆、陶坪洞砦、古
银杏林等文化旅游资源，德隆镇不断推动

“茶文旅”融合发展，培育“任杏金山红”“喜
见山居”“龙蝉香驿站”“煮茶小筑”“梁家院
子”等特色民宿，年接待游客近20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0余万元，以德隆镇
为中心的古树茶产业成为“大金佛山178环
山趣驾”上一颗耀眼的产业明珠。

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围绕古树茶产业的发展，南川区基本形
成了古树茶“研究—育苗—种植—加工—观
光”全产业链，而通过深挖古树茶历史文化，
讲好古树茶故事，又衍生出科普研学、体验
采摘等“茶经济”。

对古树茶未来的发展，南川区也有着清
晰的规划——“十四五”期间，南川区将新发
展古树茶8000亩，到2025年全区古树茶面
积力争达到2万亩；力争在“十四五”末期，
南川古树茶全产业链产值超过10亿元。

南川：以茶赋能促发展 氤氲茶香引客来

在綦江区郭扶镇古松村，优质稻迎来成
熟收割季，橙黄稻浪与层叠梯田相互映衬，构
成一幅高山乡村丰收图。

据了解，今年，綦江区郭扶镇种植水稻
共 30000 余亩。重点打造了以三塘村、古松
村为核心的“郭袋子”大米优质稻基地，以

“农户+公司+集体”的形式，通过规模化耕
种、规范化管护，产出的大米颗粒饱满、米
质油润，蒸煮后饭香味浓郁，香软可口深受
消费者欢迎。规模化的农业产业发展有效
促进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有力助推乡村
振兴。 通讯员 陈星宇 摄

□通讯员 赵武强

日前，在铜梁区侣俸镇文曲村9社果苗基地，重庆市
果派园艺有限公司负责人向桂红和技术人员正在查看李
子种苗长势情况。

“这片苗圃有100亩面积。今年初，公司与华南农
业大学园艺学院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
合作建立种质资源重庆苗圃，开展优质李的创制和选
育工作，共同实施新品种、新课题、新项目、新专利的孵
化应用，把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助推乡村振
兴。”向桂红说。

双山镇农家出身的向桂红过去在外地打工。前几
年，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的她，辞去工作回到家乡，经过
多方考察，确定了建设以李子种苗培育为主的果苗场，组
建起了铜梁果派园艺有限公司，开启了立足土地的果苗
创业，并成为铜梁苗木行业协会会员单位。

目前，果苗场引进培育的中国李、欧洲李、美洲李等
资源500余份，并通过每年新增，最终保有资源1000余
份，以期建成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李子基因库。该项目
的落地，对保护濒危资源、杂交育种、新品种保护和推动
重庆市及南方各省李果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极大的促
进作用。

“在校企合作中，我们主要围绕短低温品种选育、高
糖品种选育、极早极晚熟品种选育等方向展开科学研究，
争取选育和培育产量更高、品质更加优良的李子新品种，
在产业振兴中让种植区域的农户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向桂红说。

西南首个李子种质资源圃
落户铜梁

驻院学生及老师在江津花椒科技小院实验室里做实验。 江津花椒科技小院 供图

江津花椒科技小院产出的青花椒江津花椒科技小院产出的青花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