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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小龙虾陆续“下田”
稻虾轮作“一田双收”

杜成章：

种豆得“花”助力农民增收

巫山：乡村大蝶变
“天坑村”里焕新颜

□记者 彭洋

豆类开花不稀奇，但能成片开出色彩缤
纷、具有观赏价值的花，就比较罕见了。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豆类科技创新团队
首席杜成章就是那个种豆得“花”的人。

“我从小就对生命科学感兴趣，因此高
考就报的农学，在吉林农业大学完成了本科
和硕士学业。”杜成章告诉记者，成为一名农
业科技人员，用自己的专业技术为我国农业
科技发展做出贡献，是他长期以来的理想。

深入基层产业扶贫

时间拨回到2015年，彼时的巫山县还属
于偏远山区之一，农村贫困问题亟待解决。

2015年春节刚过，巫山县的农业和科技
部门联系到杜成章，希望他能为巫山当地产
业扶贫方面提供帮助。

身为一名农业科技人员，杜成章当即带
领团队，深入当地最为贫困的双龙镇和邓家
土家族乡等地开展调研。

针对双龙镇食用豆产业发展存在的专
用品种欠缺、栽培技术粗放、病虫害严重、产
业特色不强等技术问题，杜成章带领团队制
定了以经果林下间作鲜食豌豆、蚕豆为主的
绿色产业扶贫方案；邓家土家族乡地处高山
区、冷凉资源丰富，杜成章制定了以开发大
粒多花菜豆和优质软荚普通菜豆为主的产
业扶贫开发方案。

两个产业扶贫方案很快得到当地政府
部门支持，杜成章和他的团队很快选定出适
合当地种植的特色豌豆品种，解决了病虫害
问题，改变了巫山豌豆上市期过于集中的局
面，使双龙镇豌豆上市期提前了100天，销
售价格提升5倍。

技术变革融合新业态

作为主攻豆类的农业科技人
员，多年来，杜成章以自己的系列研
发成果不断刷新着长江流域豆类单
产记录，大幅提升西南地区豆类生产
水平。

针对三峡库区大豆品种遗传基础
狭窄、单产水平低等问题，杜成章利用发
掘的特异种质资源培育出高产、优质、耐
逆大豆新品种5个，其中耐荫抗倒品种渝豆
11号目前已是库区带状复合种植的主推品
种，新品种累计应用606.2万亩，新增产值
3.04亿元。通过选育抗病品种、稻田免耕技
术、病害预警三重技术体系打破了三峡库区
蚕豆难以规模化种植瓶颈，平均每年为蚕豆
产业化生产增收2亿元。

同时，杜成章的技术研发并不拘泥于某
一个产业。他主持育成的全球首个赏食两
用蚕豆品种，就以技术变革带动了三产融合
新业态。

“蚕豆原本是没有顶端开花以及开红
色花朵性状的，豌豆开花则比较少，几乎

没有观赏价值。”杜成章说，为让豆类作物
能够开出好看的花，他从世界各地搜罗开
花相对好的资源进行杂交试验，于2020年
育出了首个赏食两用蚕豆品种“豆美 1
号”，目前团队已有赏食两用豌豆、蚕豆品
种20余个。

2021年以来，四川省松潘县引进了杜成
章这一成果，开展大面积种植，在保证粮食

生产的同时拓展观赏功能，发展乡村游，带
动农民进一步增收。

助力南方大豆“走出去”

“目前，我国南方大豆由于制种成本
高、种子质量差、良种数量不足等三大
难题，始终难以‘走出去’；而北方大豆
除个别品种外，受适应性狭窄的问题
制约，也难以进入南方大豆种业市
场。”杜成章告诉记者，因此，创制和
选育广适性大豆种质和品种意义重
大、影响深远。

当下，杜成章正在利用多组学联
合分析等分子生物学手段，对与大豆广

适性相关的光周期敏感性以及因光周期
敏感与否导致的生育期、株高、单株粒数、

粒重等性状变化进行分子遗传解析；定位控
制上述性状的关键基因、开发相应的分子标
记；挖掘、创制出适于“南豆北繁”的广适性
大豆新种质。

通过大量研究实验，现在已经育成了一
个在北纬28°（吉林长春）~44°（重庆永川）
的纬度区间生产都能达到当地高产水平的大
豆新品种“吉渝166”，这是目前已知的适应性
最广的南方粒用大豆。“这将为破解南方大豆
制种成本高、种子质量差、良种数量不足的问
题提供全新的技术方案，为实施南方大豆种
业‘走出去’战略和建设大豆种业‘全国统一
大市场’创造技术基础。”杜成章表示。

□通讯员 罗里昂

近年来，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中华丽蝶变，产业兴旺，村民和睦，处处散发出美丽乡村
的独特魅力。

下庄村因四周被千米绝壁合围，又被叫作“天坑
村”。在时任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毛相林的带领下，村民们
在悬崖峭壁上凿出了一条8公里长的绝壁“天路”。

出山的路修通后，下庄村开始大力发展柑橘产业，目
前种植规模已达1000亩，这是很多村民的主要收入来
源。2021年，下庄村试行“龙头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户”产业模式，由专业公司对柑橘产业实行标准化管理，
村民、企业、村集体按50∶48∶2持股分红。

“2021年，村集体分得红利8万元，去年分得了10万
元，今年可能也在10万元。”毛相林说道。

下庄村不仅有独特的自然景观，还有厚重的人文精
神。“天路”修通后，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前段时间每天有百多人来旅游，最多的时候有两三
百人，上一个季度，我三个房间就分了4470块钱。”村民
彭仁松说道。

2021年，下庄村开始对村里的古院落、土墙房等进
行保护性开发，打造“民宿+”模式，并结合房屋改造，将干
部教育培训与乡村旅游紧密结合起来，探索“旅游家访”
的新路子，让培训学员、外来游客住宿到每家每户，从而
让广大群众受益。

“今年我们1—9月接待游客5.1万人次，总营业收入
232万元，其中住宿收入86万元，农户分成17.5万元，同
比去年游客数量及营业收入成倍增长。”巫山县康庄文化
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傅祖海说道。

“我原先在外地打工，下庄现在发展得越来越好
了，我们两口子又回来了。我参与了下庄车队，除了
保险，每月拿到手还有3000多元。我老婆在客房部，
也能拿到3000 多元；还有4亩多地的柑橘，一年的收
入分红是1万多元，一年总收入有8万多块钱。”村民张
祖国说道。

正在厨房忙碌的村民陈正香说：“现在收入越来越高
了，柑橘一年要卖1万多元，加上在餐饮部上班，一个月
有3500元的固定工资，老公在村里做卫生，一个月有
3000元，再就是家里还喂了猪，一年有 10万元左右的
收入。”

随着乡村振兴的不断推进，如今的下庄村，产业更加
兴旺，村集体经济更具活力，村民的“钱袋子”也越来越
鼓，人民获得感显著增强。

“2015年下庄实际居住人口不到200人，如今我们的
总人口又回来了，现在到下庄居住的有320多人了。”毛
相林说道。

眼下正是小龙虾苗投放的关键时期，近
日，在永川区永荣镇白云寺村藕堰塘村民小
组的农田里，业主易老板正将首批500千克
左右的小龙虾苗放进水塘中，一只只活蹦乱
跳的小龙虾苗迅速向四面游去。

近年来，永荣镇积极探索“稻虾轮作”养
殖模式，即养一季虾，种一季稻。稻田养虾即
稻田可以为小龙虾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和充
足的饵料，还可以为小龙虾遮阴、避害，养出的
小龙虾个大味美卖相好，小龙虾可以吃虫除草
松土、净化水质，而小龙虾的排泄物是稻子的
天然肥料，产出的稻谷品质高、无公害，两者互
依互补，形成了生态绿色种养模式。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新华社记者 李松

秋收时节，稻田稻浪翻滚，作为“巴渝粮仓”的梁平区
又迎来了丰收景象。

梁平是重庆产粮大区，常年水稻播种面积达到43万
亩。近年来，梁平区统筹“人地技制”，即引入种粮“新农
人”、大规模改田改善种粮基础设施条件、推广科学农技
农艺、持续完善种粮激励机制，让种粮有效益，农民的“稻
路”越走越宽广。

梁平区多丘陵山地，耕地细碎制约着粮食稳产增
产。近年来，梁平区高标准投入、高质量建设，重点对高
标准农田进行改造提升，解决粮食生产的土地瓶颈问
题。梁平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突出“四改一化”，即因
地制宜将地块“改大”，实现小田变大田，弯变直、短变长；

“改水”以实现旱能灌、涝能排；“改路”以实现地块间互联
互通，提高农机作业效率；通过施有机肥、秸秆还田等“改
土”以提高耕地质量。“一化”即实现耕作机械化，减少劳
力投入，提高农业效益。最近两年，梁平区实施的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升面积就达到了10万亩。

梁平区农业农村委干部胡文祥告诉记者，田块改造
后，大中型农机具下得了田、转得开身，全程机械化后种
粮成本每亩下降三四百元以上。

改田夯实了粮食生产基础能力，农民种粮的相关激
励机制也不断健全：为了缓解粮食生产贷款难、贷款贵，
梁平区每年安排500万元用于粮食产业贷款贴息，重点
满足种粮大户涉农贷款需求；每年区财政安排相应资金，
用于水稻种植保险保费补贴，抗御重大自然灾害，为恢复
再生产提供帮扶等。

在梁平区，粮田变成良田，配套激励政策越来越好，
吸引了越来越多农业大户投身到规模种粮中去。今年梁
平区种粮大户达到了333户，比去年增长了73户。

今年秋收，梁平区种粮大户邓中也迎来自己的丰收
季。邓中告诉记者，他自己流转的2600多亩水稻田已基
本收割完毕，平均亩产量300千克左右。

梁平区种粮大户蒋丽英除了自己种植2000多亩水
稻田之外，还组建了农机专业合作社，为农民提供种粮社
会化服务。“农机专业合作社的服务涵盖了机插秧、无人
机飞防等水稻‘耕、插、防、收’各个环节，规模种粮的市场
越来越广阔。”蒋丽英说。

整地：葡萄应在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壤疏松肥沃
的地块进行种植，并且要在地块中施入腐熟的农家肥，然
后对土壤进行一次深耕，增加肥力，使葡萄生长更加旺
盛。

种植：种葡萄时，要按照行距30~40厘米，株距20厘
米的距离挖沟，然后把苗株放入土壤中，在葡萄根部填满
土壤，并浇灌一次定根水，使根系牢牢固定住。

浇水：葡萄在生长过程中对水的需求非常大，在萌芽
期、开花期、结果期都要为其浇灌水，保持土壤湿润，但雨
季要及时挖沟排水，以免葡萄出现烂根现象。

花果管理：为了提高葡萄的结果率，可以采用人工传
粉的方式进行授粉，选择一个没有露水的早上，将雄花的
花粉刷到雌花上，精准地完成授粉工作，能大大提高葡萄
的产量。 （本报综合）

梁平：统筹“人地技制”
藏粮丘陵山地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豆类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豆类
科技创新团队首席杜成章科技创新团队首席杜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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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蒋海涛

10月 1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
研究所主办、奉节县人民政府承办的“在
共同富裕背景下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区）
富民现代化新路子”学术研讨会在奉节县
举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中
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院长陈
光金介绍，本次研讨会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关
于共同富裕的重大研究课题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学研究所作为国家级研究所参与
重庆地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探索，也是落实中

国社会科学院和重庆市战略合作协议的一
项重要举措。奉节及其周边区县地处三峡
腹地，既是山区，又是库区，在自然、地理、气
候乃至历史文化等方面具有鲜明特色，在共
同富裕大背景下，如何实现县域经济强起
来、城乡老百姓富起来是当前不容回避的重
要问题，需要大家认真研究。希望通过此次
学术研讨会，能够助推三峡库区区县对强县
（区）富民现代化新路子的探索，让山区库区
的经济社会发展越来越好，人民群众的日子
越过越兴旺。

奉节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奉节
县聚焦产业、就业“两个关键”，全力抓招商、

抓项目、抓要素、抓服务，加快构建以现代农
业、生态工业、现代服务业、大数据产业为主
要支撑的山地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为
高质量发展积蓄新能量。“奉节将以承办本
次学术研讨会为契机，在推动产业经济高质
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单元、完善收入分配、
讲好共同富裕故事等方面持续用力，努力探
索出一条符合山区库区实际的强县富民现
代化新路子，努力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展
现新作为。”

近年来，奉节县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战略，始终把“绿色”贯穿于生态、生产、生
活全过程中，持续推动高水平生态保护与高

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互融互促，在绿水青
山之间逐梦“绿富美”幸福生活。2022年，全
县GDP达395.2亿元，增速居全市第三，招商
引资综合排名居渝东北第一。今年上半年，
GDP、税收、固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均居
渝东北第二。

下一步，奉节县将坚持共抓大保护、不
搞大开发，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学习借
鉴先进地区的好做法好经验，深入探寻生态
价值、生态责任、生态潜力的内在逻辑，致力
追寻高质量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公约
数”，奋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
裕的强县富民新路子。

奉节：加快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新路子

□曾川 张莉

目前，正值油菜播栽生产的关键时期。
今年9月上中旬气温较高雨水偏少，从9月下
旬至10月上旬连续阴雨，这样的天气情况对
三峡库区油菜播种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据
气象部门预报，10月中下旬天气晴好、间或有
雨，气温和墒情有利于油菜播种移栽。

油菜播栽生产中要把握以下几个
重点技术

已于9月上中旬连阴雨之前育苗的农
户，大部分苗床出苗较好，油菜生长状况较
好，但病害、虫害较重。这种情况应加强苗床
管理，首先是清沟排渍，避免苗床积水湿度过
大；其次是防治病虫害；然后补施氮磷钾肥
料。对于已经生长到4~5片叶的油菜应及时
移栽至大田，移栽前的大田开好三沟（厢沟、

围沟、腰沟），施足大田底肥（建议使用油菜专
用肥40千克/亩），移栽前苗床喷施杀虫剂、杀
菌剂以及可溶性氮磷钾肥，做到带肥、带药、
带土移栽，移栽密度0.6万~0.8万株/亩。

已于9月上中旬连阴雨之前直播的农
户，缺苗、死苗现象比较普遍，应及时间苗、
补苗或补种。针对这种情况，首先应清沟排
水，降低田间湿度；其次能够补齐田间最低
密度0.6万株/亩的田块及时间苗、补苗、定
苗，对于缺苗严重的及时补种，补种时建议
用杀虫剂和杀菌剂对油菜种子进行包衣处
理后补播；然后结合病虫草害防治，适当补
施氮磷钾肥料。

已经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连阴雨期间
抢种育苗或直播的农户，普遍出苗较差。针
对这种情况，首先应及时清沟排水，降低田间
湿度；其次抢抓10月中旬晴好天气及时补种，
补种时建议用杀虫剂和杀菌剂对油菜种子进
行包衣处理后补播，育苗移栽密度0.8万~1.2

万株/亩，直播密度1.5万~2.0万株/亩；然后结
合病虫草害防治，适当补施氮磷钾肥料。

对于中低海拔地区尚未播种的农户，建议
抢抓10月中下旬晴好天气，及时整地播种，整
地时开好三沟（厢沟、围沟、腰沟）。用杀虫剂
和杀菌剂对油菜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后直播，应
适当加大播种量至300克/亩左右，同时施足
底肥，建议使用油菜专用复合肥40千克/亩。

高海拔油菜产区由于水稻成熟晚，加之9
月下旬至10月上旬的连续阴雨天气造成水稻
收获进一步延迟，稻田直播油菜尚未播种。
对于这种情况在水稻收获前应排干田间积
水，抓紧抢收水稻，避免水稻收割机碾压深沟
造成排水不畅。水稻收获后及时整地开三沟
（厢沟、围沟、腰沟），鉴于今年的天气情况，建
议厢沟宽度小于2.5米，厢沟深度大于20厘
米，围沟深度大于30厘米，腰沟深度大于40
厘米。整地后及时播种，用杀虫剂和杀菌剂
对油菜种子进行包衣处理后直播，应适当加

大播种量至400克/亩左右，同时施足底肥，建
议使用油菜专用复合肥40千克/亩。

做好病虫草害防治

目前，油菜田的主要病害为立枯病、猝倒
病、霜霉病、根肿病等，可选用多菌灵、百菌清、
利克菌、环唑醇等杀菌剂。主要虫害为跳甲、
蟋蟀、地老虎、菜青虫等，可选用高效氯氰菊
酯、辛硫磷、吡虫啉等药防治。主要草害为猪
殃殃、播娘蒿、早熟禾、棒头草、牛繁缕、雀舌草
等，建议选用油菜田专用除草剂进行防治。

防治病虫草害应根据不同的病虫草害
类型及发生时期，选择相应的药剂进行防
治，具体使用方法请咨询当地农药销售商。

（作者单位：重庆市油菜产业技术体系
创新团队三峡试验站\重庆三峡学院 万州
区高品质特色油料作物创新团队\重庆三峡
农业科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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