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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在丘陵山区果园
推广全程无人作业技术

酉阳县科协开展
现代畜牧养殖技术培训

梁平区新盛镇：
特色产业让集体经济“ ”起来

丰都弹子台村：让乡村有“颜值”更有“气质”

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谭万国）近年来，梁
平区新盛镇五福村始终把产业发展作为引
领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有力“引
擎”，立足村域优势，依托自然资源，积极探
索村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径，以特色产业发
展引来乡村振兴“活水”，让农村“家业”更
大、集体“家底”更厚、村民“腰包”更鼓，这
是该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结果。

青砖绿瓦，绿树成荫，一个个美丽村居
串点成线，构筑起农村新风貌；风吹稻浪，
果树飘香，一颗颗致富金果在阡陌纵横中
萌生出新希望……这一处处景象，正是新
盛镇五福村近年来大力发展村集体经济带
来的农村新活力、新变化。

“我们通过开办水上乐园，与企业合作
共同发展经果林、烘干厂等产业，实现了

‘多点开花’，截至目前，村集体经济收入已
超100万元。”新盛镇五福村党总支书记文
成都介绍，在五年前，五福村村集体经济收
入仅有13万元，还只能通过公共用地承包、
部分村集体资产出租等方式获取。

农村要致富，产业要先行，只有因地制
宜发展特色产业，壮
大村集体经济，人民

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才能逐步增强。
2018年，五福村被确定为区级乡村振兴示
范村。乘着政策东风，文成都带领村集体
经济组织主动和社会资本合作，流转村内
600余亩的荒山和闲置土地，共同发展李
子、柑橘、水杉等经果林产业，让“沉睡资
金”变成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真金白银”。

据了解，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的模
式，村集体占股增加了收入，村民不仅有土地
流转租金获取收益，还可以到基地打工挣钱，
实现了多方共赢。仅此一项，村集体经济便
收入了30余万元，每年还要发放土地租金4
万余元，同时带动40余名村民务工增收。

有了经果林产业的经验，五福村发展
集体经济有了更多底气去大胆尝试。2019
年，由五福村集体经济出资，与新盛镇高升
村刘家农庄共同打造的福盛冰泉水上乐园
正式开园，其丰富的游乐设施和天然的清
凉池水，受到了群众喜爱，每年夏天会吸引
众多村民和游客前往游玩。

“通过农旅融合发展的方式，我们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还进
一步壮大了村集体经济，水上乐园开园首
年便为集体经济带来了5万余元的收益。”
文成都表示，如今，福盛冰泉水上乐园已成

为五福村打造乡村振兴示范村的产业名片
之一，源源不断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动能。

在经果林和水上乐园发展如火如荼之
际，梁平区新盛镇五福村又有了新的发展
目标——水稻烘干业务。依托当地及其周
边水稻种植的优势，五福村和重庆渝粒乡
米业有限公司共同发展了300余亩的优质
水稻，并购买了一台日烘干量达15吨的稻
谷烘干机，并对外承接烘干业务。为进一
步壮大村集体经济，在文成都的极力促成
下，五福村与新盛镇联盟村、万炉村及重庆
渝粒乡米业有限公司于2022年又共同成
立了渝粮烘干厂，拥有的5台大型烘干机
日烘干量达100吨。借助新的平台，该村的
水稻烘干业务越做越大，承接的业务范围
也越来越广，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今年，我们烘干厂在区内的烘干业务
已基本完成，当前正在承接四川开江种粮
大户的粮食烘干业务。”文成都说，目前，烘
干厂已完成稻谷烘干百余仓，总计2000余
吨，收入近40万元。

随着村集体收入的增加，五福村党员
干部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为民办事也更
有底气。今年五福村投资10余万元安
装60余盏太阳能路灯，亮化乡村道路；

处置村属桥梁隐患，保障群众安全
出行。同时在村组道路两边种植红
叶石楠、香樟等绿化植物，美化人
居环境。为保障群众用电安全，
免费为520户村民安装漏电保护
器。村容村貌迎来了新变化，
村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舒心。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是强村富民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下一步，梁平区新盛镇五
福村将持续做好烘干房
和水上乐园的经营管
理，积极探索新的集
体经济发展项目和
分红模式，不断
壮大集体经济，
提升村民生活
品质，加快建
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

□通讯员 赵子英

近日，酉阳县科协组织专家开展现代畜牧养殖技术
培训。车田乡山羊、中蜂养殖户共计50余人参加培训。

培训采取理论讲座和现场教学两种方式进行，由
车田村驻村第一书记杜峰主持。讲座中，酉阳本土专
家、农民高级技师李毅以“中蜂养殖技术培训”为题，围
绕蜜蜂的生活习性、蜜蜂养殖场地的选择、养殖管理技
术等内容进行授课。国家科技特派团酉阳特派团专家
成员、西南大学副教授周作勇，重庆市科学传播专家团
专家、酉阳县畜牧产业发展中心农业推广研究员方亚
分别以“常见羊病预防与控制”“山羊生产中常见四个
问题”为题，就羊病的预防措施、诊断方法、饲养管理等
内容进行授课。教学过程中，李毅就蜂农在实际养殖
过程中遇到的疑难问题进行了耐心解答。周作勇、方
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山羊的喂养、圈舍布局、疫病防
治等方面进行详细讲解和指导，并科普了生产中传染
病对人体的危害，提醒养殖户科学、卫生养殖。“我养殖
的部分山羊体表有肿块，甚至有些有化脓现象，请专家
帮忙看一下。”山羊养殖户现场提出了问题，专家诊断
后给出了预防、治疗建议，听完专家的指导养殖户表示
受益匪浅。

通过培训，参训人员进一步掌握了中蜂和山羊的
养殖综合技术，有效推动畜牧养殖产业向标准化、科
学化、规模化方向发展，为实现畜牧养殖产业振兴提
供了保障。

□通讯员 何帆

近年来，丰都县包鸾镇弹子台村积极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持续将文明村创建
工作贯穿党员干部教育、公民道德建设、弘
扬传统优秀文化中，提升乡村“气质”，用文
明风尚绘就了美丽乡村新画卷。

守护好一方水源

弹子台村距包鸾镇9公里，距丰都县城
31公里，地处武陵山山脉腹地，紧邻南天湖
景区和武陵山大裂谷国家4A级景区。地势
海拔高度范围在750~1300米之间，耕地面积
4776亩，林地面积13786亩，森林覆盖率达
74.76%。

而在四面环绕的青山中，有一座水质优
良的水库点缀于群山之中，这就是县城饮用
水源地——弹子石水库。为了守护好县城
饮用水源，弹子台村干部群众在河道保洁工
作上下足了功夫。

“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弹子台村地界的
河道清洁，每天都要去巡护一次，特别是下过

雨之后，我们都会认认真真把河道垃圾清理
干净。”村民曾桂荣说。除了发动村民对河道
进行垃圾清理之外，弹子台村还投入公益性
岗位对弹子台水库库周、尾水进行巡护。

现在，放眼弹子台水库，可以看到弹子
台水库如一块温润的翡翠，镶嵌在苍翠植被
中，库周丰茂的竹子、马尾松等天然植被将
水面紧紧包围，库区无滑坡痕迹，水质持续
保持在国家地表水一类水质标准，可以直接
饮用，为县城的居民饮水提供有力保障。

共建绿色乡村

弹子台村在积极建设“水”文明的同时，
为实现绿色发展，弹子台村发展起了中药材黄
精。这种高附加值的种植业，不仅盘活了闲置
土地，保持了水土，还实现了秸秆、粪污还田，
增加了村民就业机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明
显。目前，当地黄精种植面积已达600亩。

“我在村上的黄精基地务工，承包了40
余亩黄精，一亩有800元的报酬，主要负责
黄精的日常管护。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会
请村上的村民来帮忙，给他们提供报酬，我

觉得很不错。”村民王仕祥说。
除此之外，弹子台村始终把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作为推进全村环境整治提升工作的重
中之重。对村内所有组别、道路、沟渠等进行
排查；重点清理村内生活垃圾、乱堆乱放、沟
塘漂浮物；广泛开展清洁户、最美庭院、最美
家庭等一系列评选活动，利用村民各种网络
联系群，及时发布各类环境整治信息，通过走
访及时曝光个别村民环境卫生问题，提高环
境整治的效率和成效，还发动群众对院落、
道路加强管护，爱绿护绿蔚然成风。

“以前的弹子台村和现在完全是天壤之
别。现在村里的清洁保持得好，道路平坦干
净，完全是青山绿水，大家都很满意。”村民
刘胜忠说。

丰富群众文体活动

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弹子台村高度重
视精神文明建设，通过持续深化文明培育、
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充分发挥精神文明在
滋润人心、德化人心、凝聚人心等方面的作
用，为推动乡村振兴注入文明力量。

近日，笔者来到弹子台社区，看到社区
的农家书屋里整齐有序地摆放着大量书籍，
文学读物、科普杂志、农业刊物等种类繁多
的书籍，还有不少村民正在阅读。

自文明村创建工作开展以来，弹子台村
设置村便民服务中心，设立了文体活动场
所，有农家书屋、文化室、活动广场等，群众
文体活动更加丰富。全村共建并建成农民
文化广场1个，为村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娱乐
的场所。

弹子台村全村7个社利用在各自的主
要路段上设立了宣传点、挂起横幅，干部向
过路的居民、赶集的群众发放宣传资料，耐
心地向他们讲解移风易俗的内容，让其了解
婚事新办、丧事简办的新举措，使婚丧嫁娶
文明简办之风家喻户晓。

“我们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像反诈
等普法知识，院坝会、网格长会都是每次必
讲，促使群众精神风貌和环境面貌有一个
大的改观，形成崇尚科学、文明向上、安定
团结的良好风气，为建设社会新农村营造
良好的舆论氛围。”弹子台村党支部书记王
仕权说。

鱼腥草又称为折耳草，是一种生长在潮湿地带的植
物，一节节的白色菜根儿，还带着根须。

适当遮阴：野外的鱼腥草一般生长在水沟、溪流、水
塘等较潮湿但又较荫蔽的环境，具有喜湿、耐阴的特点。
如果将其盆栽种养于阳台上，一定要注意采取遮阴措施，
或者直接将其盆栽摆放在阴凉、光线较弱的地方。

温度：鱼腥草喜欢温暖湿润的环境，耐寒。鱼腥草对温
度的适应能力比较强，一般在10~20℃的温度中都能够生
长，但是温度不能超过25℃，0℃以下它能够度过冬季，一
般来说保持15℃左右的气温，是鱼腥草成长的最好条件。

施肥：鱼腥草是喜肥的植株，它需要更多的养分来生
长，所以需要进行多次施肥，让它储存更多的营养，用尿
素加水混合后浇灌，每半个月浇一次，对鱼腥草的生长和
繁殖非常有利，对提苗和促苗的效果都是非常理想的。

（本报综合）

11月9日，梁平区金带街道石燕村的柚
子园内，技术人员在为全市各区县果树专业
技术人员演练履带式遥控无人旋耕机和履带
式遥控无人打草机等装备。当日，重庆市农
业农村委在梁平区举行丘陵山区果园全程无
人作业技术装备演练，为在丘陵山区果园推
广全程无人作业做好铺垫。

近年来，我市围绕智慧农业建设和丘陵
山区果园作业需求，攻关研制了一批适宜丘
陵山区果园多功能农机动力平台，为果园无
人化生产管理提供了解决方案。重庆市农业
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介绍，这些机械大
大提升了果树管理效率，如喷药、旋耕、翻耕、
除草等靠人工作业，费时又费力，而采用果园
智能无人农机作业就可轻松完成，与传统农
机比较，综合成本可节省80%。同时，为果园
行间间套作粮食、蔬菜等农作物提供可复制、
可推广技术模式，显著增加果园综合产出率
和效益。

通讯员 刘辉 摄

□通讯员 隆太良 张姝丹

“我公司在熟地试种了3亩黄连，亩产量约300千
克，亩产值可达9万元。”近日，石柱县远程农产品专业合
作社组织务工村民在枫木镇昌坪村昌坪组的黄连小拱棚
熟地种植技术推广基地采收黄连，该合作社理事长庄金
昌对熟地种连这一试验初获成功。

据介绍，随着医药行业的不断发展，全社会对中药材
黄连的需求日益增多，但黄连成熟周期长达4~5年，按照
以前砍伐山林搭棚的种连方式，不仅需要大量的劳动力，
还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使山林资源越来越少。

面对林地资源有限的实际情况，为更好地保护生态
资源，节约劳动力成本，推动黄连产业良性发展，5年前，
在石柱县科协、枫木镇等部门、乡镇的大力帮助和指导
下，石柱县远程农产品专业合作社租用昌坪村昌坪组的
3亩撂荒地，开垦出来后，利用小拱棚遮阴，打造出了3亩
熟地种连试验基地。

经过5年持续不断的精细管理，到今年秋季，这一试
验基地的黄连已进入收获期。连日来，石柱县远程农产
品专业合作社组织当地务工的村民在试验基地采收黄
连，当地政府相关负责人也组织起村组干部前往现场，实
地观摩黄连的收获情况。

当一株株黄连被务工村民剪掉枝叶和根须后，呈现
出枝肥、肉厚、条长、色艳的状态，现场观摩的干部拿在手
里仔细端详，称赞不已。

“从这几天的采收情况来看，这块试验基地的黄连不
管是产量还是质量都符合预期标准。”在黄连采收现场，
石柱县枫木镇相关负责人说，将小拱棚遮阴网用于熟地
种植黄连，有降低劳动强度、节省资金投入、减少森林植
被破坏等好处，对探索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实现“双赢”
具有重要意义，对连农加强撂荒土地的高效利用和增加
经济收益具有积极引导和促进作用。

石柱：推广黄连小拱棚熟地种植
促进黄连产业发展

11月9日，重庆市农技协联合会三届二次
理事会暨2023年农技协工作会在潼南科宇
酒店召开。重庆市农技协联合会第三届理事
会理事、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共72人参加。

会议审议通过《重庆市农村专业技术协
会联合会 2023年工作报告》《关于调增补
第三届理事会理事的报告》《关于成立农村
集体经济组织联盟的报告》，并为获得中国
农技协科普教育基地荣誉的基地代表授牌。

会上，潼南区科协、云阳县农技协联合
会、江津区花椒产业协会、涪陵区南沱镇睦和

果品专业技术协会分别围绕区县科协促进农
技协工作发展、区县农技协联合会组织建设
助力乡村振兴、产业协会助力全产业链发展、
村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内容做了专题培训交

流发言，与会人员纷纷表示受益匪浅。
下一步，市农技协联合会各位理事、监

事将发挥自身工作岗位优势，从加强院校合
作，促进农业产业科技创新；加强村会合作，

助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加强会地合作，加
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三方面，扎实推动新时
代新征程农技协工作高质量发展。

（重庆市农技协供稿）

重庆市农技协联合会三届二次理事会
暨2023年农技协工作会在潼南召开

活

□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

近日，全市各区县科协及33个科技小院调研重庆
（潼南）农科城乡村数谷。各区县科协一行实地调研了科
技特派员推动乡村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服务工作开展情
况，对进一步提升科技特派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成效大有
裨益。农科城将用好调查研究成果，做好做法经验化、探
索系统化、措施制度化，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
创新人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

我市各区县科协调研
重庆（潼南）农科城乡村数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