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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区首个智慧农业主题
乡村科普馆建成投用

乡村振兴

铜梁：返乡创业养锦鲤 水里蹚出致富路
□通讯员 赵武强 李拉拉

11月20日，在铜梁区庆隆镇冬笋村4社盛
隆观赏鱼养殖场，女主人张娟正在直播带货销
售锦鲤，在她的热情推介下，直播间人气爆满，
不到1个小时，销售量就达到2万多元。

在养殖场，连片的池塘映入眼帘，水面随
风泛起层层涟漪。洁白、绯红、金黄的锦鲤在
塘边簇拥成团，欢快地争食、嬉戏的场面宛如
一幅流动的水彩画，令人赏心悦目。

“这16口池子面积有80多亩，全部养的
是锦鲤，品种有红白、五色、金松、丹顶红、大
正、秋翠等20多个，数量有6万多尾，最大的
有15千克左右。”正在操作太阳能投饵机投
料的养殖场主人许伟说。

今年 42 岁的许伟过去在外地打工。
2012年，他告别打工生涯回到老家，在镇村
的支持下，建起观赏鱼养殖场。

“养观赏鱼能够致富是在网上看到的信
息。冬笋村背靠郁郁葱葱的毓青山，前临碧
波荡漾的小安溪，生态环境非常优良激发了
我发展观赏鱼的想法。”许伟说。

当初对观赏鱼养殖一窍不通的许伟，凭

着创业的热情和锲而不舍的钻劲，积极参加
区镇组织的培训，空余时间自学相关知识，遇
到生产难题还请来专家上门指导。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经过无数次的努
力与坚持，终于熟练掌握了观赏鱼系列品种
的养殖技术，并成功实现了由购买鱼苗到自
繁自养的转变，锦鲤销往了全国各地，年产值
突破300万元。

“当初做锦鲤养殖，是我看到随着人们生
活水平的提高，色彩斑斓、憨态可掬的锦鲤成
为不少家庭的‘新宠’，这里面有巨大的市
场。”许伟说。

“锦鲤养殖比普通家鱼和普通观赏鱼要
更细致，我每天都要巡查鱼塘，重点察看水质
及鱼儿的状态，并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确保鱼
儿长势良好。把一尾米粒大小的水花苗培育
成商品成鱼，要付出艰辛的劳动。在养殖上，
必须细致周到，只有培育出体态最优美、体格
最健壮、花色最好的成品鱼，才能受到顾客的
青睐。”许伟说。

饲养过程中，许伟在专家的指导下，加上
自己的琢磨思考，建起了水质净化系统、太阳
能投饵系统、自动充氧系统，智能化先进技术

的推行既减轻了劳动强度，又提高了养殖水
平。与此同时，还推行了鱼菜共生系统，让水
体中的富营养物通过水生蔬菜的吸收，让水
质保持清洁的状态。

“这些年来，庆隆镇党委、政府帮助养殖
场解决了不少问题，在许多场合宣传推介观
赏鱼，每年的梨花赏花节和采果节，镇里都要
安排锦鲤“亮相”，扩大了养殖场的影响。

随着产量的增加，他把销售半径扩大到
了全国市场，通过现场销售和网络销售相结
合的模式，根据客户订单需求，小心翼翼地捞
鱼，然后充氧、打包、装箱，寄运。通过快递将
锦鲤发往全国各地。

为了升级养殖条件，许伟现在开始着手
建保温大棚。明年建成后，在恒温里生长的
锦鲤一年四季都可健壮生长了，产量也将大
幅增长。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观赏鱼寄托
了千家万户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市场需求
量大。我们渔场要继续生产更多优质的锦鲤
走向市场。我坚信，只要有梦想，肯付出，就
会有回报。”谈到未来，身为铜梁区级农村青
年致富带头人的许伟信心满满地说。

□通讯员 冯霞

近日，由合川区科协资助建设的合川区渭沱镇七星
村乡村科普馆建成投用。

渭沱镇七星村乡村科普馆是合川区首个智慧农业主
题乡村科普馆，坐落于合川区渭沱镇城乡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示范点——七星村示范点，建设面积60平方米，
总投入26万元。该馆主要用于为游客展示当地特色农
产品和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馆内分为智慧农业种植沙
盘展示区、智能蔬菜机展示区、特色农（副）产品展示区、
特色蔬菜展示区四个板块。

主要向公众展示智慧大田、智慧大棚、智慧养殖、水
肥一体化系统等先进农业生态理念，普及智慧农业是农
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对提高合川区农
业现代化水平、促进农业转型升级、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
效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该馆与七星村党群服务阵地、乡村旅游接待中心、乡
情陈列馆、农事综合服务社、乡村振兴讲习所、休闲广场
等功能场所融为一体，将成为当地广大青少年、人民群众
的重要农业科普教育基地，为助力合川区乡村振兴贡献
科协力量。

土壤准备：选择排水良好、富含有机质的土壤。在播
种前，可以将土壤翻松并加入腐熟的堆肥，为上海青生长
提供充足的养分。

播种：选择健康的种子，并按照包装上的要求进行播
种。随后，将种子均匀撒在已经准备好的土壤上，并轻轻
覆盖一些细土。注意要保持适当的间距，使得每株植物
能够有足够的生长空间。

浇水和保湿：上海青生长需要充足的水分，并且需要
保持土壤湿润，但不能过度浇水或是有积水。在播种后，
每天轻轻地喷水保持土壤湿润，直到幼苗出现。

光照和温度：上海青生长需要充足的阳光，且温度尽
量保持在15~25℃。

管理和收获：注意除草，确保上海青的生长环境清
洁。定期检查植株是否有害虫或病害，并及时采取控
制措施。一般来说，上海青在播种后60~70天就可以
收获了。 （本报综合）

□通讯员 罗阳乾 陶冶

近年来，梁平搭乘“数字快车”，以数字产业化和产业
数字化为核心，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化治理为保障，
数字新基建为支撑，聚焦现代农业与成果应用，着力绘就
乡村振兴“智慧画卷”。

位于金带街道的重庆数谷农场便是梁平区以数字科
技赋能现代农业的生动实践。11月的梁平气温渐低，但
重庆数谷农场的植物灯光工场里，平均温度仍稳定在
25℃，小白菜、生菜等叶菜类蔬菜悠然地享受“日光浴”，
静静生长。

重庆数谷农场副总经理王辰新一边察看蔬菜长势，
一边向笔者介绍，植物灯光工场是24小时恒温控湿，生
长光源是植物生长补光灯，它会根据植物生长每个时期
不同的需要，自动调节光照时间、强度。

在另一边的荷兰·番茄工场里，遮阳网、控温机、轴流
风机有序运转，在数字化设施设备的“加持”下，400余亩
地仅需两三名工人进行日常管护。“得益于水肥一体化灌
溉技术的运用，番茄幼苗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能通过传
感器进行检测，水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可自动适时输送营
养液，实现了番茄种植的智能化、精细化管理。”王辰新自
豪地说，这也是梁平区将数字化、智能化技术运用于农业
的一个亮眼表现。

数字科技赋能现代农业不止于此。在重庆数谷农场
旁，占地不足8000平方米的梁平鱼菜共生数字工厂，却
可年产绿色蔬菜50吨、加州鲈鱼180吨。工厂内，用循环
水养殖，水质传感器精准监测预警、自动投饵、自动捕捞
分级，补水、投饲、供氧、温控、粪污处理等各环节全程智
能化，实现了节约土地、水资源和肥料的“三节约”目标，
让梁平现代农业发展更具生机活力。

梁平鱼菜共生数字工厂总工程师王玉海告诉笔
者，工厂目前有4个养殖单元、24个鱼池。拿一个鱼池
举例，养殖密度每立方米50~60千克，养殖量是传统养
鱼的10倍，仅一个鱼池产的加州鲈鱼预计市场价可达
20余万元。

当前，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
正给传统农业带来深刻变革，梁平积极融入数字重庆建
设新浪潮，搭建“三农”应用支撑数据库——梁平区农业
农村大数据平台，提高农业农村数据流通、使用效率；建
设“天空地一体化农业观测网络”，提高对农业资源要素、
生产过程、生产环境的感知诊断能力；智能监测和远程视
频监控水稻、蔬菜、柚子、水产养殖、农业机械化等农业重
点产业的实时生产环境，智慧农业成效初显。

“梁平将进一步创新思路、强化举措，让手机变‘新农
具’，数据变‘新农资’，直播变‘新农活’，推动梁平农业乘

‘数’而上，‘慧’就农业新图景，打造科技强农与乡村振兴
的生动实践和示范样板。”梁平区农业农村大数据中心相
关负责人表示。

梁平：乘“数”而上
“慧”就农业新图景

万盛经开区绿水村

“内外兼修”炼成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记者 叶露 通讯员 刘颖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3年中国美
丽休闲乡村名单，全国256个村落入选，万
盛经开区丛林镇绿水村位列其中。这是绿
水村继“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级宜
居村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之后，拿下
的第4个国家级荣誉。

同时，该村还先后被评为重庆市首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重庆市乡村旅游重点村、
重庆市最美垃圾分类示范村、重庆市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村、重庆市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示范村。

一个普通的村子如何多次获得国家级
荣誉？近日，记者来到绿水村，探寻它的蝶
变之路。

蜕变
源于越来越美的环境

绿水村距万盛城区有10公里，南万高
速、303省道、丛林镇至黑山旅游环线穿境
而过。行车至标有“西部菌谷·绿水人家”
的牌坊，就说明到了村口。

自然风貌、生态环境、乡土文化，乡村
休闲旅游资源丰富；村容村貌整洁，农村人
居环境优化；乡村休闲旅游项目在当地具
有较高知名度等，是中国美丽休闲乡村评
选的重要条件。

从绿水村村口一路向前，仿佛置身陶
渊明笔下恬静的乡村美景图中：“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
陌交通，鸡犬相闻。”

宽阔的道路、整洁的文化广场、整齐的
新农村住房、连片的菜田和果园……如今
的绿水村，在村民们眼中可谓焕然一新。
在村里生活了大半辈子的村民陈锦珠，还

记得村子从前的模样：“房屋建得很乱，没
有规划；树多，乱得不成行；水塘多，但大部
分是臭水塘……”随着美丽乡村建设和环
境整治的推进，绿水村开启了“转型”之路。

记者了解到，该村深入实施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按照“一组一特色”，开
展庭院风貌提升、院落节点景观打造工作，
整治农房旧房320户，完成小竹林入口、水
井湾、长五间、创业园景观节点建设、庭院
整治及房前屋后环境美化。

同时，该村建成旅游厕所6座、垃圾中
转站2个，20名专职环卫工人定岗定时巡
逻，做到垃圾日产日清，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覆盖率达100%；建成“一环三纵四横”旅游
交通网络，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500亩，完
成土地生态修复600亩，改造卫生厕所545
户，建设健身广场2处，安装路灯200盏，改
造院落风貌10余处，打造“小组团、微田园、
生态化、有特色”的人居环境新亮点。

一系列举措下，越来越美的绿水村陆
续获得“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市级绿色
村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国家级宜居
村庄”等荣誉。

振兴
源于越来越大的产业

每天，在绿水村，一朵朵蘑菇、一簇簇
金针菇在阳光、雨水养护下长势
喜人，经当地种植户采摘后运
往全国各地，成为食客餐桌
上的一道美食。

太阳才刚刚升起，绿
水村食用菌种植户张书容
已结束当天的采摘，背着
一大背篓平菇从大棚回到
库房。她家种植有平菇、

香菇等10余个大棚，日产约400千克，主要
销往重庆中心城区。因为品质好，近期以
来每天都有客商上门收购，村民种的食用
菌都不愁销路。

丛林镇食用菌生产历史悠久，规模庞
大。长期以来，该镇以食用菌产业作为优
势特色产业加以培育，依托区位、资源、气
候优势，引进了一批食用菌生产企业，打造
特色显著、竞争力强的食用菌品牌，持续推
动食用菌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打造
乡村振兴的产业支撑点。

同时，立足“西部地区食用菌生产销售
基地和产业集聚中心”这一目标，牢固树立
食用菌生产工厂化带动专业合作社、家庭
农场及种植大户发展的思路，通过集约化、
规模化建设提高单产和品质，为丛林镇食
用菌产业贴上高科技标签。

兴一个产业，活一片经济，富一方群
众。截至目前，该镇从事食用菌生产的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有30家，其中龙头企业3
家，专业合作社3个，家庭农场及种植大户
24户，解决富余劳动力1500余人就业，实
现年产各类鲜菇6万吨、产值6亿元，占全
区农业总产值的28.9%，特色效益农业效果
明显，质优价高，品牌优势逐渐呈现。

依托得天独厚的美丽山水和持续兴旺
的乡村产业，绿水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开

发食用菌采摘、观光旅游线路产
品，乡村旅游年接待游客

超过50万人次，积极创
建 4A 级旅游景区。
同时，大力发展村
集体经济，通过党
支部领办合作社、
成立集体经济公

司，种植西瓜、南瓜120亩，组建农机社会化
服务队伍，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连续两年
超过100万元，累计为群众分红6万余元。

活力
源于越来越好的治理

在暖阳的照耀下，绿水村青瓦粉墙的
房屋掩映在树林当中，干净平坦的“户户
通”公路两边树木青翠，面貌一新的老院落
彰显着农耕文化的乡愁……随便走进一户
农家，整洁的庭院周围，花草盆景相映成
趣，宛如一个小小花园。

住美丽农房、走硬化道路、观田园景致……
基础设施、村容环境打造好了，乡村环境发
生了蜕变，但村落如何保持美丽？乡村如何
治理？村民如何在乡村振兴中发挥作用？

绿水村党总支书记蔡志华告诉记者，
绿水村在村规民约的基础上，还设置了“爱
心公益积分超市”，利用积分制调动村民投
身产业发展、参加公益劳动、参与村容村貌
整治的积极性，引导村民崇德向善，提高村
民的文明意识，推进村庄治理精细化、规范
化、制度化。

蔡志华介绍，近年来，绿水村从群众最
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入手，构建以
党建为引领，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
乡村基层治理体系，大力推广落实“三事分
流”机制和乡村治理积分制，建立“一约四
会”和风俗监督员制度，开展“榜样面对面”

“好人在身边”系列活动，持续开展“最美家
庭”“卫生户”和乡村治理积分制工作等评
比活动，探索出一条崇德向善、文化厚重、
和谐宜居的文明乡村建设之路。

日前，垫江县永平镇秋桥社区，果农在
采摘永平红柚。据了解，垫江县发展柚子
种植有近200年的历史，现有垫江晚柚、三
红柚、黄沙白柚、琯溪蜜柚等品种，种植面
积达10.5万亩，预计年产量10万吨。

近年来，垫江县积极推进延长水果产
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引进水果深加工企
业，做好水果精深加工、产品研发、品牌销
售等工作，让当地柚子畅销全国各地，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垫江县：
“柚”获丰收 农民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