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古楼镇千亩红枫层林尽染。
近年来，合川区大力发展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业，在

素有“中国枇杷之乡”美誉的古楼镇再造千亩红枫，推进
乡村产业振兴，助力农民增收，成为新的乡村旅游打卡
点，促进了区域文旅经济发展。

特约摄影 高兴明 摄

合川：千亩红枫红似火
乡村旅游助振兴

农 业 课 堂

金刚虾养殖技术

6 2023年11月28日 星期二
编辑 于金可 美编 郑翔
投稿邮箱 cqkejibao@sina.com CHONGQ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S

大闸蟹在武陵山“筑新居”
——酉阳县乡村振兴见闻

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赵小帅

初冬，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涂市镇地灵村的稻蟹
田不时“冒出”动静，阳光穿过武陵山，一只只大闸蟹被照
得透亮：青背、白肚、金爪。

“今年的蟹从个头上大了很多！”涂市镇镇长张荐钦说，
每只蟹平均重约150克，最大的一只近300克，“去年第一次
接触新生事物，只养出了最重不过100克的‘老头蟹’。”

张荐钦口中的“新生事物”就是大闸蟹，2022年，鲁
渝协作乡村振兴项目——稻田养蟹在涂市镇地灵村启动
建设，约8万只东营蟹苗首批“落户”。

“去年我们把蟹养活了，今年是养大了，明年我们就
要上‘量’了。”张荐钦信心满满，除了蟹养得好，这份信心
还源于稻米对蟹的滋养。

海拔800~1200米以上的地灵村，背靠圆梁山（武陵
山片区），泉水充沛，培育出了独具特色的高山冷水稻
米。去年，稻蟹田的稻米价格每千克16元，比普通稻米
的价格高出4.5元。“稻蟹田的稻米不施肥不打药，我们正
在申请稻米有机认证。”张荐钦说。

在酉阳，像涂市镇地灵村这样的稻蟹基地有15个。
武陵山腹地地形起伏变化，不同基地高差较大，大闸蟹成
熟期也不尽相同。因此，各个基地使出浑身解数，力争错
峰“出蟹”。

沿山路行驶约60公里是小河镇的桃坡村稻蟹基地，这
里四周是浅丘，林环水绕。去年6月份，一场山洪将部分稻
蟹田冲毁。记者采访时看到，工人正在对1500米长的防洪
堤加宽增高，修葺一新的暂养池作为大闸蟹的“中转站”，农
户正按照公蟹、母蟹、重量等标准从中挑出进行分拣打包。

67岁的秦智路在桃坡村稻蟹基地负责投喂饲料，一个
月务工收入3000元，再加上土地流转费一亩200元，利益
分红一亩300元，秦智路一年收入超过4万元。“标准化基地
建设带动了周边农户增加收入。”基地负责人夏训康说。

记者在黑水镇平地坝村大闸蟹示范基地看到，防逃
网安装了园林式木质围栏，硬化便道使用了彩色涂装，水
塘周边种植了金灿灿的野花……基地负责人胡青松说：

“我们计划将周边的房子打造成农家乐，在这里既能吃蟹
又能研学，发展农文旅融合新业态。”

据记者了解，今年，酉阳县15个稻蟹基地的大闸蟹
预计总产量约100万只，产值约2000万元。

巴南：荒山上“长”出新产业
300亩柑橘喜迎丰收

永川：农村电商直播进田间

池塘建设：根据养殖规模和品种来选择合适的场地，并
搭建适宜的养殖池塘。需注意的是，池塘底部最好选择黏
土，这样能保持水质稳定，有利于金刚虾的生长。

水质管理：金刚虾对水质要求较高，务必定期检测水质
并保持水体的清洁和稳定。水温控制在20~30℃，pH值在
7.5~8.5之间。只有保持良好的水质，金刚虾才能健康生长。

种苗选育：购买健康的种苗是非常重要的。选择高
品质的种苗可以确保它们的生长速度和生命力，从而提
高养殖的产量和效益。

饲料管理：金刚虾是杂食性动物，主要以浮游生物、
底栖生物和人工饲料为食。合理搭配和投喂高质量的饲
料非常重要，还需要根据虾体的大小和生长阶段进行合
理调整。只有提供适宜的饲料，金刚虾才能获得足够的
营养，快速生长。 （本报综合）

□通讯员 李拉拉

乡村要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近年
来，铜梁区二坪镇抢抓机遇，结合地理环境
优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发展特色产
业，延长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让群众
增收，集体企业增效，共画乡村振兴新蓝图。

近日，在二坪镇狮子村的茶树基地里，
50余位村民在忙着换种一批澳洲茶树，打
窝、装苗、栽种……忙得热火朝天。同时，在
严家村，20多位村民有的在收割茶树，有的
打捆，有的将收割的茶树进行粉碎。

“这几天每天都有大约60人在基地上
班，一边收割茶树，一边栽种新的茶树。”澳
洲茶树基地相关负责人说。二坪镇生态环

境优良、茶树种植条件得天独
厚，2015年建立起
澳洲茶树基地，经
过近8年发展，目
前全镇 6 个村均

有种植。依托澳洲茶树，各村发展起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通过“企业+基地+集体+农户”
的发展模式，让村民们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
收。这是二坪镇聚焦产业促进乡村振兴的
生动写照之一。

在二坪镇中山村4社，兔小白专业合作社
里的兔子养殖场，镇村干部在查看刚刚产下的
小兔子的长势，村干部李雪正在拍摄推介兔子
的视频素材。在未来的70余天里，这些兔宝
宝将经历断奶、分笼养殖，最后出栏上市。

“前年，村里出资帮我修建厂房，村干部
也帮忙给我推销，去年因为天气太热效益不
是很好，今年肉兔销得好，已经卖了一批了，
供不应求。现在合作社每个月能出栏600~
700只肉兔。明年准备扩大规模再养100只
种兔，每月出栏1000只。”返乡创业业主叶照
彬信心十足地说。回到老家后他参加了区
里组织的养殖技术培训，镇里的技术人员也
经常前来指导技术，兔子也长得肥肥壮壮。

“我们中山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产业有粉葛
加工坊、油茶树种植、兔小白专业合作社。我

们培养了年轻干部，通过电商销售、

网络宣传，把我们村集体经济做大做强，把村
里产业发展壮大。”中山村党支部书记汪秀说。

二坪镇地处小安溪、淮远河两河交汇，
生态环境优越、特色农产品丰饶、人文景观
独特，是一个宜居、宜业、宜游小镇。老虎口
自然景观、市级古名桥众志桥、汉代崖墓群
等景观在这里落地生根。

今年9月，二坪镇举行了“魅力老虎口
活力新二坪”一镇一主题乡村节会活动，唱
响“周末到铜梁”，吸引上万游客前来观赏老
虎口瀑布美景，参观蜜蜂科普基地和共享菜
园，体验乡村特色生活。二坪镇以乡村节会
为契机，以老虎口自然生态景观为中心，持
续整合沿线澳洲茶树、昊风蔬菜、蜜蜂养殖、
柠檬种植等特色产业资源，打造生态乡村旅
游路线；同时，在周边开发研学示范园，打造
研学体验馆、农副产品交易专区、精油产品
手工DIY、果蔬采摘基地等休闲旅游项目。

二坪镇是一个典型的农业乡镇，近年
来，镇里在乡村振兴工作中，不仅发展了澳
洲茶树基地、肉兔养殖
合作社、柠檬基地、种

猪场、蔬菜基地、蜜蜂养殖基地等特色种养
殖业，还持续推进农旅融合，挖掘打造集果
蔬采摘、蜂蜜采割、观乡村风光、体验农家生
活于一体的体验型、循环型休闲旅游农业。
各村通过“村集体+业主+农户”为主的模式，
壮大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农村集体经济，吸
纳周边村民就业。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
做大做强现有产业，做优现有产品，打造西
南地区最大澳洲茶树基地，打造蜜蜂小镇
等，延长产业链条，让群众有更多就业增收
机会。同时，利用直播带货、乡村节会等方
式，积极推动农文体商旅融合发展，助推乡
村全面振兴。”二坪镇党委书记孔庆明说。

铜梁区二坪镇：

产业齐步走 有效助推乡村振兴

□通讯员 何红 张晓庆

近日，位于梁平区屏锦镇四方村三组的
青菜头种植基地内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村
民们在松土、挖沟、起垄、移栽……在大家的
默契配合下，一排排青菜头苗很快便为“冬
闲田”穿上了绿装，焕发出勃勃生机。

“青菜头是村里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
为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不断壮大集体经济，
自2021年开始，我们采取了‘村集体经济组
织+种植大户+农户’的模式，由村集体经济
组织及种植大户流转村民土地或带动村民
种植青菜头，获得了不错的经济效益。”四方
村相关负责人说，今年，全村将种植青菜头
2100亩，同比增长10%。

产业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基础，也是促进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多年前，四方
村受地理条件、资金缺乏等因素限制，集体
产业发展动力不足，如何把产业“兴”起来、
集体经济“活”起来，成了四方村“两委”探索
思考的头等大事。

四方村“两委”深知：推动农村集体经济
持续壮大提质，关键在党建引领。2021年，
该村充分发挥党的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强
化党建引领，突出市场导向，以“支部＋集体
经济＋N”的发展模式，成立股份经济合作联
合社，有效整合各类资金、资产、资源等，多
元化发展特色产业，引领集体经济发展驶入

“快车道”，助力村民增收致富。
“效益看得见、摸得着，才能充分调动村

民发展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因此种植周期短、
经济效益高、适应性强的农作物是我们发展

的首选，并积极推进耕地占补平衡工作，盘活
低效林地，发展中药材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实现了丰产顺销。”四方村相关负责人
介绍。

中药材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基地
位于该村四、五、六组，发展面积350多亩，
栽种重楼、连翘、川芎、车前草等中药材和大
豆、玉米，并通过村企合作发展，与企业签订
收购合同，充分发挥“村企互补、互惠互利、
合作共赢”的作用，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

据介绍，发展特色产业不仅能提高农业
效益，还可以帮助村民就业增收。农忙时，
各产业基地平均每天能吸纳150多人务工。

作为长期在集体产业基地务工的一员，
四方村五组村民张显碧告诉笔者，村里发展
中药材、青菜头等作物效益不错，他们还能

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等增加收入，相信
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滋润。

多条“腿”走路，才能蹚出“增收路”，产
业发展多元化是壮大村集体经济增长的源
头活水。2022年，四方村还投入资金60万
元，购买拖拉机、收割机等机械化设备，为村
民和附近的种植大户提供社会化服务。目
前，该村有青菜头、中药材、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社会化服务等多种集体经济，全村
可支配收入21万余元，创历史新高。

产业旺则乡村兴。四方村运用资源开
发、盘活存量、产业带动等，实现了农村产业
生产要素从“一盘散沙”握成“一个拳头”、集
体经济发展从“单一模式”转向“多元发展”
的良好局面，迸发出强劲的发展活力，村民
幸福指数逐渐攀升。

□通讯员 黄培成

“发展梨树产业并不容易，离开良佳村
45年后再次回到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带
领当地农户增收致富就更不容易。随着梨
园效益的显现，周围农户积极参与务工并跟
着种植梨树。”谈到奉节县太和土家族乡良
佳村梨园的建设情况，良佳生态观光农业果
园负责人向一红直言不讳。

发挥余热，特色产业助发展

向一红2018年从万州区园林绿化管理
处退休后，没有选择休息，而是根据自己多
年积累的园林管理工作经验，扎根农村继续
发挥余热。

“发展农业产业，首先必须解决土地的
集中规模问题。目前，随着人们消费水平的
提高，越来越追求天然、绿色、无公害农产
品。”为此，向一红首先想到的是奉节县良佳

村，那里距离县城较远，且周围没有工业污
染，非常适合种植发展高品质农作物。

但是仅仅有土地还不够，还必须选准优
势农业产业项目。为此，向一红多次到太和
土家族乡进行实地考察。向一红说：“山高
出好果，质好价格高。”这里的日照充足，雨
量充沛，但考虑到桃、李等小水果不耐贮运，
最后他决定选择最适合当地发展的梨品种。

2018年12月，向一红与当地农户签订了
租期为20年的土地承包合同，先期流转农
户土地110亩，并按照梨园每亩栽植110株的
规格，先后从山东省果树研究所和中国农业
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翠玉梨、翠冠
梨、晚秋黄梨等梨树种苗1.2万余株。从此开
始了他种植发展梨树、示范带动周围农户增
收致富之路。

科技助力，“园林工”成为技术骨干

为了让梨园尽早投产见效，达到高产

稳产的目的。向一红曾多次前往外地考察
学习，不断积累梨园种植管理经验。在去
梁平某梨园考察学习的过程中，他有幸结
识了河南一画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张文
利，河南一画农业科技公司与河南农业大
学、河南农科院等开展战略合作，以农业技
术培训、农业技术服务为依托，替农民说
话，为农民办事，带动农民致富，这些深深
打动了他。

为了让张文利能来奉节给予指导，向一
红专程前往海南拜访。第二年，张文利亲自
到良佳村现场指导。随后，在张文利的介绍
下，向一红还结识了华中农业大学精准农业
研究院特聘专家刘玉华。在他们的指点下，
向一红针对高山地区农村劳动力缺乏、劳动
力工价高的实际情况，采取了“梨树枝与枝
相互缭绕降低生长势”和“新枝结大果、老枝
需更新（老枝不超过3年）、每年培养结果枝
组”等梨园栽培管理实用技术，从而大大节
约了梨园种植成本，保证了梨园高产稳产，

具有推广实用价值。

“线上线下”，带动农户增产增收

功夫不负有心人。选择优质良种，加上
科学管理，2020年梨园开始挂果，2021年产
梨1万千克，产值7万元。2022年产梨5万
千克，收入40万元。今年产梨9万千克，收
入80余万元。

发展梨树产业，最重要的是要将梨果销
售出去。目前，梨园已经解决技术问题，产
量相对有保障。为了促进梨果销售，向一红
采取了“基地+合作社+电商+农户”的发展模
式，通过“线上线下”促进梨果的销售，不断
拓宽梨果销售门路，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不仅如此，部分村民在参与梨园务工的
同时，还自己试着种植梨树。村民张登嗣从
向一红建设梨园开始，就一直在梨园务工。
目前，张登嗣家有 7 亩梨园，共种植梨树
1300余株，年产梨果2500千克。

向一红：铺好乡村“致富路”梨果飘香良佳村

近日，永川区青峰镇2023年“农业技能
进乡村”电商直播培训班的30名学员走进佛
岩寺村一家庭农场，在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师
生的带领下，认真学习户外农产品直播的相
关知识。

此次培训，旨在落实基层党组织主题
教育推动干事创业的要求，以党建为引领，
探索“党建+电商”新模式，激励引导基层党
组织带头发展电商、党员干部带头服务电
商。强化农村实用型人才培训，助推人才
振兴，推介“土”资源，放大“特”优势，提高

“产”效益，以电商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
通讯员 陈仕川 摄

梁平：产业发展“兴”起来集体经济“活”起来

□通讯员 何帆

眼下正值柑橘成熟季，巴南区东温泉镇黄金林村
300亩柑橘陆续成熟，黄澄澄的橘子像小灯笼一样挂满
枝头。近日，笔者在黄金林村看到，村民们背着背篓在林
间采摘柑橘，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柑橘林依山势栽种，从山脚到山腰，整齐分布，长势
喜人。“川渝地区柑橘虽然不少见，但是我们村里的柑橘
却是实打实的新产业。”村民们笑着说，过去黄金林村产
业匮乏，经济落后，像这样的山丘只长杂草不长粮食，根
本没有人关注，如今多亏乡村振兴的带动，荒山也有了经
济产业，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我们的柑橘都是市场反应较好的品种，在本地很受
欢迎。”黄金林村党总支副书记冯强介绍，黄金林村虽地
处偏远，但空气清新，水质较好，种出的柑橘分外香甜。
目前村里柑橘园作为脱贫产业，引入了美国红橘、沃柑、
金秋砂糖橘等多个品种，采摘期从11月到次年3月，今年
预计总产量可达5万千克。

黄金林村用勤劳致富的号召，集全村之力打造了柑
橘基地、十里花果长廊、金丝皇菊等产业，形成“一园一廊
一基地”产业格局，奋力描绘出乡村振兴新局面。

冯强介绍，目前黄金林村柑橘园已开放采摘，同时采
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推出了送货上门和邮寄服务，
进一步拓展销路，持续壮大产业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