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圆园23年 8月 2日
责任编辑 李艳 版式 肖琴 校对 冯晓

乡村振兴 06

近年来，四川省宜宾市筠连县蒿坝镇积极探索本地产业发展新路
径，引导各村因地制宜发展黄桃、方竹、烤烟等特色产业，紧紧围绕农
业增效、农民增收的发展思路，着力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乡村
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
“我种了 11年的黄桃，目前有 60亩挂果，去年收入 40多万元，明

年有 250亩左右的挂果树，收入还会增加。”蒿坝镇齐心村村民刘安权
种植黄桃多年，掌握了管理和嫁接等技术，随着黄桃种植面积的不断
扩大，收入也越来越多。

村民们看到种植黄桃能够增加收入，就心动起来，有二、三十户村
民也跟着种植，现在齐心村的黄桃种植面积达到了 400亩，这让村上
决定把黄桃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
“下一步，我们计划以点带面发动群众种植黄桃，力争 5年内，全

村发展黄桃种植面积 1000亩左右。”齐心村支部书记、主任黄成华表
示。

蒿坝镇根据每个村的条件，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努力带动更
多的群众增加收入。除了齐心村外，立足于便捷的区位、交通优势，以
及良好的气候条件，蒿坝镇在龙盘村、中山村、合力村和高桥村发展烤
烟种植，在龙坪村发展方竹产业，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持续提升村
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广安市邻水县：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以来，四川省广安市邻
水县坚持以建设农业强县为引
领，把产业兴旺作为乡村振兴的
重要支撑，各地充分利用本地资
源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不断做大
做强乡村特色产业，初步形成“一
村一品”“一镇一业”发展格局，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坚实产业
支撑。

炎炎夏日，正是西瓜上市的
季节。近日，在袁市镇团坝社区春
兵果蔬种植场的西瓜基地里，一
排排西瓜瓜藤顺势生长，350 亩
西瓜陆续成熟，迎来了大丰收。
“每年加上土地租金和人工

工资，可以为村民提供收入四五
十万元，未来希望把这个产业进
一步做大、做好、做强。”邻水县袁
市镇春兵果蔬种植场合伙人甘杰
说道。

近年来，袁市镇团坝社区充
分发挥地理和资源优势，通过发
展轮种西瓜、榨菜、花椒等特色农
业产业，让产业发展成为带动农
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强劲动
力。
“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

键。”袁市镇团坝社区党总支书记
王中平告诉记者，接下来该社区
将通过不断完善基础设施，积极
引进有志、有实力的业主，进一步
盘活撂荒地资源，真正让农民腰
包鼓起来，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
坚实基础。

这只是该县立足特色、精准
发力发展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邻水县充分利用本地资源优
势发展特色产业，大力开展乡村
产业提升行动，培育出越来越多
乡土特色鲜明、主导产业突出、质
量效益较高的乡村产业。

目前，记者走进复盛镇水磨

滩村，跃入眼帘的是大面积种植
的荷花田。眼下，莲子即将成熟，
“粉花绿叶荷满园”的美景随处可
见，一片丰收喜人的景象。
“有个别莲子已经成熟了，预

计在下个月就可以采摘莲子，今
年的产量可能有 6吨多。”复盛镇
水磨滩村莲农熊春芳说。

清新脱俗的荷花不仅扮靓了
乡村，还铺就了一条致富大道。近
年来，通过业主带动产业发展，该
村莲子种植面积逐步扩大，“莲藕
经济”成为该村助力乡村振兴，带
领村民脱贫致富的产业之一。

据复盛镇水磨滩村党支部书
记甘火明介绍，水磨滩村的百亩
荷花园，通过“传帮带”模式，带动
了该村产业发展，提高了村民的
收入。为了更好地利用荷花观赏
带来的经济价值，下一步该村还
将完善观赏设施，发展观光游经
济，促进乡村振兴。

一个个产业兴旺的场景，彰
显着邻水特色农业发展的强劲
动能。近年来，邻水启动建设乡
村振兴“五大产业环线”，因地
制宜做好“特”字文章，打造特
色优势农业品牌，“一村一品”
乡村产业规模持续扩大，经营
主体不断增多，产业形态更加
丰富，特色品牌日益壮大，对促
进乡村产业兴旺、农民增收致
富发挥了重要作用。

截至目前，邻水县发展绿色
粮油基地 32万亩、精品蔬菜基地
3.5万亩、畜禽规模化养殖场 274
个，成功创建脐橙、葡萄、李子等
特色产业现代农业园区 8个，积
极推广“公司 +农户”“村集体 +
公司 +农户”等多形式利益联结
模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2016个。

□刘宏本报记者沈仁平

广元市朝天区：
“企带户养”促发展
犊牛回收稳增收

“你好，我家养殖场里的母牛
今天早上产了一头小牛犊，有 77
斤重，请问护理方面需要注意什
么？”7月 31日一大早，四川省广
元市朝天区沙河镇希望农场负责
人赵绪红拨通了广元雅拉德荣农
牧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指导专员的
电话，咨询母牛产后护理相关事
宜。

去年年底，希望农场引进 18
头海福特母牛，加上其他品种肉
牛，共有 40余头。“海福特母牛来
自新西兰，环境、饮食最开始还是
有点不适应，但是经过我们的悉
心养殖，目前已经完全适应了，同
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海福特牛有耐
粗养、抗病能力强等特点。”赵绪
红看着牛栏里一头头茁壮成长的
海福特牛，心里安稳了许多。

据悉，肉牛养殖前期投资大、
收效回本慢、养殖风险高，成为养
殖户扩规模、上产量的阻碍。因
此，朝天区积极探索实施“企带户
养”肉牛羊养殖模式，建立农企利
益联结机制，提高养殖效益，促进
群众增收致富。

在发展肉牛养殖业初期，赵

绪红就与广元雅拉德荣农牧科技
有限公司签订了《母牛销售、犊牛
回收及养殖技术服务合同》。牛犊
在养殖期达到 5 个月或重量达
500斤左右，由公司按照 10000元
/头回收。“这种带养模式，规避了
市场风险，让我们发展产业没有
后顾之忧。”赵绪红信心满满地
说，接下来，他准备扩大养殖场面
积，进一步把养殖产业做大做强。

记者了解到，2022年，朝天
区引进广元雅拉德荣农牧科技有
限公司，与中子镇、沙河镇两家肉
牛羊养殖户签订购销服务合同，
目前共引进优质海福特母牛 40
余头。养殖户按照“购母售犊”模
式进行养殖，现已产崽 15头，产
值 15万余元。

下一步，朝天区将积极实施
好母畜增量工程，转变饲养模式，
鼓励农户养殖能繁母牛，实行自
繁自养，解决引种难的问题。实施
好“企带户养”工程，积极探索“公
司 + 农户”的经营模式，建立农
企利益联结机制，推行订单生产，
保底回收，规避养殖风险，助力全
区肉牛产业高质量发展。

□刘旭乔攀祥本报记者魏彪

书香润乡村 阅读促振兴
四川阿坝州黑水县晴朗乡进一步推动打造“书香晴朗”

为确保全民阅读工作落到实
处，进一步推动打造“书香晴朗”，
凝聚起推动乡村振兴的强大合
力，近日来，四川阿坝州黑水县晴
朗乡充分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引领作用，深入开展了“书
香润乡村，阅读促振兴”活动。

活动中，志愿者们耐心指导，
帮助群众解决阅读过程中遇到的
困难，并协助村管理员对农家书
屋书籍进行了分类整理。沙窝村
一位大学毕业生拉木西表示：“我
很喜欢读书，农家书屋的书种类
繁多，丰富和活跃了我们当地群
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今后，我将

利用闲暇时间到农家书屋学习，
同时，尽自己所能，给遇到困难的
阅读者提供帮助。”

晴朗乡党委副书记、宣传委
员师佩表示，晴朗乡将以此次活
动为契机，进一步优化农家书屋
管理机制，大力宣传阅读理念，引
导、鼓励群众主动走进农家书屋，
持续营造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
的浓厚氛围，让农家书屋真正成
为群众学习的良好平台，成为学
生们的“第二课堂”，为推进乡风
文明建设添砖加瓦，为新时代文
明实践与乡村振兴奠定人文基
础。

□本报记者赵蝶

□唐益鹏本报记者汪美山文 /图

为进一步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数字
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新型消费帮
扶模式，近日，四川消费帮扶网、资
阳市级相关部门及公司正式就联合
搭建四川消费帮扶网资阳站工作达
成一致，此举标志着四川消费帮扶
网全省帮扶城市站点工作正式迈出
坚实的一步。

今年 3月以来，四川消费帮扶
网全面启动覆盖全省 21 个地市州
183 个县（区、市）的帮扶城市站点
建设工作，该工作重点围绕帮扶区
域特色农产品，以“品牌引领 +品质
致胜 +创新驱动”统筹制定农产品
品牌培育发展规划和长效帮扶机
制，通过加强区域协调联动，拓宽产
销渠道，促进帮扶地区农产品与市
场对接，提高帮扶知晓率，加速实现
帮扶单位与帮扶地区、消费端与生
产端的互惠共赢。

本次与资阳市相关部门达成一
致意见后，四川消费帮扶网将运用
数智媒体和信息化手段高效开展消
费帮扶行动，简化当地产品入驻“天
府乡村”品牌流程，采取特殊帮扶机
制助力滞销农产品销售，线上线下

融合搭建快捷交易渠道，以全周期
孵化体系打造区域化品牌样板，助
力“资”味品牌升级迭代，带动更多
乡村群众奔向小康。

作为全省指定消费帮扶官方
平台，四川消费帮扶网秉承“助农
增收、产业提升”原则，牢牢抓住消
费帮扶的关键点，借力农村电商、

直播带货等方式，根据各帮扶城市
的文化、民俗、文旅等资源要素，多
元融合探索乡村振兴路径，全面跨
加快产业提档升级和特色农产品
“上行”转化，让“有形的手”与“无
形的手”协同发力，引导企事业单
位和社会各界踊跃参与消费帮扶
行动。

截至目前，四川消费帮扶网已
初步与达州市、凉山州、成都市锦江
区等地建立紧密联系，切实就帮扶
政策落地等情况进行友好洽淡，全
面聚合各地资源要素，助力各分站
点的帮扶工作开好头起好步，营造
“人人皆可为、人人皆愿为、人人皆
能为”的帮扶大格局。

四川消费帮扶网：

布好“城市站点”谋消费帮扶大局

时下，贵州省岑巩县凯本镇凯阳村种植的辣椒陆续进入成熟期，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运辣椒，供应各地市场，一派红红火火
的丰收景象。

近年来，凯本镇通过党建引领，采取“公司 +合作社 +农户”组织模式，按照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一收购的方式，推动辣椒产业高质
量发展，促进产业兴旺、农民增收、乡村和美。 唐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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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市筠连县蒿坝镇：
“一村一品”因地制宜打造特色产业

□叶鼎铭宋婷本报记者黄韬 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