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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06

“今年卖 了 3 批 次
2000 多头猪，毛收入 400
多万元，纯利润 40万元，现
存栏的 2000 多头育肥猪
10月底就可出售。”在贵州
省岑巩县羊桥乡祝坝村姚
寨片区姚上组，岑巩县恒祺
源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的生猪养殖基地圈舍干净
整洁，一头头育肥猪皮肤红
润、毛色顺溜，或悠闲地踱
步，或安静地躺着，或相互
打闹，一派“和谐惬意”的景
象。该合作社负责人胡勇介
绍，采取“公司 + 合作社”
养殖模式，通过公司统一提
供猪苗、统一提供饲料、统
一进行防疫、统一技术服
务，并按保护价回收，实现
了规模化、标准化、集约化、
智能化养殖，降本提效促增
收。
“整个养殖场喂养管理

只需要 4个工人，只需按下
‘一键启动’按钮、打扫卫
生、查看设备运行情况和生
猪健康状况等。”胡勇说，该

养殖场总投入 700万元，占
地面积 14000平方米，共建
有 4 个育肥圈、2 个保育
圈，年可出栏育肥猪 6000
头。通过实践先进养殖模
式，用智能化赋能生态高效
养殖，在猪舍内安装自动输
料机、自动饮水器、自动刮
粪机、自动温控系统等，实
现了一键启动喂猪、一键操
控理想温度、一触随喝直
饮。此外，养殖场还安装有
负压风机、降温水帘、加热
器、发酵床等，分别用于去
除猪舍异味、调节适宜温
度、分离干湿粪便，确保猪
场内环境清爽舒适，促进生
猪健康生长。
“我们买来的猪仔，经

过半年的精心管理、科学喂
养，就可出栏销售，均重可
达 260斤左右。”胡勇介绍，
生长环境好，育肥增重快。
先进的养殖方式减轻了劳
动强度，减少了人员进出，
降低了动物疫病传播风险，
也减少了用料浪费，有效保

障了产业健康发展、产品质
量安全，大大提高了养猪效
率和经济效益。目前，养殖
场年产值可达 1200 万元，
除去人工、水电等成本，年
利润 60万元左右。
按照“高效、生态、安

全”的养殖理念，养殖场的
粪便经过干湿分离、无害化
发酵处理后，成为 30亩南
瓜种植基地的有机肥，实现
了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降低化肥使用率，改善水土
环境，走出了“种养结合、以
养促种、循环利用”的绿色
养殖新路。
“下一步，我们将充分

发挥该生猪养殖基地的示
范带动作用，进一步完善配
套设施，引导更多养殖户向
生态高效养殖转型升级，让
‘现代’‘科技’‘智能’元素
在农村随处可见，促进产业
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聚力
续航。”祝坝村党支部书记
吴斌说。

周燕陈昆

本报讯（记者 赵蝶）记者日
前从蜀道集团宁西公司获悉，近
日，随着全线建设开工令下达，西
昌至宁南高速公路项目（简称西
宁高速）全线开工建设。
西宁高速项目总投资约 239

亿元，全长 105公里，批复工期五
年，起于西昌市大兴乡，接在建
G7611西昌至香格里拉高速公路
西昌支线，经普格县，止于宁南县
宁远镇，接在建 G4216宜宾至攀
枝花高速公路，是目前国内唯一
一条全线同时位于Ⅷ度以上高烈
度地震区、多条活动断裂带上的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建成后，宁南
至西昌将由原来 2个半小时车程
缩短为 1个小时，并将形成与沿
江、西香、昭普、金西、西昭等五条
高速“五高一体”的综合交通枢纽
体系，大幅提升西昌、普格、宁南
交通运输条件。
西昌至宁南高速是深入川滇

地区的重要线路，项目建成后将
彻底改变“攀西聚宝盆”与安宁河
平原交通闭塞的情况，极大地提
高区域内人民生活水平、更好助
力乡村振兴建设。同时，西宁高速
地处四川攀西战略资源开发区腹
心地带，是攀西、滇中融入长江经
济带和丝绸之路的发展之路，蕴
含丰富资源，开发潜力巨大，能充
分促进沿线资源与成都、重庆、昆
明快速连接。项目对促进上述区
域“十四五”期间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具
有重要意义。

四川广安市邻水县：

“小青果”变“小金果”

乡村振兴离不开产业发展，因
此，选择一个适合的产业则显得尤
为重要。近年来，邻水县观音桥镇六
合寨村通过引进业主，选育并发展
当地原有枳壳中的优良品种，不仅
让原本即将泯灭的枳壳产业焕发出
新的生机，更让小枳壳成为助农增

收的大产业。
眼下正是枳壳成熟采摘的时

节，在位于邻水县观音桥镇六合寨
村的中药材种植基地里，村民们正
抓紧时间，采收基地里最后一部分
枳壳果实。而在不远处的枳壳加工
厂里，成熟的枳壳果实通过自动切

片机从中间一分为二后便平铺在烘
干架上，再推入烘干房烘干后便可
成为中药材原材料，装袋之后即可
销往市场。可早在几年前，当地村民
几乎谁也没想到，就这个没人要的
“酸果果”，居然还能再次变成钱。

据了解，观音桥镇早在六十多
年前就开始种植枳壳，并将之作为当
地的经济收入来源之一，只是随着时
间的推移，枳壳产业逐渐荒废。2014
年，返乡创业的罗超发现这里的枳壳
品质相当不错，便用了几年时间，一
边发展黄精、瓜蒌等中药材产业，一
边选育枳壳优良品种，并最终成功选
育出“蜀枳一号”这一优良品种。
“我们种植的‘蜀枳一号’是我

们公司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成都
大学通过多年选育出来的优良品
种，这个品种适应性和遗传稳定性
比较好，有效成分比较高，它的经济
价值相对优于其它品种。”四川蜀耕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罗超表
示。

2022年，罗超不仅将原有基地
的瓜蒌全部换种成枳壳，还在原有
基地旁边，新承包了近千亩土地，共
计发展了 2000亩左右的枳壳产业，
种植枳壳 11万余株，进入投产高峰

期后可实现亩产值 2万元左右。
邻水县观音桥镇六合寨村村民

刘代成说：“我最开始在这个基地上
班的时候，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基地
越做越大，来上班的村民也越来越
多，最多的时候有一百多人，工资每
天五六十，一年下来可以挣 10000
多元。”

通过基地带动村民务工虽然能
增加部分村民收入，可基地能招收
务工的村民数量毕竟有限，为此，从
中药材加工厂建起开始，罗超每年
都上门收购当地村民家里种植的枳
壳果实，以便于重拾村民种植枳壳
的信心。

邻水县观音桥镇二洞桥村村
民谢仁富说：“我们以前种枳壳几
十年了，没有收入，也没管理，今年
他们来收购，也有收入了，卖了
3000 多元，我们要继续种下去，多
挣点钱。”
“通过我们近几年收购枳壳，周

边的老百姓实实在在地看到了种植
枳壳的效益。接下来，我们一方面做
好枳壳园区的管护工作，另一方面
积极带动周边老百姓种植枳壳，让
更多的人通过枳壳产业实现增收致
富。”罗超说。

□吴乾超沈文杰本报记者沈仁平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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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岑巩县：
生态“智慧养殖”
助力乡村振兴

近年来，重庆市巫山县按照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化和服务在线化的要求，充分利用中国广电 700M优势频段建设云、
管、端一体化产品，以 5G+高标准农田数字化改造提升工程，将 1000亩农田建设成数字化农业示范园，实现农田管理智能化、精细化，赋能
乡村振兴。

图为中国广电重庆公司与巫山振兴农业集团打造的智慧农业合作示范水稻种植基地。 王忠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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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解本报记者赵蝶文 /图

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眼下正值青脆李成熟
的季节，四川阿坝州黑水县色尔古镇 150亩青脆
李种植基地内果香四溢，成熟的青脆李挂满枝
头，果农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近日，记者走进色尔古镇色尔古村青脆李种
植基地，看见成片的李子树郁郁葱葱，一簇簇李
子缀满枝头，一颗颗果实丰满圆润，色泽鲜艳，在
阳光下显得格外诱人，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令人
垂涎欲滴。种植户白富寿一家穿梭在林间忙着采
摘成熟的青脆李，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我们家有 2亩左右的青脆李，今年的产量

大概有 1000多斤，每斤五元，收入还不错。下一
步，我打算扩大规模，再向科农牧局技术人员请
教学习，科学种植提高品质，将李子产业打造成
有特色、有亮点的富农产业。”白富寿高兴地说
道。

据悉，色尔古镇种植的青脆李每年 7月中旬
成熟上市，采摘期将持续到 9月底。坐拥海拔、气
温、光照、水源等独特的地理、气候条件，加之果
农们的精心管护，该镇产出的青脆李饱满圆润、
果肉厚实、口味甘甜，深受客商青睐。
“每次进出黑水都会停下来买点青脆李回去

给家里面的人吃，这里的青脆李水分多，口感又
好，我们都很喜欢吃。”正在采购青脆李的游客陈
睿说道。

近年来，黑水县色尔古镇持续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促进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目标，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
局，积极探索绿色有机农业产业发展路径，让香
脆可口的“小李子”，成为百姓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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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广元市朝天区：
兽医技术培训

助推畜牧产业发展

□刘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为进一步提高基层畜牧兽医
技术人员业务能力，切实抓好动
物防疫和动物生产各项工作，近
日，四川广元朝天区农业农村局
组织开展 2023 年兽医提能行动
技术指导培训活动，各乡镇畜牧
兽医站骨干技术人员、村级防疫
员及养殖大户共 30余人参加此
次活动。

在羊木镇鼎盛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界坤家庭农场等地方，
技术人员以牛、羊、鸡等家禽动
物疫病防控抽血采样技术为重
点，针对家畜、家禽采样操作流
程、采样部位以及血液的保存
和注意事项等进行现场示范教
学。

在培训会上，主讲人员分别
围绕动物防疫要求、常用药的作
用及用法、业务素质和实践技能
等内容展开讲解，旨在培训一批

素质高、业务精、服务好的乡镇防
疫员，为全面提升畜禽养殖水平，
保障畜禽养殖安全，促进畜牧业
健康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现场参训人员非常珍惜这次
培训机会，认真听课，积极互动，
现场气氛热烈。参训人员表示：
“老师们讲得很实在、接地气、听
得懂，所讲的内容在生产过程中
很实用，我们要积极主动学习应
用养殖和疫病防治技术，用勤劳
的双手，增加收入，让日子过得更
美。”

朝天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负责人赵发瑞介绍，截至目前，
全区已经举办兽医技术能力提升
集中培训班 4期 220人次。通过
培训，全面提升了基层兽医队伍
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能力和水
平。接下来，计划开展区级集中培
训 1期，乡镇巡回培训 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