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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 06

□姜强吴宏本报记者李鹏飞文 /图

近日，四川德阳市旌阳区—凉山
州越西县结对帮扶党政联席会议召
开。旌阳区委副书记、区长李得立出
席会议并讲话，越西县委副书记、县
长何建梅主持会议并讲话。

记者了解到，2023年以来，旌阳
区—越西县结对帮扶工作取得了新
的成效：“越西之窗”农文旅融合产业
经济带初见雏形，沿线产业和村落进
一步优化；旌越甜樱桃、旌越红苹果
等农业产业园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促
进当地群众增收；“医联体”“校联体”
“组团式”帮扶成效显著，医疗教育不
断改善，群众文化素养和身心健康都
得到有效保障，获得感和幸福感有较
大提升。

面对新形势、新要求和越西的实
际需求，旌阳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强化责任担当，发扬“旌阳精神”，
当好“新越西人”，紧紧围绕五年帮扶
规划和年度计划，充分发挥两地资源
禀赋优势，围绕生态农业、医疗教育、
文化旅游等重点领域，做强产业、拓
宽思路、健全机制，全力以赴做好各
项结对帮扶工作。

旌越双方持续深化全域结对帮
扶，加强沟通交流、学习借鉴，在全
产业链发展、基层治理、城市建设、
全季全域旅游等领域加强合作，结
合越西独特的农业产业优势，深化
越西苹果、贡椒、甜樱桃等特色优势
产业，共建特色产业基地和特色园
区。

在招商引资方面建立信息共享、
平台共搭、项目共推帮扶机制，两地
的国有企业在经营理念更新、管理制
度完善、闲置资产盘活、融资渠道拓
宽等方面深入开展沟通交流与共享
合作，帮助提高越西县属国有企业的
市场竞争力。

充分发挥旌阳区人才智力优势，
通过“组团式”“小分队”帮扶等方式，
选派更多能力强、业务精的教育、医
疗、农业、文旅等专业技术人才到越
西开展“传帮带”，着力帮助越西培养
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干部
队伍，齐心协力推动结对帮扶工作走
深走实，在更大空间、更深层次、更宽
领域上谋划旌越两地长期互利合作，
共同开创两地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时下，正是中药材黄精的播种季
节。在贵州省岑巩县平庄镇后坪村走
马坪中药材种植基地，30余名村民在
技术人员的指导下，正忙着翻犁、掏
沟、施肥等黄精种子播种前的准备工
作，现场一派火热的劳作景象。

据介绍，趁着当前的晴好天气，
黄精基地的土地整理工作正紧张有
序进行中。目前已完成整体进度的
70%，预计未来一周可全面完成。迎来
降雨之后，基地将开展黄精种苗的播
种工作。该基地海拔较高，气候适宜，
十分适合发展中药材种植。今年，后
坪村通过引进县内中药材企业贵州
汇隆农业有限公司，在基地实施中药
材黄精种植 300 亩。为推动产业落
地，公司安排了专门的技术员在基地
做好跟踪服务。“从前期的整地、黄精
种苗的播种及后期基地的管理，我们
会在基地上全流程做好技术服务，确
保产业顺利实施，实现高效发展。”该
公司公司工作人员说。

乡村振兴，产业振兴是关键。在
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后坪村将特色
中药材种植产业作为兴村富民的重
要抓手，探索“党支部 +合作社 +公

司 +基地 +农户”发展模式，由村级
合作社投入财政衔接资金 200万元，
与贵州汇隆农业有限公司合作发展
中药材产业，推动村集体经济不断发
展壮大，带领群众持续稳定增收。

据平庄镇后坪村村委会副主任
丁祖刚介绍，村合作社投入的财政衔
接资金，主要用于黄精种苗、生产物
资的采购及劳务费用的支出，公司则
负责土地流转费用、基地生产和后期
管理等工作。产业见效后，村集体按
利润的 65%进行分成，公司则占比
35%。此外，公司每年还要支付投入资
金的 5%进行固定分红，分红资金用
于帮扶村里面困难群众。

近年来，平庄镇立足山地资源优
势和产业发展规划，以实现“自主育
苗 +标准化种植 +加工销售”全产业
链发展为目标，高标准推进走马坪千
亩中药材种植示范基地建设，充分激
活土地资源，增加村集体经济收入，
促进群众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目前，该基地已实施黄精种苗培
育及黄精种植共 700亩、太子参种植
600亩，基地年带动群众务工 1万人
次以上。 陈昆吴国明

广元市积极培育主导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从“单打独斗”到“握指成拳”村集体经济“强筋壮骨”

阿坝州黑水县：
朵朵杭白菊 绽放“致富花”

眼下，正是杭白菊的黄金采收
期。日前，记者走进四川阿坝州黑水
县芦花镇英搏村的 300 多亩杭白菊
基地，看到田间地头的杭白菊一垄垄
争相绽放，黄白色的花朵散发着淡淡
的清香。村民们正忙着进行采摘作
业，面对这漫山遍野的好“丰”景，他
们喜上眉梢。

小小杭白菊，为深秋的乡村增添
了一抹丰收的色彩。同时，也为当地
的村民开辟了一条新的致富之路。

村民苏朗格西一边忙着采摘一边
笑着说：“今年的杭白菊长势很好，每亩
的产值可达 2000元以上。我们正在抓
住晴好天气进行采摘。”看着眼前的丰
收景象，苏朗格西心中充满了喜悦。更
让他高兴的是，完全不用担心杭白菊的
销路问题，“我们早已经与浙江桐乡郁

金黄杭白菊专业合作社签订了 2023年
的订单合同，黑水县的杭白菊将由他们
统一收购和加工。”

据英搏村党支部书记苏郎罗尔
基介绍，这一株株杭白菊是从千里之
外的浙江省桐乡市引种过来的。引种
之前，黑水县科学技术和农业畜牧局
已经委托第三方公司进行了土地检
测，并通过送种苗、送技术、送服务、
送设备等方式，鼓励群众因地制宜种
植杭白菊。“我们村从 2022年开始种
植杭白菊。杭白菊当年栽种当年产
出，生长周期短，经济效益好，而且晒
干后保鲜期长，方便运输，这将有效
拓宽我们的增收门路。下一步，我们
村还将扩大杭白菊种植面积，继续发
展壮大杭白菊产业。”苏郎罗尔基充
满信心地说。

□三郎初姆本报记者赵蝶

贵州省岑巩县：
打造千亩中药材基地
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发扬“旌阳精神”当好“新越西人”
德阳市旌阳区—凉山州越西县结对帮扶党政联席会议召开

“柚”是一年丰收季，硕果满
枝果农忙。眼下，四川省广安市广
安区龙安乡上万亩龙安柚进入集
中采摘期，柚农们正忙着采摘柚
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1 月 7 日，在龙安乡群策
村，柚农唐华一早就和工人来到
自家果园采摘龙安柚。进入果园，
金黄的柚子挂满枝头，空气中散
发着淡淡的柚香，工人们忙着采
摘、装运，果园里一派丰收的景
象。
“我们合作社有 300多亩地，

现在龙安柚已经开始成熟了。目
前我们每天都组织了 20 多个人
采摘，每天采摘数量大概有 2000
斤至 3000斤。目前预订的客户达
到了 70%以上。”柚农唐华告诉记
者。

每当龙安柚成熟时，都会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品尝。来自
广安城区的刘女士就是其中之
一。“我们每年都会来买这个柚
子，柚子口感比较好，水分也比较
足，还是好吃。”刘女士说。

线下销售俏，线上销售也十
分火爆。在龙安惠民供销社，工作
人员正将一个个龙安柚打包装

箱，发往外地。
德邦快递工作人员白旭雷告

诉记者，每年都负责龙安柚的销
路运输，这些龙安柚主要发往云
贵川渝，还有一部分发往北京、河
南、山东等地。“从 10月底到 12
月底，每天最少也有几十件，最多
的时候有 400件至 500件。”

龙安柚作为广安“三大拳头”
产业之一，也是广安区现代农业
的一块金字招牌，也是群众实现
增收致富的“金果果”。龙安柚形
梨皮粗，果瓣易剥成梳，肉色粉
红，口感酸甜适宜，富含黄酮、维
Ｃ，多次获得全国优质柚类评比
金杯奖，在 2008年获准成为国家
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经过多年发
展，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
主要经济来源。目前，广安区建成
了集生产基地、初深加工、品牌销
售、农旅融合于一体的龙安柚全
产业链发展体系，集中连片发展
龙安柚 10万亩（核心标准化基地
1.12万亩），预计今年产量 12万
吨，综合产值 12.7亿元。

其实，2019年前，龙安柚曾
出现滞销现象，不少果农为销售
发愁。针对这一情况，广安区委区

政府采取现代化种植技术和标准
化管理，完善基础设施，创新加大
宣传力度，让龙安柚在品质、种植
规模和销量上都有了大的提升。

尝到甜头的柚农们也纷纷扩
大种植规模实现标准化管理，并
充分利用互联网平台优势打开更
多销售渠道，让龙安柚越卖越好。
今年开园前，柚农冯亮家的柚子
预定量已达 12000个左右。“今年
风调雨顺，我们龙安柚的品质比
较好，我们合作社种植的 350亩
（龙安柚），销售额在 200万元以
上。”

销售和柚农收入上去了，如
何把龙安柚的价值最大化？对
此，广安区建基地、创品牌、搞加
工，不断延伸产业链，成立广安
龙安柚发展有限公司开发柚子
饮料、柚花茶等系列产品 7个。
在广安区龙安柚加工厂，记

者看见，工人正忙着加工柚子饮
料。“我们正在抓紧加工一批柚见
果汁气泡饮料。今天将有 45000
件龙安柚销往西南地区。今年产
销两旺，预计将销售饮料 20多万
件，销售量和产值与去年相比将
增加近 3倍。”广安龙安柚发展有

限公司综合部主管蒋万冬介绍，
“从柚园收购的柚子，将被加工成
4款不同口感的饮料，再被销售
至四川、重庆、澳门、柬埔寨等地。
柚皮辣椒酱还将在龙安柚旅游文
化节亮相，目前还在研发柚子果
酒等产品。”

据了解，龙安乡目前已完成
柚子精油、烘干片、柚原浆等多条
生产线建设，还开发了龙安柚浓
缩汁、精油、柚麻饼、柚花茶等系
列产品，建成 AAA级大云山农业
主题公园，配套建成龙安柚休闲
广场，以及 30公里的骑游步道、
30 公里和 5 公里的休闲采摘步
道。正因为龙安柚产业发展势头
强劲，龙安乡今年被确定为首批
国家农业产业强镇。

从种植柚树、销售农产品，到
进行深加工、延长产业链，在广安
区，龙安柚也成了柚农收入的重
要来源。当地还通过每年举办龙
安柚旅游文化节、参加全国各大
展会等方式，打响广安龙安柚品
牌。11月 8日，第八届广安龙安
柚旅游文化节启动，期间将推出
美食嘉年华、柚王表彰、书画展
览、采摘游玩等活动。

村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造
血功能”，是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
各区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缩
影。产业兴旺不仅是农民增收的
主要来源，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
基础，助力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
推动农村走向共富之路。

羊木镇：
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播
种希望的季节。走进四川省广元
市朝天区羊木镇新山村的蔬菜种
植基地，连日来，都是一派繁忙的
景象：村民们正抢抓时节，平整土
地。只见开阔的土地上绿意盎然，
不远处，村民们正分工协作，翻
地、起垄、覆膜、移栽……一行行
牛心甘蓝幼苗整齐地栽植在广袤
的土地上，为来年的丰产丰收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一幅生机勃勃
的秋耕秋种图正徐徐展开。
“以前，咱们种植蔬菜都是各

种各的，只能够做到自给自足，难
以形成规模性的产业。”新山村村
主任乔发利告诉记者，2022年 10
月，该村通过土地流转，以“集体
经济组织 +农业公司 +农户”的
模式，招引四川粮经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大力发展蔬菜种植产业，
实现了由以前“单打独斗”到现在

“握指成拳”的飞跃，在壮大村集
体经济的同时还能带动村民稳定
增收。
“今年整个基地种植蔬菜

390 亩，其中番茄 56 亩、牛心甘
蓝 264 亩、莴笋 70 亩，预计总产
量 1600余吨。”四川粮经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唐小林介绍。

同样，该镇兰坝村也通过流
转土地，大力发展蔬菜规模化种
植，促进村民增收致富。据悉，兰
坝村于 2021 年通过土地流转引
进企业大力发展蔬菜规模化种
植。目前全村共流转土地 280余
亩，通过招引企业发展蔬菜产业，
村民通过收取土地流转租金和就
近务工，平均每户每年能增收
2500余元。

下一步，羊木镇将加大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力度，推进农
旅融合，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
收。同时，该镇纪委也将持续聚焦
农业特色产业发展、东西部协作、
乡村振兴等项目开展监督检查，
厚植投资兴业沃土，护航企业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苍溪县：
巩固猕猴桃产业发展根基

近日，在四川省苍溪县白山
乡红庙村村委会，股份经济联合

社在家成员代表喜聚一堂，参加
红庙村股份经济合作社股东代
表大会暨分红仪式。会上，村党
支部书记向刚向参会股东和村
民们详细介绍了合作社成立以
来的运营及收益情况，并提出未
来发展计划。随后，村民们依次
在分红发放名单上签字、摁手
印、领钱，共同见证村集体经济
发展成果，实实在在享受乡村振
兴带来的红利。
白山乡根据乡域实际情况，

坚持特色产业富乡，以发展猕猴
桃产业为抓手，积极探索以土地
“收储 +整理 +增效”一体管理
为载体的闲置土地资源利用运营
模式，破解土地效益问题，实现集
体经济和群众“双增收”。
“今年猕猴桃种植户所产的

猕猴桃，由乡政府、村委组织销

售，价格很好，我今年猕猴桃收入
将近 2万元。”白山乡红庙村村民
杨清孝说。

近年来，白山乡红庙村坚定
“以红心猕猴桃为主导产业”的发
展思路，构建起“1名技术员蹲
点、1 名村干部驻园、1 套制度专
管”的责任体系，将闲置土地变废
为宝，在园区精耕细作，带动全村
40 余户农户建起了优质红心猕
猴桃产业园。

下一步，白山乡将凝心聚力
巩固猕猴桃发展根基，提高闲置
土地利用率、强化低效园改造、鼓
励带动猕猴桃新植、多措并举管
护好现有猕猴桃产业，加强对新
型经营主体的技术培训指导，积
极对接商户企业，拓宽销售渠道，
不断擦亮“苍溪红心猕猴桃”金字
招牌。

□冉金鹭沈琦东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龙安柚作为广安“三大拳头”产业之一，也是广安区现代农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柚”见丰收忙 龙安柚成果农增收“金果果”
□廖小兵罗钧 吴雄军本报记者沈仁平

秋天的巫山县城至金坪乡的
农村公路两旁色彩斑斓，秋意盎
然，车辆行驶其间宛如在画中。近
年来，巫山县依托丰富的生态资
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将一条条
农村公路也当景点打造。风景在
哪里，公路就延伸到哪里，有效促
进了村民增收致富。

王忠虎摄

四好农村路
秋色如画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