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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山上，片片柚林绿浪争翠；山
下，满仓柚果清香四溢。在贵州省岑
巩县民丰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农
户们围坐在一起，正忙着对分拣好
的柚子进行包装和装箱。
“2023年，我们合作社与俄罗

斯、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3个
国家的客商共签订了 400万美元的
思州柚订单，通过国际长途汽运和
中欧班列铁路运输，目前，已有 500
多吨思州柚销往俄罗斯。”该合作
社负责人刘寿军介绍，这几天，合作
社又从农户手中收购了 30吨柚子，
待全部装箱后将继续搭乘中欧班列
集中运往俄罗斯。

1988 年毕业于黔东南州林校
的刘寿军，原本是岑巩县林业局的
一名工作人员。1997年，岑巩县林
业局下属的果品公司以山区农业综
合开发项目为契机，将注溪镇楠木
坳成片的荒山荒坡改造成了柚子
林。

然而，由于没有带头人领航、产
业管理不善、缺乏品牌支撑等原因，
产业发展不容乐观，果农的积极性
一直不高。
“2003 年前后那几年，柚子 5

毛钱 1 斤都难得卖出去，那时候
80%的柚农因疏于管理，将柚林再
次变成了荒山。”培育发展新兴产业

步履维艰，回想过往，刘寿军记忆犹
新、感慨万千。

2005年，在局领导的多次动员
下，刘寿军决定当思州柚产业发展
的“领头羊”。贷款承包果园、自学实
用技术、邀请省州专家指导……那
段时间，夫妻俩日夜守护着果园，将
承包来的果园打理得整整齐齐，柚
子的产量和质量大幅提升。此外，刘
寿军通过四处跑农博会、展销会，凭
借个大皮薄、肉厚汁多、脆嫩味甜的
高品质和好口感，柚子的名气和品
牌逐渐打响。

贵州省名牌农产品、国家地理
标志性保护产品、国家无公害认证
和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国家有机
产品认证……思州柚多不胜数的
“荣誉证书”，让刘寿军的底气很足。
与“柚”同行 3年后，优质优价的柚
子让刘寿军有了不少的收入。从此，
他带领 10户柚农一起成立了“岑巩
县民丰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围绕
果品品质提升、品牌升级、市场拓展

等方面，合作社推行统一生产、统一
销售、统一技术标准、统一管理、统
一购买生产资料、永久分红的“五统
一分”模式，带动产业走上规模化、
标准化、品牌化、市场化的发展道
路，着力提升产业整体竞争力和质
量效益。
“通过合作社带领社员们‘抱

团’提品质、闯市场，合作社的柚子
畅销市场，很多农户都主动加入进
来。”刘寿军说，目前合作社共有入
股农户 265户、种植面积 8600亩，
不少农户每年收入 10万元以上。

搭乘国家“冷库”项目建设“东
风”，2020年，合作社启动实施了仓
储保鲜冷库建设，为柚果集中采收、
就地存储保鲜、跨区域配送、“优”
“鲜”出口插上了“远走高飞”的翅
膀。

立足产地冷库资源优势，为让
柚子融入更大的国际市场，2020年
以来，刘寿军自费 20 多万元，将果
园的土壤、水源、果品取样后寄给第

三方检验机构检测，并配合海关人
员现场检验检疫、提交注册申报材
料等，合作社获得了出口资格，直接
与俄罗斯等国外客商签订了思州柚
出口订单，打开了岑巩农特产品“乡
村外贸”的大门。

借助“一带一路”的东风，2021
年以来，合作社以俄罗斯为思州柚
主要出口国，共向俄罗斯、土库曼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销售思州柚 600
吨，总销售额 240万美元，思州柚成
为岑巩全力打造“乡村外贸”的爆款
单品。

岑巩县注溪镇周坪村村民吴
锋，是全县第一批种植思州柚的果
农，从单打独斗到加入合作社“抱团
取暖”、从最初的俏销到后来的滞销
再到如今的远销，种植思州柚 27年
来，吴锋对思州柚产业跌宕起伏又
前景广阔的发展历程感触颇深。
“种植的柚子以前都是自产自

销，刚开始很好卖，后来市场遇冷就
难卖了。”吴锋说，目前，家里种了

100 多亩思州柚，年产量 10 多万
斤，今年采收的柚子 80%直接卖给
了合作社，收入 6万余元。销路畅通
了，发展产业也更有信心了，会更加
注重科学管护。

如今，在党委政府及农业部门
的大力支持下，通过合作社带动，岑
巩县以龙江河思州柚省级现代高效
农业示范园区为引领，在思旸镇、注
溪镇、龙田镇等乡镇沿龙江河一带
共推广种植思州柚 3.6 万余亩，投
产面积 3.11 万亩，年产量 5.95 万
吨，实现年产值 2.97 亿元，思州柚
成为群众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我出身农民家庭，学的是林学
专业，农村是值得我终生奋斗的‘战
场’。”寒风拂过，郁郁葱葱的柚林随
风摇曳，站在奋斗了近 20年的果园
里，年近 60的刘寿军话语铿锵：“从
一名公职人员变成一个带民致富的
职业农民，我从未后悔。下一步，将
通过强化实用技术培训、实施品质
提升工程、打造标准化生产基地等
措施，进一步擦亮思州柚品牌，为合
作社今后继续拓展外贸渠道提供重
要保障，推动思州柚产业提质增效，
持续增加果农收入。”

周燕陈昆文 /图

刘寿军：
逆行山乡不言悔“柚”香满山富乡邻

医疗资源“下沉”
群众看病“少跑腿”

四川达川区卫生健康局开展托底帮扶工作

为贯彻落实四川达州市卫
生健康委员会、达州市中医药管
理局印发的《达州市市、县（区）
医疗机构“组团式”托底性帮扶
万源市医疗机构工作方案》文件
要求，全力推动万源追赶跨越发
展，近日，达州市达川区卫生健
康局组织达川区中医医院、达川
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医疗团队分别到万源市铁矿镇
卫生院、八台镇卫生院开展托底
性帮扶活动。

活动中，帮扶单位实地察看

了铁矿镇卫生院、八台镇卫生院
医疗业务、科室建设等情况，详
细了解卫生院基本情况及帮扶
需求。座谈会上，双方围绕帮扶
工作如何有效促进卫生院发展
理思路、想办法、谋发展。

在铁矿镇卫生院、八台镇卫
生院，达川区中医医院、达川区
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组
织医疗团队以义诊、查房会诊等
多种形式开展技术指导，将优质
医疗服务下沉基层，让群众能够
就近获得优质的医疗服务。

□本报记者蒋永飞文 /图

四川巴中市通江县：
集体经济谋发展
肉兔养殖助振兴

绵阳江油市：

激活“镇能量”
乡村振兴加速跑

近日，鸟瞰四川省广安华蓥市禄
市镇广安蜜梨现代农业园区已竣工
开园的“广安蜜梨主题公园”一角。

据悉，华蓥市依托广安蜜梨产业
不断延伸产业链，在做精一产业生产
基地和做大二产业冷链、物流、仓储、
加工、品牌的同时，做强做靓三产业
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并抓住广安全
域融入重庆都市圈发展机遇，在产业
园兴建了蜜梨主题公园、梨香花海和
蜜梨度假村，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助力乡村振兴。

苗贵华特约记者邱海鹰摄

延伸产业链
发展添动能

□王凤丽陈国江本报记者吕婕

“一镇一业”
厚植工业发展底部支撑

走进位于厚坝镇的四川泰铸耐
磨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铸耐
磨”），厂房内几台大型设备整齐排
列、高效运转，工人们正在赶制订
单。

望着这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
厚坝镇党委书记王华颇感欣慰，因
为这是厚坝镇推进镇域经济发展
“速度与激情”的体现。

泰铸耐磨以生产覆膜砂为主，
以前主要为人工操作，生产效率低
下。在镇域经济的发展中，厚坝镇立
足老工业基地优势，加快新旧动能
转换，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厚
坝镇不仅解决了泰铸耐磨的用地、
道路、水电等基础问题，还牵线搭桥
推动泰铸耐磨和昆明理工大学新材
料学院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将昆
明理工在矿山设备、矿山机械等耐

磨材料方面的研究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泰铸耐磨通过校企合作提升了
生产技术，扩大了产品销路。

厚坝镇是江油市北片区中心
镇、“一园四带”重点镇之一，以先进
材料和机械加工为主导产业。目前，
厚坝镇把镇域经济发展作为突出的
重点任务，立足老工业基地，依托正
成焊管、铁鹰机械等重点企业，发挥
机械加工、非金属材料产业优势，打
造机械制造、热能装备、节能环保十
亿级产业集群。

在壮大工业产业的同时，厚坝
镇还按照“工业 +文化 +旅游”融
合发展思路，以原址利用和更新改
造的模式，盘活闲置资产，建设物流
产业园，打造北片区商业综合体，走
上工文旅共兴之路。

“一村一品”
激活乡村振兴源头活水

位于永胜镇的江油市优质粮油

现代农业园区，高标准农田连片成
方，麦田飘香，现代“铁牛”奏响的劳
动号子在园区回响，在冬日暖阳的
照耀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在永胜镇党委书记钟武贵的眼
中，这样生机勃勃的园区美景是他
心中最美的乡村画卷。“园区粮油产
量连连攀升，规模不断扩大，2023
年 2月江油市优质粮油现代农业园
区成功创建为四川省三星级现代农
业园区。”说起永胜镇的镇域经济，
钟武贵的心中流露出满满的自豪
感。

在推进镇域经济发展中，永胜
镇充分利用主导产业优势，以资源
为依托，以产业为纽带，以园区为载
体，全方位做厚做大家底，持续推动
粮油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提质增效，
镇域经济发展活力不断增强，实现
了“粮油产量和农民收入双提升”的
目标。

从新建日加工粮油 80 吨农产
品加工中心，到打造“隐谷山舍”“时
光海棠”“云溪山舍”等各有特色的
乡村民宿，再到集农业科普、农耕体
验、休闲采摘、观光娱乐等功能于一
体的花韵咏盛农耕文化研学教育基
地，永胜镇以产业链条思维推进农
业现代化，推动了“一产接二连三”
融合发展。

一域文化
培育镇域经济发展活力

2024年新年伊始，一声声旋律
优美、悠扬动听的音乐声在青莲镇

太白碑林景区响起，身着唐装汉服
的演出人员正弹着古典乐器与诗词
碰撞，不仅展现出中国古典音乐的
魅力，也让诗歌多了一份别样的乡
愁。
“2023 中国镇域高质量发展

500强”青莲镇上榜，引来各界关
注；2023年，3月李白故里文化旅游
节，7 月“读李白游神州”中华文化
主题旅游线路宣传推广，8月“中国
农民诗会”等活动在此举办，从侧面
反映出青莲镇通过实施“旅游 +”发
展战略不断增强了镇域经济发展实
力。

据介绍，2023年，青莲镇共接
待游客 200 余万人次、同比增长
26%，实现旅游收入 2.1 亿元，成为
2023年乡村文化振兴省级样板镇。

通过持续打造，“太白书院”
“李白家风馆”等特色研学体验场
所、“李白诗意绣”非遗体验基地深
受游客青睐，成了游客的热门去
处；三一国际共享农场、蜗牛部落
等本土企业，闯出农旅融合新路
子；翠微田园、夏尔别院等集体经
济体，夯实乡村振兴基础；静夜别
院、磨针溪畔等特色民宿，成为新
晋网红打卡地。

如今，在青莲国际诗歌小镇，不
少游客或徜徉于诗歌大道，感受诗
词的魅力，或漫步于荷塘池畔，欣赏
生态美景，享受惬意生活。

如今，江油各乡镇正以踔厉奋
发、笃行不怠的姿态，奋发进取、求
真务实、埋头苦干，在新征程中奋力
谱写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近年来，四川绵阳江油市各乡镇将
镇域经济发展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抓手，壮大工业产业，做优特色产
业，激活新兴产业，全市镇域经济发展呈
现百舸争流、千帆竞发的良好态势。

近年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
县板桥镇白果坝村立足自身资
源优势，不断探索村集体经济发
展新路子，通过兴建富硒肉兔养
殖基地，带动乡村产业发展，促
进群众增收致富。

走进白果坝村富硒肉兔养
殖基地，管理人员穿梭在兔笼
间，配饲料、喂兔子、扫兔舍。整
齐排列的兔笼里，不少兔子已经
进入待产期，去年刚投入使用的
兔场即将迎来第三批肉兔上市。
“我们兔场刚刚建成投入使

用，目前已出售两批商品兔，第
三批商品兔即将出栏。”板桥镇
白果坝村富硒兔养殖基地负责
人王勇告诉记者。

白果坝村富硒肉兔养殖基
地建成以来，村“两委”干部积极
争取相关政策支持，经多方实地
考察，立足村情实际，与四川爱
吃兔食品有限公司建立长期合
作关系，集体经济产业销路得到
充分保障。
“我们兔场与爱吃兔长期合

作，爱吃兔给我们提供技术、饲
料及销售渠道，充分保证了我们
集体经济长期有效益。”板桥镇

白果坝村富硒兔养殖基地负责
人王勇说道。

养殖基地在为村集体增效
的同时，也为周边群众提供了就
业岗位，成为激发村集体与村民
共富的“新引擎”。
“村上的兔场建成以后，我

就在这里做饲养员，每个月工资
2500元，还是很不错的。”板桥镇
白果坝村村民龙凤琼说道。

目前，该村已建成 1组富硒肉
兔养殖厂房，占地面积 800平方
米，无害化处理、消毒设施、自动喂
水器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按照预
期计划年出栏量约 12000只商品
兔。为进一步提高村集体效益，该
村计划进一步扩大养殖规模，扩建
之后占地面积 1200余亩，年出栏
量可达 20000余只商品兔，预计村
集体经济增收 15万元。
“下一步，我村将继续大力

发展肉兔养殖业，扩大养殖规
模，坚持把群众参与、群众受益
作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出
发点和落脚点，有效促进村集体
经济发展，带动村民致富增收。”
板桥镇白果坝村支部书记邹勇
表示。

□程聪本报记者丁明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