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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四川省南充市营山
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以粮油和稻渔两大园区为载体，规
划两条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共创共融
示范带，集中资源力量加快补齐和
美乡村建设短板，充分挖掘利用本
地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着力打造
可持续、可复制的和美乡村新样板，
广袤乡村大地，一幅产业兴旺、生态
宜居、民富人和的和美乡村画卷正
徐徐铺展开来。

一村一品 增收路子越走越宽

近日，记者走进营山县新店镇
梓坝村，漫山遍野的柑橘园映入眼
帘，在阳光的照射下，一个个套上袋
的柑橘挂满枝头，长势喜人。柑橘园
里，工人们正忙碌着进行田间管护。
“今年日照特别长，柑橘的品质

比往年要好，是个丰收年。”四川瑞
和园产业园负责人陈力笑得合不拢
嘴。

梓坝村距离县城 8公里，交通
便捷，耕地少，坡地多，属于典型的
丘陵村。
“村里不仅引进四川瑞和园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建起了晚熟柑橘
园，还成立了金枝果树种植专业合
作社，盘活了土地资源，增加了村集
体收入，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新
店镇分管农业和乡村振兴的副镇长
何蓉介绍，该村被评为 2020年度四
川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示范
村。

据了解，金枝果树种植专业合
作社发展晚熟柑橘产业园 1000 余
亩，种植春见、砂糖橘、沃柑等晚熟
柑橘 8万余株，今年预计产量近 35
万公斤。
“建起晚熟柑橘产业园后，闲置

的土地通过流转变了‘现’，村民每
年还能在产业园务工挣钱。”梓坝村
党支部书记王学军说，每年仅土地
流转一项就有 80余万元的收入。
如今的梓坝村产业旺、人心齐、

地不闲，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梓坝村的变化是营山提升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品质的一个缩影。与
梓坝村相距不远的骆市镇圣水村则
不断探索农旅融合发展模式，利用
得天独厚的水资源优势，打造出了
极具特色的水上竹筏文旅娱乐项
目，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气的旅游村、
网红村、幸福村。
“建设和美乡村，产业是关键。”

营山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刘忠说，近年
来，营山县按照“一村一业、一村一
品”的思路，依托资源优势，因地制宜
发展“美丽乡村 +”新产业新业态，进
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为建
设和美乡村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活宜居 乡村风貌越来越好

乡村美不美，关键看环境。近
日，记者漫步在雨后的东升镇玉帝
村，干净整洁的沥青路面、排列有序
的幸福小院、串珠成链的大美村落，
一幅色彩斑斓的田园画卷逐渐铺陈

开来。
“2012 年，我们村启动新农村

建设。现建有 1200平方米的村级活
动阵地，文化体育活动广场 2个，拥
有标准化篮球场、羽毛球场。”玉帝
村党支部书记陈大庆说，如今，该村
居民院落排列得整齐有序、风格统
一，家家有庭院经济，有线电视、移
动、联通、电信通信实现了全村覆
盖。路网、管网等配套设施和文化、
娱乐、购物等社会功能日趋完善。

据了解，玉帝村还以“休闲农业
+乡村旅游”为发展路子，大力发展
现代农业产业，兴办集休闲、餐饮、
娱乐于一体，具有民俗特色的农家
乐，吸引了成千上万游客，有效带动
了当地经济发展。

着力基础设施补短板，营山县
常态化实施“村庄整洁行动”，在和
美乡村建设中把选择权和决定权交
给老百姓，按照“一村一策”原则，连
点成线、成方连片，全域推进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建设。
“2024 年拟创建和美乡村达标

村 27个、示范村 13个、精品村 1
个。”营山县委常委、总工会主席易
良说，营山县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
居，从管理民主到治理有效，集中资
源力量，加快补齐和美乡村建设短
板，涌现出一个个村美院净乡风好、
业兴民富集体强的和美乡村。

治理有效 文明乡风润民心

“为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树文

明新风，抵制天价彩礼、大操大办、
薄养厚葬、铺张浪费等歪风陋习，特
向全体党员干部、父老乡亲发出倡
议……”近日，记者走进营山县渌井
镇兴云村，远远就听到“村村通”传
来的广播声。
“我们村的红白事，办得既符

合传统风俗，又有人情味，还不增
加经济负担。”兴云村党支部书记
秦新春说。如今，大操大办升学
宴、乔迁宴等得到有效遏制，构建
起全员参与乡风文明建设的工作
格局。

一村之美，始于文明。走进兴
云村的爱心超市，货架上摆放的
物品琳琅满目，洗衣液、纸巾、食
用油等日常生活用品丰富多样、
应有尽有。

据了解，营山县将移风易俗作
为“三级书记”抓党建的重要考核内
容和全县基层治理年度重点工作，
实行移风易俗“积分制”管理。截至
目前，全县累计开展积分评比活动
共计 150余次，兑换各类积分商品
2万余件。
“和美乡村建设，既要有生态环

境持续向好的‘面子’，还要有善治
人和的‘里子’。”营山县委副书记杨
佳说，为了让乡风更文明、群众生活
更和谐，营山县持续推动基层组织
建设由“强”转“精”，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成立了社区服务站，围绕便民
服务、产业发展、网格治理等方面，
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让和谐村
风惠及群众。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日前，记
者走进四川省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
自然村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村道干净整洁，房屋窗明几净……
一幅流淌着诗意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在眼前徐徐铺展。
“嗒嗒嗒……”不远处的广元市

前瞻服装自然村分厂内，工人们正
铆足干劲忙生产。据了解，该“扶贫
车间”经区、镇两级政府积极协调，
村“两委”具体落实，于 2021 年 11
月正式揭牌投产，让村民实现了“出
家门进厂门”。

解决就业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自然村党支部书记韦宗耀指向
身旁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
向记者介绍，这里于 2018年建成，
总占地 74亩，共安置农户 47户 165
人，其中，脱贫户 36户 121人、同步
搬迁户 11户 44人。

如何防止老百姓再次返贫？这

成为当地党委政府一直思考的问
题。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自然村
的基础较为薄弱，引进工业企业难，
即使引进成功，也很难长久存活。”
韦宗耀坦言。于是，该村以“扶贫车
间”的形式发展产业，解决就业，广
元市前瞻服装自然村分厂应运而
生。
“从正式洽谈到 50余套缝纫设

备进厂，仅用时 7 天，到初期投产，
仅用时 15天。”韦宗耀欣慰地说。目
前，30 余名职工均为本村妇女，实
现了在家门口灵活就业。今年 1—9
月，累计发放劳务工资 50余万元。

从建厂之初就在这里上班的工
人张凤琴便是其中之一，她告诉记
者，工作轻松，自己每月收入 2000
多元。回家只需要步行 5分钟，方便
照顾亲人，感觉日子越过越有奔头。
“我们还招聘了一个聋哑姑娘，

她也是从三年前建厂之初就在这里
工作，家人照顾她也很方便。”韦宗

耀说。

优化模式 小山村走出“国际范”

裁剪、缝制、熨烫……来到“扶
贫车间”二楼，工人们忙碌不已，正
在赶制一批劳保服装。

据了解，该厂的产品以劳保服、
消防服、校服等为主，远销澳大利
亚、墨西哥等国家。按照目前的合作
模式，从前期找货源到后期销售，都
由广元前瞻服饰有限公司负责，工
人们只需要做好中间的加工环节即
可。

工人们有的年龄偏大，有的文
化水平不高，如何保证质量？“我们
会安排工人去位于广元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总厂进行免费培训，之后，总
厂也会定期派人来分厂进行指导。”
韦宗耀说。不仅如此，工人们在正式
上岗前，还会经历为期一个月的实
习期。“让大家慢慢过渡，在此期间，
也会给她们发放 1800 元的保底工

资，正式入职后还会再加计件工
资。”

61 岁的工人徐云珍正在给衣
服缝制魔术贴，她说，自己种了 4亩
地，在家门口的“扶贫车间”上班不
仅增加了收入，还可以兼顾做农活。
她去年 3月进厂，以前怀疑自己不
能胜任，后来经过培训和指导，渐渐
变得熟练，现在感觉在这里上班很
幸福。“尤其是听说我们这个小山村
生产的产品还可以卖到国外，非常
自豪。”

广元前瞻服饰有限公司有关负
责人表示，这样的合作模式是一种
双赢，“分工厂”既解决了村民就业
难题，也解决了企业的用工难题。

完善配套 助推乡村振兴

妇女儿童之家、厨房、超市……
中午时分，行至“扶贫车间”一楼，丰
富的配套设施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大滩镇组织、宣传委员李林蓬

指向“妇女儿童之家”房间内的儿童
玩具，微笑着说，村民从家庭妇女蜕
变为产业工人，休憩时又切换到原
来的角色，可以在这里照顾小孩，疲
劳时还可使用旁边的按摩椅。

村民贺明珍正在为工人炒菜，
她说：“尽管离家距离很近，有时候
大家忙碌起来还是会来到食堂吃
饭。”

集中养殖区、文化活动广场、村
级活动阵地、生产生活用房……李
林蓬介绍，整个安置点内的配套都
很完善，水、电、沼气、网络、通讯全
部达标，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邮政快

递物流点、金融综合服务站、灯光篮
球场等基础设施和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一应俱全。

据了解，近年来，自然村多措并
举，坚持做实做细产业培育、设施配
套、乡风文明等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后续工作，积极探索“333”模式，
使得安置点活力彰显、治理有序，着
力让搬迁群众稳得住、能致富。
“我们将继续完善安置点产业

就业配套，推动生产生活共建共享、
基层治理高质高效，让乡村产业有
效赋能乡村振兴。”大滩镇党委书记
高峰表示。

近日，乡村振兴（重庆）数字
产业研究院渝西分院揭牌仪式
在重庆（潼南）农科城乡村数谷
举行。潼南区委书记文天平，潼
南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区委
农业农村工委书记张立平等共
同为乡村振兴（重庆）数字产业
研究院渝西分院揭牌，重庆市潼
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董事长胡泽江等参加揭牌
仪式。

据介绍，乡村振兴（重庆）
数字产业研究院是重庆市政府

与中国联通共同组建的乡村振
兴聚合平台，拥有丰富的平台
资源和强大创新能力。潼南区
农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下
一步，集团将依托研究院的平
台资源，加速推进重庆（潼南）
农科城的建设，不断深化“数字
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路
径，促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潼南
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贡
献力量。

通讯员杨银萍谭丽
特约记者何军林

南充市营山县打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样板

一村一品促振兴 和美乡村扑面来
□邹刚本报记者黄韬

山间机杼声 奏响致富曲
———广元市朝天区大滩镇自然村蹚出乡村振兴新路径

□杨果刘旭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当前中药材天冬进入丰收季。近日，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富溪镇白马滩村药农忙着采挖、分拣、装箱、外运天冬，及时供应中药材市场。
近年来，东兴区富溪镇在保证粮食安全的基础上，按照“党组织 +公司 +专合社 +基地 +农户”等经营模式，大力发展以天冬为主导

的中医药大健康产业，有效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乡村振兴做强产业支撑。
樊文秀 特约记者李建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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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合平台 助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重庆）数字产业研究院渝西分院

揭牌仪式在潼南举行

“土”字上谋出路
“蔗”里有满满甜蜜

德阳市旌阳区红伏村 20余亩甘蔗陆续进入采摘期

眼下正是甘蔗上市的季节。
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孝感街道
红伏村的一处甘蔗种植基地里，
一根根黄亮饱满的甘蔗整齐地
矗立于田野之间，散发着淡淡的
清香。

基地内，市民穿梭在“甘蔗
林”中，仔细挑选心仪的甘蔗，随
着清脆的“唰唰”声，一根根甘蔗
应声倒下，现场一片欢乐景象。
“我尝了下，味道还可以，就砍了
几根。”市民周涛说。

记者了解到，该基地占地 21
亩，种植有黄皮与青皮两个品
种，今年总产量预计可达约
70000根，相较于去年，增长了
10％。“黄皮是每年 10月中旬开
始采摘，青皮是 11月中旬进行采
摘，采摘期可以持续到来年 3
月。”红伏村甘蔗种植基地负责
人秦伟说。

甘蔗不仅甘甜多汁，而且还

含有对人体新陈代谢非常有益
的各种维生素、脂肪、蛋白质、有
机酸、钙、铁等物质，备受群众喜
爱。

据悉，近年来，孝感街道抢
抓机遇、乘势而上、精准发力，全
面激发乡村产业兴旺的蓬勃动
能，做足做活“土特产”这篇大文
章，在“土”字上谋出路，在“特”
字上求不同，在“产”字上下功
夫，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开
发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
价值。

下一步，孝感街道将通过大
力实施品牌强农战略，让乡村
资源优势、生态优势转化为产
品优势、产业优势，抓住“土特
产”这个重要抓手，打造农业品
牌，提升品牌效益，为助推农业
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供有力
支撑。目前，孝感街道共培育农
业品牌 15 个。

□曾妮本报记者李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