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
碑院镇立足实际，引进油茶产业，
采取“公司 +基地 +农户”发展模
式，将油茶产业打造成群众增收致
富的示范产业，为乡村振兴添“油”
加力。

近日，记者走进南部县碑院镇
高坪村油茶基地，只见挖土机忙碌

着翻土、整修土地，十余名当地村
民抢抓晴好天气，挥舞着锄头挖
坑、扶苗、培土，有条不紊地移栽油
茶苗木。
“油茶全身都是宝，目前我们村

已栽植茶树 1400亩，预计三年后开
始挂果丰产，获取收益。”碑院镇高
坪村党支部书记张坦介绍，在政府

和企业的大力扶持下，村里有了主
导产业，有效带动当地 300余村民
“家门口”务工，人均年增收超 3000
元。该村计划种植油茶 2000亩。到
盛产期，每亩油茶挂果 2000斤左
右，每亩纯利润在 1.4万元以上，效
益十分可观。

然而，新栽油茶见效慢、管护
成本高，为有效解决油茶种植后顾
之忧，该镇积极探索“油茶 +”模
式，以短养长、长中短结合，在油茶
林下套种白芨、黄精、杜仲等地道
中药材，实现“近期得利，长期得
林，长短协调发展”的良性循环，让
油茶成为农民增收的“摇钱树”。

记者驱车沿产业路行进至一
处油茶种植水肥一体化示范区，放
眼望去，看到几名群众正手持修枝
剪，在为油茶树进行修枝、除草、扶
苗等。在油茶树林下，套种了黄精
中药材，长势喜人。
“年纪大了，不能外出务工。自

从村上建立油茶基地后，我就来这
里务工，活儿轻松，一天挣 90块，

还能照顾家庭。”年近六旬的高坪
村村民汪秀珍说。
“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油茶种

植结束后，我们又通过‘林间套种’
模式，不仅能提高油茶基地的土壤
肥力，还能改善油茶的生长环境。”
碑院镇油茶基地负责人罗浩说。

据了解，碑院镇依托丰富的生
态资源，坚持把油茶产业当作绿色
富民产业来抓，通过招商引资，引
进企业，引导村民种植油茶树。目
前，该镇在高坪、林坝、文峰等 3个
村（社区），计划发展油茶 7000 余
亩，今年 4月完成栽植面积。
“全镇立足实际，扩大招商引

资，引进富民强村油茶产业。”碑
院镇党委书记赵涵介绍，碑院镇
地处低山丘陵地带，土壤肥沃、
气候温和、降水适宜等优越的自
然条件，有利于发展经济林油茶
产业。下一步，碑院镇将以油茶
为媒，延长产业链，促进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实现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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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四川省广元市苍溪县歧坪镇扎实
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以和美乡村建设推动乡村
全面振兴，全面提升群众“幸福指数”。如今，歧
坪“成绩单”上，再添浓墨重彩的一笔：2023
年，农业农村部公示拟认定第二批全国乡村治
理示范村镇名单，四川 6镇上榜，苍溪县歧坪
镇作为广元市 2个入选乡镇，位列其中。

歧坪缘何获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如今
乡村治理效果如何？近日，记者走进歧坪镇，实
地探访歧坪创建百强中心镇背后的故事。

华灯初上，侯家沟文化广场、滨江路文化
休闲广场等成了“舞池”、成了孩童的乐园、成
了群众散步休闲的首选之地……歧坪镇党委
书记杨文华表示，该镇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围绕提升民生保障水平，切实增
强群众的幸福感，不断健全城镇功能、提升城
镇品质、增强城镇综合承载能力等方面，持续
激发城镇发展活力。

打好农业特色牌激活发展“镇能量”

走进歧坪镇和平村，只见稻菜轮作基地生
机盎然，处处可见村民忙碌的身影。村民李万
林正是在此劳作的村民之一，他正在自家地
里，手脚麻利地栽种着油菜苗。
“今年我打算扩大油菜种植面积，现在又

租了几亩地，计划种植 10亩油菜，希望今年的
收入能够大幅增加。”李万林介绍，他敢于扩大
种植面积的背后，源于近年来歧坪镇大力培育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我们不断培育粮油、猕猴桃种植主体，确

保每个村有 1 个在本辖区注册且流转土地
200亩以上的粮油主体，进一步健全社会化服
务职能，开展耕种防收供销全程服务。”歧坪镇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道。

在秀宝村，记者看到，广阔的农田里一辆
辆“铁牛”轰鸣而过，一幅“农机助农促乡村振
兴”的画卷正在多彩大地铺展开来。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何桂正忙着调度农机
作业。他告诉记者：“现在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犁
地、旋地作业，迅速整好地，加快播种速度。每
天投入作业机械 10多台套，保证一播全苗，为
来年丰收奠定基础。”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油茶全身都是宝，除可以制成高档食用

油外，茶籽饼粕还可加工成保健品、化妆品，茶
粕、茶壳是优质的有机肥料，具有较高经济价
值和良好生态效益。”2019年，红杨村返乡创
业人士刘建蓉毅然决定返乡创业，成立宏蓉家
庭农场，流转 500 多亩撂荒地，种植油茶树 4
万多棵，2024年产值近 100万元，园区预计今
年进入丰产期，将实现年产值翻番。

粮油、油茶产业的发展只是歧坪镇农业产
业发展的缩影。近年来，该镇因地制宜、因村施
策，立足产业发展，不断做优特色产业，强化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同时，该镇还大胆探索开展土地“大托管”
试点，以大面积托管、大资金投入、大服务增
收，将过去各村各户单打独斗式的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为集约化、规模
化、机械化的现代农业生产模式，有效解决了农村土地撂荒和非粮化
问题，在全镇产业聚集提升上再创佳绩。

据悉，歧坪镇结合片区发展规划编制了《歧坪镇集体经济产业发
展规划》，确立“仓储 +物流”、加工、汽修“1+3”产业体系。围绕主产
“建”，打造苍溪中部最大仓储物流集散基地，与德邦物流等 5家企业
签订孵化培育协议。

放眼歧坪这片“希望的田野”，产业兴旺了，村子更美了，村民富
裕了……科学发展的产业强镇蓝图进一步凸显。

强化基础设施建设 提升群众“幸福数”

歧坪镇距广元市中心 104公里，交通一直是歧坪发展的最大阻
碍。2024年 12月 29日 0时，S1绵阳至苍溪至巴中高速公路魏城枢纽
互通至歧坪收费站举行开通运营仪式，从此，苍溪到梓潼的通行时间
由原先绕行 108国道的 3小时缩短为 70分钟左右。

成绵苍巴的成功通车，有力保障了物流服务质量，助力乡村产业
发展。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成绵苍巴高速公路将成为歧坪经济发展的
一针“强心剂”，成为展示歧坪镇作为百强中心镇的“新窗口”，也将是
歧坪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增速器”。
“街道宽敞干净，沿街商户不占道经营，没有乱搭乱建，眼睛都亮

些了，变化很明显。”“年底回镇上的人越来越多，个个都夸好，作为本
镇人我很自豪……”看见近年来歧坪镇的变化，在场镇做生意多年的
商户王明艳感触良多。
“成功创建‘省级百强中心镇’给歧坪镇带来了可喜的变化。”歧

坪镇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据悉，歧坪镇不断强化基础设施建设，成绵苍巴高速贯境而过，

“三纵二横”主干道交通骨架更加清晰，南阳寺坝污水处理厂和管网
配套建设，实现了自来水供水覆盖率 100%，场镇新建了滨江路群众休
闲文化广场、侯家沟法治文化广场，开发了登高社区“七姑树”观景
台、凤凰村羊肚菌采摘基地等一批旅游景点。

同时，2024年，该镇新建公共厕所 2处，完成农村厕所革命整村
推进建设项目 158户，新建垃圾中转站 1个、垃圾收集点 36个，升级
改造农网线路道路 3公里，新建 0.8公里，新建安全饮水蓄水池 2个，
改建山坪塘 16口，新建提灌站 2个……

一串串数字的背后，是歧坪镇在基础设施提升上日臻精进的一
个个生动的火热实践。
“我们将持续推进‘六大提升工程’‘五项改革措施’，夯实中心镇

高质量发展的承载力，加快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力争省级百强中心镇
培育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以优异成绩助力‘千年古镇，淳邑歧坪’建
设。”歧坪镇主要负责人说。

又是一年丰收季，走进四川省
广元市苍溪县陵江镇笋子沟村，蓝
天白云下，一栋栋新居掩映在漫山
遍野的橘园中，黄澄澄的果实压弯
枝头，“丰”景如画。“我家种了近 5
亩新品脐橙，品质最好的果子能卖
到 4元一斤，预计今年能有 10多
万元的收入！”谈起自家的橙子，村
民何辉祥笑得合不拢嘴。

笋子沟村有种植柑橘的传统，
2017年前后柑橘产业陷入了发展
困境，村党支部到多地考察学习，
与群众共商共议，探索建立“党支
部 +合作社 +农户”的利益联结
模式，实行统一规划栽植、统一技
术指导、统一品牌打造和分户经营
的“三统一分”管理机制，村党支部
牵头成立金风柑橘合作社，注册
“金凤柑橘”品牌，争取上级项目资

金，引导村民改良品种，聘请四川
农业大学、广元市农科院的教授专
家定期现场授课，提升管护技术水
平。
“这套系统不仅可以监测橘园

的苗情、虫情、墒情、灾情，还可以
通过远程视频向网络客商展示橘
园实况……”笋子沟村党支部副书
记张家安对数字乡村系统带来的
好处如数家珍。2021年，借助浙川
东西部协作“数字乡村”项目，柑橘
园管理实现了精准化、科学化。现
在，全村家家都是柑橘种植专业
户，柑橘种植面积达到 960多亩，
20多个柑橘品种错季接续供应市
场，年产量达 900万斤。

品质上去了，产量起来了，怎样
才能卖得好呢？90后的村党支部书
记张桂华在村子里举办电商培训

班，牵头成立电商直播团队，组织党
员干部推广“电商 +直播”线上营
销，让柑橘搭上电商“快车”。在柑橘
销售季，带动 200多位村民直播带
货，“金凤柑橘”逐渐打出了知名度，
成为笋子沟村的靓丽名片。
采摘、分拣、打包、装车……村

民们在柑橘园里忙碌着。通过网络
订单，一车车“金凤柑橘”走出村
子，销往北京、广东、浙江等地，甚
至走出国门，远销老挝、柬埔寨等

东南亚国家，年销售额 1000多万
元，村民人均收入超万元。

柑橘越卖越俏，笋子沟村党支
部不满足于现状，延伸拓展柑橘产
业链条，探索农文旅融合发展，办
民宿、开农家乐，推出研学科普、农
事体验等特色活动，不断解锁乡村
旅游新玩法。

橘子黄了！村子靓了！村民笑
了！一颗颗甘甜的“金凤柑橘”成为
笋子沟村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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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阳市旌阳区乡村振兴之路越来越宽广

城乡同美 勾勒融合发展“兴”图景

四川省广元市陵江镇：
“金果果”出圈记

阴袁明凯本报记者魏彪文 /图

村民采摘柑橘

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
油茶产业“油”盼头

阴高林阳本报记者黄韬文 /图

以绿色理念为指引、以乡村建
设为底蕴、以城市建设为标杆，2024
年，四川省德阳市旌阳区城乡融合
取得新进展：东湖街道高槐村文化
创意产业出新，推动乡村旅游蓬勃
发展；双东镇青花椒和万寿菊喜获
丰收，当地群众持续增收；文德湖中
央公园、南泉公园建成开园；老旧小
区改造项目持续推进……全面推动
区域高质量发展，构建城乡融合、生
态宜居的新格局，让城市幸福宜居
的底色更加鲜亮，让广大市民拥有
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提升城市品质
绘就宜居画卷

近日，北天府公园示范区项目
施工现场一派繁忙景象，工人们正
紧张有序地进行着盘扣内架搭设、
框架柱及挡墙钢筋绑扎等各项作
业，加足马力刷新建设“进度条”。

北天府公园的建设只是旌阳城
市增绿添园的一个缩影。一年来，旌
阳公园城市建设持续发力，加快推
进广场、公园、公共服务设施“更新”
提质，30 个老旧小区改造完工，文
德湖中央公园、南泉公园建成开园，
德阳市博物馆、市图书馆、天元公
园、二重记忆公园开工建设，淮河路
农贸综合体全面竣工，6 个农贸市
场完成改造，玫瑰香街、文德心光屿
提档升级，26条城区道路完成绿化
改造……这一系列举措稳稳托起市
民的幸福宜居梦。

德中快通、G5 成绵高速扩容
建成通车，成都“三绕”孝感互通连
接线顺利开工、双东互通连接线隧
道贯通，天府大道北延线改造完
成，市域铁路 S11 线、德罗快通等
项目有序推进，二环路改造全面完
工，牡丹江路（黄山路北段———泰
山北路）通车，宝成铁路下穿、东一
环路北延线开工建设……旌阳不
断加密城市路网，畅通城市交通
“骨架”，拓展城市发展空间，高品
质宜居气质越发凸显。

深耕乡村产业
点亮振兴之光

最近，新中镇白河村百亩豌豆

尖迎来丰收，30名村民来回穿梭在
菜地间，加紧采收豌豆尖。“我每天
在这里打点零工，有车接送，能挣
100多块钱，离家又近，很方便。”村
民李崇秀说。

近年来，新中镇凭借其传统农
业优势，专注于提升规模效益与品
种特色，种植了超 5000 亩的特色
果蔬，实现了农业的转型升级，并
积极引进快乐农夫、牧归田园、上
农农业等一大批优质业主，通过精
心培育，“旌耘果蔬”“旌阳耙耙
柑”“上农蓝莓”“牧归橙心”等品
牌脱颖而出，成为市场上的佼佼
者，为果蔬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
新中镇的产业探索之路，是

旌阳乡村产业振兴的生动实践。
2024 年，旌阳区持续推进现代农
业园区在建项目建设，已完工 12
个园区，并建成耕地种植用途管
控、智慧畜牧、智慧农机调度等应
用系统，开展智慧大田建设试点，
形成了更加完善的“一图、一网、
一链”智慧农业体系，全区家庭农
场名录系统入库达 1400 个，培育
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65 家，其
中省级 6 家。

在积极发展乡村产业的同时，
旌阳也在因地制宜改造村居、美化
乡村环境。2024年，黄许镇仙桥村
全村整体规划打造，农家小院精致
漂亮、配套设施逐步完善，新增乡村
产业落地 11个，群众增收 20万元，
走出了旌阳城乡融合发展，带动群
众共治共富的新路子。

一年来，旌阳乡村建设不断补
短提质，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试点推行乡村运营新模式，建
成省级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5 个，完
成“仙桥宿雾”精品村建设，孝泉镇
和黄许镇分别入选省级“千年古
镇”和“百年古镇”地名保护名录。
保障 20 余万人安全饮用水的柏隆
净水厂主体完工，建成供水主（支）
管网 1148 公里，新（改）建农村道
路 18 公里，新（改）建农村燃气管
网 53.8 公里……

随着城市发展品质与活力提
升，乡村振兴之路越来越宽广，城乡
协同共进、共荣共生的美好愿景已
经在旌阳一步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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