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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行时

责编 周杭 编审 王鹏

本报讯 （记 者 邓浩 杨
安迪 通讯员 江宇 苏家奎）
乡 村 振 兴 ， 产 业 兴 旺 是 基
础 。 近 日 ， 油 溪 镇 花 椒 地
里 ， 在 农 技 人 员 的 指 导 下 ，
椒农们治虫、疏枝……现场
一片忙碌景象。

“秋季花椒管护关系着明
年的收成。受前期高温天气
影 响 ， 花 椒 长 势 差 异 较 大 ，
枝 条 较 短 的 ， 要 用 ‘ 芸 苔
素 + 磷 酸 二 氢 钾 + 尿 素 ’ 喷
施；长势过旺的，可用‘烯
效 唑 + 磷 酸 二 氢 钾 ’ 喷 施 ；
枝 条 过 密 的 ， 要 尽 快 疏 枝 、
压枝……”当天，科技特派
员 曾 维 超 在 油 溪 镇 石 羊 村
村 民 梁 文 江 的 花 椒 地 里 ，
结 合 其 花 椒 生 长 实 际 情
况 ， 详 细 讲 解 秋 季 花 椒 管
护技术措施。

“农技指导人员为我们讲
解了病虫害防治、疏枝、肥
料选择等方面的知识，过去
遇到的疑惑也在田间教学中
得到解答，进一步增强了我
们 种 好 花 椒 的 信 心 。” 梁 文
江告诉记者。

今年，油溪镇优化农技
指导队伍，点对点联系指导

农户，进一步提高椒农管护
水平。6月，该镇3.5万亩花椒

成熟，每亩产量达 500 公斤。
油溪镇农业服务中心负

责人表示，秋季是花椒管护
的重要时期，开展花椒管护

技术指导至关重要，油溪镇
将加大指导力度，引导农户
抓紧田间管理，保障来年花
椒丰产。

江 津 是 “ 中 国 花 椒 之
乡 ”。 近 年 来 ， 全 区 上 下 持
之 以 恒 抓 好 花 椒 产 业 发
展 ， 围 绕 品 种 培 优 、 品 质
提 升 、 品 牌 打 造 和 标 准 化
生 产 ， 逐 步 构 建 起 花 椒 产
业 体 系 、 生 产 体 系 和 经 营
体 系 ， 基 本 形 成 花 椒 产 业
全 链 条 发 展 格 局 。 花 椒 已
成为我区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的主导产业之一，是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推动产业振兴
的 主 要 支 撑 之 一 。“ 江 津 花
椒”也已成为江津的一张响
亮产业名片。

“ 眼 下 正 是 花 椒 管 护 的
好 时节 。”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目 前 ， 我
区已组织农技人员到村、到
户、到田间指导花椒病虫害
防治、修剪、施肥等管护要
领，为农民提供手把手、面
对 面 的 技 术 服 务 ， 多 措 施
对 53 万 亩 花 椒 进 行 管 护 ，
为 来 年 花 椒 丰 产 打 下 坚 实
基础。

疫情防控
只有100分没有99分

□ 周维旭

近期，全国疫情多点散发，基层疫情防控压力
大。一名基层抗疫人员感叹，疫情防控千辛万苦做
了 90%的工作，就因为一个很小的细节没有做到位，
就导致许多人、投入许多精力、做的许多工作前功
尽弃了，可以说是一失万无，真的非常可惜。

疫情防控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又是一个细节决
定成败的事情。基层干部处在疫情防控一线，工作
非常辛苦，但只要有一丝疏漏，就只能一切归零，
换句话说“99%的到位+1%的疏漏=0”，如果出现追
责问责情况，更是“雪上加霜”，就成了“99%的到
位+1%的疏漏+追责问责=负分”。

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因此，我们唯
有以“疫情防控只有 100 分没有 99 分”的标准，克服
麻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松劲心态，又快
又实、又严又细，关注细节，把每个细节、每个方
面 100% 防 控 到
位，才有可能万
无一失，实现社
会面清零。

通讯员 鄢伦

眼下，正是秋菜管理和生长的大好时节。这段时
间，慈云镇人称“菜背篼”的程烈金领着请来的几
位菜农，整天在自己承包的 40 多亩菜地里忙碌。他
期盼着这一批有机秋菜上市后卖个好价钱。

52 岁的程烈金原本是李市镇龙吟场人。16 岁初
中毕业没有升学的他选择了“学卖菜找饭吃”。起
初，他从白沙镇批发菜回龙吟卖。2001 年，随着眼
界越来越开阔，程烈金开始到江津城里卖菜。20 年
来，他先后从重庆盘溪、双福国际农贸城、江津各
镇街蔬菜种植大户批发菜卖。

多年的卖菜经历让他了解到，人们都喜欢买无公
害、有品质的蔬菜。4 年前，程烈金到慈云镇小园村
梁家湾承包了 42.5 亩菜地。他利用当地土壤好，周边
还有一个大型养牛场的优势，种植起有机蔬菜。他的
菜地只施牛粪，不用其他化肥，种出的有机蔬菜依靠
绿色环保、格外好吃的品质赢得信赖，供不应求。

这季秋菜，程烈金种植了冬苋菜、花菜、儿菜、
卷心包菜等品种，目前已陆续上市。程烈金估算，他
今年的秋菜可以卖20多万元，纯收入12万元左右。

“菜背篼”
依靠品质“赢市场”

民建江津区委会召开专题会

传达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
本报讯（通讯员 侯昌令 樊晓飞） 日前，民建江

津区委会在区行政中心会议室召开专题会，专题传
达学习中共二十大精神。

会议集中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代表第十九届中央
委员会向中共二十大所作的报告、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中共二十大广西代表团讨论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等。民建江津区委会领导班子、会员代表围
绕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交流发言。

区政协副主席、民建江津区委会主委谭厚国指
出，要将学习宣传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积极开展认真学
习；要深学深悟，深刻领会报告的精神实质和丰富
内涵，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二十大精神上
来，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中共二十大各项决策
部署上来；要积极履职尽责，将贯彻落实中共二十
大精神转化为履职参政的效能，把民建力量汇聚到
实现“高质量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全面开启江
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的使命中去，踔厉
奋发，笃行不怠，奋力谱写江津“五地一城”建设
的新篇章。

津言细语

花椒管护技术送田间

我区53万亩花椒管护忙

本报讯 （记 者 贺奎 通
讯 员 王春春） 春 季 时 令 菜
中，香椿久负盛名。11 月 3
日 ， 记 者 走 进 位 于 江 津 现
代 农 业 园 区 （白 沙 镇 芳 荫
村） 的 重 庆 沁 心 昶 月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香 椿 基 地 ，
只 见 村 民 正 在 挥 锄 挖 坑 、
栽 苗 培 土 ， 将 一 棵 棵 红 油
香 椿 树 苗 整 齐 有 序 地 栽 种
在平整好的土地上。

沁心昶月香椿基地项目
总 投 资 1.2 亿 元 ， 建 设 规 模
包括 883 亩香椿基地、分拣
中 心 、 制 冰 房 、 保 鲜 库 等
生 产 用 房 ， 按 每 亩 年 产 250
公 斤 计 算 ， 预 计 丰 产 后 年
产 值 将 达 到 3500 万 元 。 同
时 可 吸 纳 周 边 群 众 务 工 200
余 人 ， 用 产 业 兴 旺 带 动 乡
村振兴。

“ 香 椿 被 称 为 ‘ 树 上 的
蔬 菜 ’， 营 养 丰 富 ， 口 感 鲜
香 浓 郁 、 清 爽 脆 嫩 ， 是 菜
中 珍 品 。 作 为 一 种 名 、
稀 、 特 、 药 食 兼 用 的 新 型
蔬 菜 ， 香 椿 正 越 来 越 受 人
们 的 青 睐 。” 重 庆 沁 心 昶 月
农 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叶 家 林 向 记 者 介 绍 ， 江 津
非 常 适 合 香 椿 的 种 植 发
展 ， 由 于 气 候 特 点 ， 每 年
头 芽 发 芽 的 时 间 将 早 于 全
国 大 部 分 地 区 ， 这 将 有 力
提 高 江 津 香 椿 产 业 的 市 场

竞争力。
“ 接 下 来 ， 我 们 还 将 尝

试 在 香 椿 地 里 套 种 草 莓 、
中 药 材 等 经 济 作 物 ， 逐 步

林 下 放 养 鸡 、 鸭 、 鹅 等 畜
禽 。” 叶 家 林 表 示 ， 在 创 新
种 植 模 式 的 同 时 ， 他 将 充
分 利 用 土 地 资 源 和 空 间 ，

提高椿树幼龄期收益。
据 了 解 ， 该 项 目 的 实

施，不但能促进香椿这一适
合江津地域种植的特色品种

成长为一个新的产业，形成
特色经济，而且将对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助力乡村振兴
起到积极推动 作 用 。

现代农业园区883亩香椿开种
丰产后年产值将达3500万元

种植现场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 记者 贺奎 摄

记者 袁华 通讯员 赵菲

时下正值石蟆橄榄采收
季 节 ， 绿 油 油 的 橄 榄 林 里 ，
一 串 串 橄 榄 鲜 果 挂 满 枝 头 。
在石蟆镇登云村橄榄种植基
地 里 ， 村 民 们 正 分 工 协 作 ，
有的负责采摘，有的负责装
框，有的负责搬运……一派
忙碌景象。

“ 果 橄 榄 好 管 理 ， 我 们
这里的天气适合种植，不仅
能增加大家收入，还能绿化
环 境 。” 昨 日 ， 石 蟆 镇 登 云
村党委书记费信开正号召大
家积极清点可采收的橄榄。

说起果橄榄的引进，费

信开告诉记者，橄榄是利生
态富村民的好产业，也是石
蟆的特色产业。石蟆镇特地
邀请专业技术人员实地培训
指 导 ， 嫁 接 适 应 本 土 生 长 、
产 量 高 、 口 感 好 的 甜 橄 榄 ，
并 就 橄 榄 生 产 、 储 运 、 包
装、销售等情况作了全面考
察，推动橄榄在产量、品质
等方面发展。

为把市场做大，费信开

主 动 联 系 当 时 没 有 固 定 货
源 的 “ 橄 榄 女 孩 ” 何 春
梅 ， 通 过 网 络 直 播 带 货 将
石 蟆 橄 榄 推 出 江 津 。 石 蟆
镇 盛 产 橄 榄 ， 但 以 前 由 于
销 路 问 题 ， 很 多 橄 榄 种 出
来 因 无 人 问 津 而 烂 掉 。 销
售 渠 道 的 改 变 ， 让 石 蟆 橄
榄 成 了 抢 手 货 。“ 由 于 橄 榄
品 质 过 硬 ， 深 受 消 费 者 喜
欢 ， 上 架 第 一 年 ， 电 商 销

售 额 就 超 过 100 万 元 ， 今 年
的 销 售 额 预 计 超 过 600 万
元。”何春梅说。

从 微 信 朋 友 圈 到 淘 宝
网，再到微店、抖音、拼多
多、天猫商城等，一个个电
商平台上，石蟆镇的橄榄陆
续 上 架 。 在 何 春 梅 的 电 商
集 散 中 心 ， 橄 榄 果 脯 、 橄
榄 膏 、 橄 榄 蜜 饯 、 橄 榄 茶
等 多 种 产 品 摆 满 展 柜 。 何

春 梅 表 示 ， 现 在 她 们 正 在
尝 试 研 发 出更多橄榄产品，
为石蟆橄榄产业繁荣发展作
出积极贡献。

如今，石蟆镇橄榄产业
取得长足发展，每年种植橄
榄 达 6 万 亩 ， 产 量 4.5 万
吨 ， 已 然 成 为 惠 及 该 镇 19
个 村 （社 区）、 近 5 万 人 口
的大产业，小小橄榄成了致
富“金果果”。

产销结合 电商赋能

石蟆橄榄成致富“金果果”

农技人员指导种植户做好花椒管护 通讯员 江宇 摄

四面山镇头道河社区
村民喜分红

本报讯 （见习记者 陈俊希） 日前，四面山镇在
头道河社区乡亲农场大舞台举行农民丰收节活动。

当天，在动感旋律的带动下，舞蹈 《巴山风》 拉
开了活动序幕。今年四面山镇丰收节重头戏是头道
河社区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现场分红，1384 名居民
相继拿到了每人 100 元的分红。率先领到分红的居民
李云明喜笑颜开地告诉记者：“我家有 10 人，一共领
到1000 元。”

乡村要振兴，产业需先行。据了解，头道河社区
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成立于 2019 年 10 月，以“三
变”改革为抓手，大力发展集山地越野车、冲浪漂
流、嬉水乐园、自行车挑战等娱乐项目为一体的

“乡亲农场”。该社区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建立招商
引资激励机制，走“闲置农房+精品民宿”的路子，
吸引了大乐之野·邑舍等高端民宿入驻，并引导本
地群众发展高山富硒冷水鱼养殖、高山蔬菜瓜果种
植等产业。今年，该社区集体经济发展再次跃上新
台阶，收入突破200 万元。

此次丰收节还开展了送文化下乡活动，以突出当
地特色优势农产品和乡土风情、乡风文明建设为主
题，展示农村发展新面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