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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嘉平镇大垭村，千亩
李子喜迎丰收。个大皮薄的红布
林、脆甜爽口的蜂糖李、酸甜适口
的脆红李，让前来采摘的游客赞不
绝口。

嘉 平 镇 小 水 果 种 植 面 积 已 超
10000 余亩，且果品全部达到无公
害食品标准。该镇是如何通过小水
果，打造出富有当地特色的小水果
产业的呢？

优水果品种
促进产业持续发展

“得益于前期选苗，今年蓝莓
又 大 又 黑 ， 比 去 年 的 品 种 甜 多
了，也大多了，产量也比去年高
了不少，这 100 亩蓝莓收入预计能
达到 20 万元。”大垭村蓝莓园负责
人说。

据了解，今年大垭村蓝莓品质
好，加上价格每斤 20 元也相对实
惠，吸引了不少江津以及其他区县
的市民前来采摘。“游人挎着小篮
子，边采摘边品尝，不仅能欣赏嘉
平美丽的风景，还能体验采摘的乐
趣。”村民告诉记者。

近年来，嘉平镇围绕“1234”
发展思路，紧扣“特色茶果之乡”
建设目标，坚持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优我转，持续优化柑橘、西
瓜、蓝莓、李子、杨梅等特色优势
水果，并嫁接李子、樱桃、杨梅、

柑橘等优良品种，助推水果产业高
质量发展。

塑特色品牌
提升产业竞争优势

皮薄肉细的南方早熟梨、酸甜
降暑的杨梅、肉厚汁多的柑橘、清
甜脆爽的西瓜……一年四季，在嘉
平总能找到高品质应季水果。

小水果要成长为大产业，不仅
要解决如何种的问题，还面临着如
何销的问题。近年来，嘉平镇围绕
猫山西瓜、小水果等产业发展，培
育“猫山西瓜”“嘉平脆红李”等
富硒农产品品牌。以寒坡村为例，
该村利用集体经济大力发展西瓜特
色产业，注册“猫山西瓜”地理标
志品牌，每到夏日，皮薄瓜甜的猫
山西瓜供不应求。

而今，通过前期选种育苗、嫁
接，寒坡村培育出 8424、美沙豹、
美都、西农八号等品种的瓜苗，期
间通过对瓜苗进行施农家肥、除病
虫害等管理，促进西瓜营养吸收，
提升西瓜坐果率。据预测，全村
1000 亩西瓜每亩可收获 3000 斤，预
计收入250 万余元。

多方合力
小水果催生“美丽经济”

到 村 里 采 摘 水 果 ， 到 镇 上 吃
豆花、老腊肉、土鸡和各种新鲜

时令蔬菜，购买绿壳土鸡蛋、猫
山富硒茶，到生态鱼养殖场享受
垂 钓 乐 趣 ……“ 沉 浸 式 ” 游 玩 体
验，正在嘉平变得触手可及。

近 年 来 ， 嘉 平 镇 通 过 “ 公
司＋基地＋合作社＋农户”“党支
部＋合作社＋公司＋农户”“龙头
企 业 ＋ 农 投 公 司 ＋ 村 集 体 合 作
社＋社会化服务组织＋农户”等
农业产业发展模式，实施农业项
目 16 个，创新利益联结机制，形
成了土地租金、就业务工、资产

资金入股分红等农户多元化受益
机制，5 年来，累计 600 余农户受
益于利益联结机制。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近 年 来 ， 嘉
平镇还通过果园改造、土地流转
等 方 式 ， 新 建 并 发 展 以 默 科 特 、
沃柑为主要品种的柑橘园 4000 余
亩；以脆红李、青脆李、蜂糖李
为 主 要 品 种 的 李 子 园 1000 余 亩 。
全 镇 水 果 产 业 的 发 展 有 效 带 动
1000 余人实现家门口就业，全年
有效增收有望突破 1000 万元。

端“果盘子”过“甜日子”
——嘉平镇推动小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

游客在蓝莓园采摘

区领导到塘河镇硐寨村召开
驻村工作队轮换交接工作座谈会

本报讯（记者 杨安迪） 日前，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永
芳率队前往塘河镇硐寨村，调研传统村落保护开发利用促进乡
村振兴工作，并召开驻村工作队轮换交接工作座谈会。

当天，杨永芳一行来到硐寨村，实地调研廷重祠传统村落
保护项目进展情况，详细了解在传统村落保护开发过程中存在
的重难点问题和下一步工作思路。座谈会上，区委宣传部乡村
振兴帮扶集团与会成员听取了关于硐寨村乡村振兴工作情况的
汇报，原驻村工作队员汇报了两年来帮扶工作情况，新选派工
作队员作了表态发言。

杨永芳对区委宣传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镇、村三方同心
协力推进乡村振兴所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对上一轮驻村
工作队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她指出，两年来，驻村工作
队员坚守乡村振兴一线，在夯实组织基础、推进乡村治理、带
动产业发展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驻村工作队老队员要充分发
挥“传帮带”作用，认真做好工作交接，帮助新队员尽快熟悉
村情、掌握业务，确保帮扶工作不缺位、不脱节。新队员要接
好驻村工作“接力棒”，迅速转变角色、扎根基层，务必沉下身
心、攻坚克难，严格落实“三在村”要求，围绕“五大振兴”
持续发力，切实把驻村帮扶工作做实、做细、做出成效。区委
宣传部乡村振兴帮扶集团要不断深化帮扶力度、拓宽帮扶途
径、增强帮扶实效，全力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上台阶、
乡村振兴见实效。

江津这些地方也可采摘水果

市文化旅游委组织调研组来津

调研德感工业园工业旅游
本报讯（记者 胡耀方） 日前，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

会组织部分旅行社赴我区德感工业园调研工业旅游，共同探讨
德感工业园发展之路，共商发展之策。

调研组先后来到益海嘉里 （重庆） 粮油有限公司、重庆凯
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市荷花米花糖 （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重庆市江津酿造调味品有限责任公司进行实地参观个调研。

德感工业园在我区原乡人文津北旅游线路上，有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2 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1 处，4A 级旅游景区 2 个，
重庆市级乡村文化乐园 1 个，还有一大批集农业观光、休闲娱
乐、采摘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点，重点突出农耕文化、红色文
化，打造乡村旅游。

德感消费品产业城既是国有老三线企业集中地，又是现代
化新兴产业聚集区。潍柴、重齿等一批老三线企业仍保留有当
年建厂初期的生产生活等老旧建筑、场所，可打造成为集休
闲、拍照、住宿、展览馆等为一体的工业遗址创意园区；太极
中药二厂、凯扬农业等企业可以将工厂生产设施、生产流程、
工人作业等工业生产风貌作为旅游项目，配以相应的解说、导
览、DIY 体验等服务，打造成为“观光工厂”；荷花米花糖公
司、鲁花食用油、西部食谷等可以结合非遗技艺、传统手工作
坊等，打造成为研学基地。

下一步，德感工业园将对标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创建要
求，按照总体规划，打表推进各项工作，探索工业旅游发展路
径，培育平台经济增长新模式，助力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开展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及入侵生物普查

筑牢生态生物安全屏障
本报讯 （记者 胡耀方 通讯员 吴宣言 刘兴利） 近日，记

者从区城市管理局获悉，我区正在组织开展城市绿地生物多样
性及入侵生物普查工作。

开展城市绿地生物多样性调查及外来入侵物种普查工作，
是维护城市生态系统和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通过普查，将进
一步加强我区乡土园林植物资源的驯化利用，提高园林绿化多
样性水平，提升城市园林绿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管理水平。

此次普查我区组织了 10 名动植物专业技术人员，对建成区
公园、广场、道路等 53 个样点 （2 个广场用地、18 个公园绿
地、33 个附属绿地） 进行全面踏勘调查，调查面积 1155 万平方
米，普查率达到51.58%。

“截至目前，普查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外业工作。下一步，将
对普查数据汇总分析，建立普查信息档案，整理图像和标本，
开展种类鉴定、补充核查等工作，对疑点和难点问题，逐一分
析逐一解决，查漏补缺，进一步摸清底数，摸清园林绿地内动
植物的种类数量、分布范围、危害程度等情况，筑牢我区生
态、生物安全屏障。”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 （记者 苏盛宇 实习记
者 陈婧琪 通 讯 员 梁媛媛） 6 月
22 日 ， 江 津 邻 里 市 集 开 业 ， 填 补
了 圣 泉 街 道 （滨 江 新 城） 开 放 式
夜 市 业 态 空 白 ， 激 活 城 市 核 心 区
消费“新夜态”，让市民消费和社
交有了新场所。

夜 幕 降 临 ， 华 灯 初 上 ， 占 地
2000 平 方 米 ， 位 于 圣 泉 街 道 商 务
广 场 （金 科 · 美 邻 汇 旁） 的 江 津
邻 里 市 集 热 闹 非 凡 ， 70 多 个 特 色
鲜 明 、 潮 流 时 尚 的 摊 位 整 齐 排
列，呈现出“一铺一景”。奶茶冷
饮 、 炸 鸡 烤 串 、 旧 书 旧 物 、 手 工
精品……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垂
涎 的 美 食 、 别 具 一 格 的 景 观 以 及
同 步 举 办 的 重 庆 市 社 区 艺 术 节 江
津 选 拔 赛 20 多 个 精 彩 文 艺 节 目 ，
吸 引 了 1.5 万 市 民 前 来 “ 打 卡 ”。
据 了 解 ， 为 扩 大 江 津 邻 里 市 集 品
牌 知 名 度 和 影 响 力 ， 圣 泉 街 道 在
开 业 初 期 还 将 组 织 开 展 家 庭 亲 子
运 动 会 、 本 土 非 遗 展 示 、 消 夏 啤
酒音乐节等专场活动。

江津邻里市集是圣泉街道完善
城 市 核 心 区 商 业 业 态 和 配 套 服 务
的 重 要 载 体 。 圣 泉 街 道 以 “ 满 足
多 元 消 费 需 求 、 激 发 市 场 活 力 、
方 便 群 众 日 常 生 活 ” 为 出 发 点 和
落 脚 点 ， 把 繁 荣 “ 夜 经 济 ” 作 为
释 放 消 费 潜 力 、 激 发 城 市 活 力 的
重要手段，通过“政府引导+主体
参 与 ” 的 运 营 模 式 ， 不 断 创 新 形
式 、 拓 展 业 态 、 营 造 氛 围 ， 增 加
夜 间 餐 饮 、 休 闲 娱 乐 等 消 费 场

景 ， 推 动 夜 间 经 济 街 区 规 模 化 、
专 业 化 、 特 色 化 、 新 颖 化 发 展 ，
满 足 市 民 个 性 化 、 多 层 次 、 品 质
化 的 夜 间 消 费 需 求 ， 打 造 集 购 好

物 、 品 美 食 、 赏 美 景 、 享 文 化 于
一 体 江 津 邻 里 市 集 ， 让 城 市 烟 火
气不断升腾。

据了解，江津邻里市集每周六

周日 17 时至 22 时开放。值得一提
的 是 ， 圣 泉 街 道 为 辖 区 居 民 提 供
30 个 公 益 摊 位 ， 有 需 求 的 市 民 可
拨打电话 47837273 咨询。

江津邻里市集开业
激活城市核心区消费“新夜态”

圣泉街道邻里市集开市 记者 苏盛宇 摄

乡村振兴进行时

第33个全国土地日
重庆市主场活动在江津举行

本报讯（记者 张渝） 6 月 25 日，第 33 个全国土地日重庆市
主场活动和耕地保护媒体开放日宣传活动在江津举行，围绕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主题，通过集中宣传，深入田
间地头查看土地整理项目、耕地恢复补足情况等，向市民和中
渝媒体展现我区耕地保护工作取得的实效。

当天，活动在鼎山街道幸福广场开展，通过设立咨询台、
发放相关资料、现场咨询等方式，向过往群众细致解读土地方
面的法律、法规、政策知识，宣传讲解“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
地红线”的重要意义，增强群众保护耕地意识。

人民网、光明网、重庆日报等中渝媒体记者、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相关人员参观了江津区耕地保护成果展。该展览不仅
图文并茂呈现了我区各地耕地恢复补足、土地整治、复垦工作
等方面的情况，系统科普了地质灾害防治知识，还推出了“守
望绿水青山 镜遇美好江津”摄影展，多角度展示江津生态之
美、人文之美、发展之美。

随后，中渝媒体记者等还深入田间地头，先后参观了蔡家
镇福德村土地整理项目、李市镇黄桷村耕地恢复补足情况。

副区长梁其凯参加活动。

本报讯（记者 贺奎 刘星欣 苏
盛宇 通 讯 员 庞滔滔 杨继勋 向
娇） 李子、杨梅、水蜜桃……江津
水果采摘正当时，一颗颗丰硕诱人
的果实挂满枝头，空气里弥漫着清
甜的果香，令人垂涎欲滴。连日
来，江津多个水果采摘园水果成
熟，快带上家人朋友，品尝夏日的
甜蜜吧！

鼎山仙池润滋源水果

鼎山仙池润滋源水果园新品种

“金玉李”熟了。“金玉李”酸甜可
口，汁多味甜，比普通品种的李子更
脆口、更甜蜜。

采摘地点：鼎山街道仙池村社区
滋源水果园种植基地

采摘价格：88 元二大一小入园
免费畅吃，5斤新品种“金玉李”带
回家

采摘热线：13896198638

石蟆镇东溪村杨梅

石蟆镇东溪村张二嫂杨梅采摘园

的杨梅熟了，个大味甜。
采摘地点：石蟆镇东溪村三抛河
采摘价格：自摘带走 7 元/斤，

20斤以上6元/斤
采摘热线：13617658772

支坪镇水蜜桃

支坪镇津坪社区金山果园共有香
甜多汁的春蜜桃、汁多味甜的白凤
桃、味浓香溢的凤凰桃、脆甜的五月
脆等 8 个桃子品种，现已陆续成熟，
欢迎前来采摘。

采摘地点：支坪镇津坪社区金
山果园

采摘价格：免费入园品尝，带
走6元/斤（不分品种）

采摘热线：13527589193

李市镇龙吟村李子

位于李市镇龙吟村品美优家庭农
场的李子成熟了，品种有蜂糖李、玫
瑰皇后李、五月脆李子。

采摘地点：李市镇龙吟村雕岩谷
景区品美优家庭农场

采摘价格：蜂糖李15元/斤，玫
瑰皇后李、五月脆李6元/斤

采摘热线：158234585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