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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土网红”增流量 乡村振兴添动力

乌江彭水电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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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8月9日，广阳岛，一名工人驾着小船在东岛头雁鸭
湖上清理疯狂生长的水藻。

为确保广阳岛水清草绿，负责生态修复、绿化维护
及环境保护的工人们冒着高温，加大对岛上植物和湿地
水质的管理维护，勤浇水、勤除藻、勤打扫，给人们提供
了一个绿色美丽的环境。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钟志兵

近日，铜梁区福果镇，一眼望不到边
的高粱地里，“田二妹”熟练地支起手机，
和直播间里的粉丝们打着招呼：“我们的
高粱文化节开幕了，又有吃又有耍……”
红红的高粱、蓝蓝的天空，丰收的景象通
过直播间呈现在全国网友面前。

“田二妹”名叫田永利，是福果镇三
多村的一名村干部，也是一名小有名气
的短视频创作者。在铜梁，像田永利这
样的“乡土网红”还有很多，他们通过拍
摄农村生活短视频、带货农特产品，搭上
了电商产业发展快车，成为助农增收的
重要帮手。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推进，铜梁大力
发展乡村文化旅游，让回到维新镇老家
的“90后”陶毅慢慢意识到，环境优美的
农村和勤劳朴实的村民，不仅有话题有
流量，选题也独特，将农村日常生活拍成

短视频分享到社交平台上，广受大众喜
爱，逐渐成为当地有名的“网红”。

随着粉丝增加，陶毅开始网络带
货。维新镇沿河村是市级脱贫村，村里
发展了糖柑产业。陶毅主动联系沿河村
干部，在直播间为糖柑带货。仅几天时
间，就销售了糖柑 5000余斤，并借助自
己的平台，为周边村民销售土特产，帮助
大家增加收入。

“做短视频的初心就是宣传家乡，如
今我的视频更多的还是展现家乡的美和
农村的巨大变化。”如今，陶毅各平台粉
丝总人数已经超过20万，这让他信心倍
增，决心将短视频创业继续下去，利用自
己的流量宣传家乡，带动家乡农产品的
销售，助力乡村振兴。

今年 34岁的邓代青是铜梁旧县街
道宋坪村的综合服务专干，也是街道电
商专员。

邓代青说，她成为当地“网红”纯属

偶然。作为本土人才回到宋坪村后，她
开始只是把拍短视频、网络打卡作为一
种爱好。后来随着直播销售的兴起，她
看到新商机，走上了“触电”之路。

2019年起，邓代青以“邓姑娘”的身
份在抖音拍摄小视频或直播帮助农民带
货。现在，从旧县的花椒，到少云的艾
草、高楼的李子、二坪的蜂蜜、白羊的咸
菜……邓代青对铜梁各镇街特产了然于
胸。去年暑期有段时间受到疫情影响，
旧县街道千亩辣椒滞销，邓代青通过网
络平台带货，联系上多家爱心餐饮企业，
成功助农销售辣椒上千吨，为当地村民
避免了损失。

邓代青说，做好网络带货并不简单，
除了准备好必需的设备和直播产品外，
为了引流，她每次都得花很多精力和时
间创作脚本、拍摄、后期制作，但辛苦之
后总有收获。如今，她还在探索成立电
商公司，将铜梁本地小规模的优质农产

品汇集起来，促进更多农产品进入现代
供应链，带动更多村民就业增收。

近两年，近百个“乡土网红”主播活
跃在铜梁各镇街。铜梁区委网信办围绕
网络赋能助力乡村振兴，相继出台了相
关工作方案和考核实施办法，积极构建

“乡土网红驿站”等联动体系，定期组织
开展培训、经验交流及户外采风活动。

今年以来，铜梁区“乡土网红”在线
直播达 800余场次，观看量 500余万人
次，销售额100余万元。

近年来，铜梁通过大力改善乡村路
网，全力推进物流进村，有效降低了优
质农产品“走出去”的物流成本。“我们
将乡土网红培育工程与农文体商旅融
合发展‘一镇一主题’乡村节会活动相
结合，持续加大‘乡土网红’流量转化，
让更多的‘乡土网红’的流量转化为乡
村振兴的不竭动力。”铜梁区委网信办
主任陈党说。

近日，小朋友们在南川区头渡
镇前星村休闲步道上追逐嬉戏。近
年来，前星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加快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和农业
基础设施建设，依托生态资源和海
拔优势发展纳凉经济，建成 2 千米
观光休闲步道，成为游客和村民休
闲好去处。
南川日报特约通讯员 夏于洪 摄

南川

观光步道上的
彩色童年

□ 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巫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李相军李相军

李相军养殖的七彩山鸡。

8月，阳光穿过云层，洒在巫溪县塘坊
镇梓树村。村里的七彩山鸡时而踱步，时
而飞奔，时而低头啄食石头缝中肥美的虫
子，偶尔引吭高歌，深山峡谷传来鸣叫。

村里七彩山鸡养殖基地的主人是一
名80后小伙，名叫李相军，他养殖了4万
只七彩山鸡，年收入近百万元，这些七彩
山鸡不仅啄食山里的小虫，也帮他“啄”
开了致富奔小康的幸福之门。

李相军告诉记者，作为一位新农人，
自己来自农村又回到农村，把到城里的
所见所闻反哺农村发展，也算是为农村
作了贡献。

自主创业养山鸡

李相军今年 35岁，是巫溪本地人，
结婚之前，一直在沿海地区打工，在建筑
工地搬过砖、扛过水泥，也进厂当过工
人，做过管理。

2015年，他回巫溪结婚，组建了自
己的小家庭。有了家庭就有了牵挂，为
了更好地照顾家庭，他萌生了自主创业
的念头。

但要做什么，必须考虑清楚。
从小生长在农村的李相军选择了农

业，巫溪县自然条件优越，纬度较高，多
山地、林地，气候温润，适合家禽养殖。
最开始他想涉足土鸡养殖，经过多方考
察后，发觉巫溪县已经有很多家跑山土
鸡养殖场，同质化严重，再加入土鸡养殖
怕是利润不高。

李相军突然想起了自己外出务工
时，在超市看到过“七彩山鸡鸡蛋”，当
时，别人跟他说，这种鸡价格很高，营养
价值也高。

一经查询才晓得，这种鸡是集肉用、
观赏和药用于一身的名贵野味珍禽，被誉
为“野味之王”“动物人参”，具有很高的经
济价值和食用价值。经过多次实地调研，
李相军发现七彩山鸡抗病性好且易管理，
而且市场需求量大，根本不愁销路。

李相军没有过多犹豫，拿出仅有的
4万元存款，与 10多名工人一道垦荒整
地、修圈，用近两个月时间建起了 3000
多平方米的鸡舍。接下来，李相军到相
关部门申请办理了特种养殖许可证等相
关证照，创办了巫溪县吉祥如意养殖场。

一切准备就绪，李相军南下广东江
门，引进了 1000只七彩山鸡种苗，开始
了他的七彩山鸡养殖之路。

养殖碰壁学技术

最初的兴奋过后，面对1000多只“生
猛”的七彩山鸡，李相军发觉自己还是把
养殖想得过于简单了，特别是在技术方
面：山鸡放养时间、密度，饲料的搭配、分
量、喂食次数等问题，他几乎都不懂。

七彩山鸡生病后要用什么药，他也不
知道，只能采取“土办法”，在饲料里面加
入仙人掌、大蒜等物；而且七彩山鸡比起
一般家鸡来说野性十足，生性凶猛好斗，
由于并未釆取隔离措施，经常出现七彩山
鸡群斗至死的情况，鸡的健康和安全受到
严重影响；再加上饲料调配、圈舍通风和
光照不合理等问题，第一批七彩山鸡的产
蛋率、成活率都偏低。一年下来，除去成
本，李相军不仅没有赚钱，还亏了不少。

正当李相军陷入养殖困境之时，巫
溪县农业农村委、巫溪县农广校了解到他
的情况后，推荐他参加新型职业农民畜禽
养殖培训。李相军通过培训学习和外出
考察交流，一方面，弥补了他在七彩山鸡
养殖技术上的不足，对如何依托天然林地
科学地开展绿色生态循环养殖，以及如何
管理、如何销售七彩山鸡，有了比较清晰
的思路；另一方面，获得农村无息贷款的
政策扶持，又让李相军看到了事业腾飞的
希望。李相军重新筹集了资金，对原来的
养殖场地更加科学规范化地进行了改扩
建，将所学的新知识应用到养殖实践中，
并不断加以总结，逐渐从一名“愣头青”变
成了养殖七彩山鸡的“土专家”。

门外汉成“土专家”

根据七彩山鸡的习性，李相军选择在
排水干燥、背风向阳的地方修建鸡舍，又
修建了育雏室、中育雏室和成鸡网舍，采
用自创的“仿生养殖”方法养殖七彩山鸡。

虽然是圈养，但他给七彩山鸡提供
了宽敞的运动场所，保证其一天的运动
量，这得益于巫溪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
可以让圈养的七彩山鸡达到散养的生长
水平，再加上科学的饲料配比和严格按
照规范执行的家禽防疫程序，使他的七
彩山鸡不仅品质上跟野外山鸡没有什么
区别，而且更加安全和健康。

饲料方面，以青草、南瓜、萝卜等青饲
料为主，并搭配适量的高蛋白精饲料、微量
元素，实现均衡喂养，产蛋率、成活率和生
长速度大大提高。这样养出来的七彩山鸡
和产下的山鸡蛋味道鲜美、营养丰富。

为了避免七彩山鸡因好斗而出现损

伤，李相军给鸡戴上“鸡眼镜”。为了保
证鸡肉的质量，李相军并不像其他圈养
一样频繁喂食，而是模仿七彩山鸡在野
外的生长规律，小鸡一天喂食4次，成鸡
除了每天一早一晚在鸡舍中喂养外，其
余时间都让其在附近开阔地活动，虽然
延长了出栏时间，但大大提高了七彩山
鸡肉的品质。

通过摸索，李相军得出了 1只公鸡
配 3只母鸡的搭配方式繁殖效率最高，
产蛋质量也有保障。在育种过后，为了
保证鸡肉和鸡蛋的品质，李相军将公鸡
和母鸡分开饲养。在他的精心喂养下，
七彩山鸡的孵化成活率达到95%以上。

在七彩山鸡的排泄物处理方面，通
过系统学习培训之后，李相军也尽量釆
用了绿色生态循环的模式，将鸡粪发酵
用作青饲料和水果、花卉等的肥料，实现
了可循环的生态养殖。

七彩山鸡变“金鸡”

“七彩山鸡相比于家鸡的野性大，但
是抗病性强，耐粗饲，只要掌握了相关技
术，七彩山鸡比家鸡养殖要轻松得多。
养殖七彩山鸡占地面积小、产出高、省力
省工，只需要三四个人，就可以养殖上万

只，在巫溪以山林为主的地区，是一个可
复制性极强的产业。”谈起七彩山鸡养
殖，李相军滔滔不绝。

李相军说，一只七彩山鸡从育苗到
出栏，差不多要 10个月，虽然时间相对
较长，但是七彩山鸡优异的品质让它们
可以卖出胜过家鸡的价格。李相军靠着
3000多平方米的鸡舍，还有周围天然的
散养环境，实现年出栏七彩山鸡4万只，
年产蛋20万枚左右，不仅满足巫溪县城
的日常所需，而且还远销湖北以及广州、
上海等地，供不应求，年收入近 100万
元，纯利润20万元。通过“养殖基地+农
户”的合作模式，李相军还带动了周围农
户养殖增收。

李相军对未来有自己的展望，他说：
“现在七彩山鸡已经算作家禽，不再算是
特种养殖，入门门槛更低。未来，要把这
个产业做大做强，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七彩
山鸡养殖中来，形成上规模的特色产业
链，打造七彩山鸡肉和山鸡蛋品牌，修建
民宿，探索农旅融合，拓宽到二三产业，让

‘凤凰鸟’成为巫溪的一张亮丽名片！”
通过七彩山鸡养殖，李相军彻底完

成从一名“打工人”到“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家庭农场主”，再到“致富带头人”
的“逆袭”。

□ 彭水日报记者 廖唯

8月 3日至 6日，乌江彭水电站连续 4天成功实施
夜间时段（0时至8时）过坝通航，在乌江流域梯级电站
开工建设近二十年以来，尚属首次。

作为重庆电网最大清洁能源发电企业和500kV电
网骨干节点，乌江彭水电站在全力保障电力稳定可靠
供应的同时，积极协调电网调度、港航等主管部门，主
动增加通航时段，延长通航服务时间，全力保障乌江

“黄金水道”畅通。为保障夜航工作顺利开展，该电站
统筹安排，周密组织，全力克服夜航作业目视困难、环
境复杂、设备操作难度系数大等多重困难；开展通航区
域照明设施改造升级，保障夜间通航需求。完成船闸、
升船机等通航设备维保、技改，有效缩短船只过坝时
间。实行提级安全监护，加强通航作业安全管理，确保
过坝船只安全高效通行。

据了解，今年 1月至 7月，乌江彭水电站完成各类
船舶过坝通行181艘，创历史新高，预计全年通行船舶
数量将超 300艘。高效有序的过坝通航作业，有力促
进乌江“黄金水道”的全面复航，为流域经济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秀山

向全国征集土家织锦
非遗优秀设计作品
□ 新华网记者 王弘

8月10日，首届中国（秀山）土家织锦非遗创意产品
设计大赛启动。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征集土家织锦非遗优
秀设计作品，为非遗点亮创意火花；同时还将“非遗”与

“元宇宙”相融合，探索元宇宙在非遗行业的应用场景。
大赛共设置产品专业设计专项竞赛、服装服饰设

计专项竞赛两个单元，作品征集评选分为启动、征集、
初评、复赛、颁奖五个环节，作品征集时间于2022年11
月 1日截止。11月中旬复赛结束后，主办方将对获奖
作品进行路演、颁奖及展览展示。每个单项竞赛设置
金奖1名、银奖2名、铜奖3名，优秀奖、指导教师奖、组
织奖若干。

对于本次大赛涌现出的优秀作品，主办方将挑选10
个优秀作品，组织相关领域专家，对其后续落地打样进行
指导，并在2022年十月文创网络集市上集体亮相。

此次大赛旨在以赛事为纽带，汇聚创意设计资源，
提升非遗产品创意设计水平，搭建交流协作平台，促进
非遗成果转化，让创意找到市场，让百姓亲近土家民族
艺术，加快重庆秀山土家织锦非遗文化产业发展，帮助
广大农村妇女就业增收，助推乡村振兴战略深入实施。

本次大赛同期举行非遗元宇宙项目启动仪式，实
现非遗数字化，让非遗更好地融入现代生活。

荣昌

水稻机收率将达94%
□ 荣昌报记者 何文杰 吕华

近日，荣昌区 32万亩水稻陆续迎来成熟期，稻田
里一片繁忙的收割景象。

在安富街道普陀村，成片的水稻如金灿灿的画卷
铺开，一茬茬金黄稻穗随风起伏，一阵阵稻香扑面而
来。发出隆隆声响的收割机在稻田中穿梭，“吃”进稻
杆，“吐”出谷粒，“丰”味十足。“今年我种植了800亩水
稻，亩产量达1000斤，启用了4台收割机。以前一亩需
要四五人收割一天，现在只需10多分钟就完成了。”该
村种植大户邓永林满脸笑容说道。

清江镇竹林村，一台台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穿梭，
收割、脱粒、装袋一气呵成。“去年收割价一亩 140元，
今年下降至 120元。几乎家家户户都选择机收，省时
省力，价格也实惠。”该村村民赖学生说。

近年来，荣昌区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宜机化
整治等工作，水稻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不断提升。为
保证 32万亩水稻颗粒归仓，该区 170余台收割机全部
投入使用。同时，荣昌区农业农村委提前从安徽、河南
等地引进 400余台收割机，为广大农户提供社会化服
务，水稻收割实现降本增效。

“预计 8月下旬全部完成收割，机械化率达 94%，
节约收割成本1亿元以上。”荣昌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南岸

清理水藻 保护水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