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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7日，巫山县平安渡口，居
民、游客有序乘坐免费渡船。

与县城隔江相望的巫山县巫
峡镇南陵竹枝村，于去年底免费开
通渡船以来，沿江居民和游客进出
乡村变得更加便捷，以前乘车得花
20分钟，现在乘坐渡船只需5分钟。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王忠虎

巫山

便民渡 暖民心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湖水碧绿清澈，与蔚蓝的天空相接，
一群群飞鸟从湖面划过……2月1日，记
者来到位于垫江县普顺镇的迎风湖国家
湿地公园，观鸟爱好者刘斌正架着“长枪
短炮”，在湖边“打鸟”。

“在这片水域，我已连续两年观测到
青头潜鸭。”刘斌滑动手机相册，展示他
拍摄的照片。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保护
动物，对水质要求很高，全球仅 1500只
左右，“以前很长一段时间，迎风湖受到
污染，鸟儿也飞走了。这几年，湿地生态
功能得到恢复，鸟儿又回来了。”刘斌说。

湿地曾经生态退化
湖岸渐渐没了鸟儿身影

迎风湖本是修建于上世纪 70年代
的一座小E型水库，兼具了灌溉、饮用、
防洪等功能。

刘斌打小在普顺镇长大，在他儿时
记忆中，迎风湖曾经经常能看到各式各
样的飞鸟，“一到秋冬之交，就有大批雁
鸭类冬候鸟飞来过冬，迎风湖也被老一
辈称为‘老鸹凼’。”

然而，从上世纪 90年代起，不少农
户开始在水库养鱼，“高峰时期，密密麻
麻的网箱遍布湖岸。”刘斌说，养鱼污染
了水体，也让周围植被遭到破坏，渐渐
地，湖岸四周再也没了越冬候鸟的身影。

转机出现在2009年，迎风湖被纳入
国家湿地公园试点建设，当地政府启动
了湖岸湿地修复工程，通过科学配置植
物群落，打通水系鱼道，最大限度修复湖
滨湿地生态，强化迎风湖生态屏障功能。

镇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村民
自觉拆除网箱围汊。面对村民的不理

解，干部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一趟不
行，就跑两趟、三趟……直到将800多口
养鱼网箱全部拆除。

整个湿地修复持续了整整七年。
2016年，迎风湖重现山青水绿的美好景
象，正式获批为垫江县第一个国家级湿
地公园。

筑牢湿地屏障
迎风湖成为鸟儿天堂

迎风湖紧邻金华山，湿地公园范围
内就拥有2600多亩林地，这些山林是鸟
类栖息繁衍的重要场所。“山水林田湖是
一个生命共同体，守好山、育好林、净好
湖、护好鱼都是筑牢湿地生态屏障的重
要组成部分。”普顺镇镇长何维权说。

2020年，他们将湿地公园纳入封山
育林区，开展低效林改造、人工造林等。

“不同于普通的营林、造林，我们在提升
湿地生态屏障功能的同时，还兼顾了景
观打造，使整个迎风湖更加宜人宜游。”
何维权说。

高海拔地区以针叶林为主，当地依
托生物防治和人工干预，加大对松材线
虫等疫病、疫木的防治清理，对枯死的患
病马尾松及时处理，做到发现一棵、清理
一棵、定位一棵，有效降低了疫病疫情的
扩散。

在低海拔地区，则因地制宜栽种了
美国红枫、彩红杨、落雨杉等景观树，形
成针阔相交，林相季相丰富多变的景观
林，打造出“春花、夏荫、秋色、冬景”的森
林景象。

“现在的迎风湖已成为鸟类的天
堂。”刘斌说，这几年，他在岛上观测到
的鸟类就有 20余种，数量最多时有好
几千只。

好生态带动乡村游
返乡游子不走了

良好的生态也让迎风湖成为垫江乡
村旅游的网红地，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踏
青、游玩。

刘斌的另一个身份就是迎风湖农家
乐的老板。这个春节，他一天就要接到十
几通预订电话。迎风湖的蜕变带旺了他
的生意，农家乐年纯收入达五六十万元。

“依托迎风湖的自然生态，我们正
大力发展康养民宿游。”何维权告诉记
者，这几年，他们争取到相关扶持资金，
对 8公里环湖路面进行了油化，打通了
从迎风湖通往金华山的旅游通道，以迎
风湖为核心，布局了果园、度假村等旅
游项目。

去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黄仁权回来
了，一口气投入500多万元，在金华山上
流转了 300多亩土地，打造避暑养生度
假区，下个月即将开门迎客。十余栋由

土家农房改造而成的民宿错落有致，并
在装饰中融入了各种农耕元素，以唤醒
游客的乡愁记忆。

“生态好了，发展旅游大有可为。”在
福建打工的黄吉祥过完年后也决定不走
了。他同样看好镇里的旅游前景，打算
在金华山上打造一个烧烤、露营基地。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去年以
来，迎风湖国家湿地公园良好的生态环
境已陆续吸引20多名青壮年返乡创业，
寻找致富机遇。“迎风湖是普顺的自然瑰
宝，只有保护好它，发展才可持续。”何维
权说，为了解决乡村旅游的污染问题，他
们在环湖周边修建了污水处理系统，采
取管网收集、集中式处理的方式对各类
生活污水进行统一处理，绝不让一滴污
水流入迎风湖。

□ 华龙网记者 岳芷亦

推动乡村振兴，产业是根本，全面深
化农村改革是关键。

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推动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要效益；发展新型农村集体
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
……”如何在轰轰烈烈的乡村建设中，找
到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新路径？

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就通过扎实推
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
东”的“三变改革”，在龙头企业的带动
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从农产品生产、农
产品加工到农业观光体验的全链条发展
模式，走出了强村富民、产业融合发展的
现代农业新路。

点“土”成“金”
“三变改革”盘活集体资源

在黄庄村的高粱产业园内，“全国高
粱绿色高质高效行动万亩片”的标识牌
十分醒目。当前，这里正推进万亩高标
准农田建设，已完成土地宜机化6000亩，
采用“油菜+高粱”轮作经济模式，打造油
菜、高粱标准化机械化生产示范基地。

“江小白酿造选用的两大优质高产
高粱品种就来自黄庄。”江记酒庄相关负
责人介绍道，如今产业园内规模化种植
的金皮糯1号、晋渝糯3号具备对抗倒伏
和病害、株型矮、适合机械收割、品质高、
产量高等特性，平均亩产350公斤，是江
小白旗下高粱酒“三五挚友”的独家供应
原料。

回溯到2017年以前，彼时的黄庄还
只有几百亩的高粱种植规模，全村产业
发展面临土地分散、农村劳动力不足、浅
丘地带种植效率低、土地资源利用不充

分等系列问题。
大力推行“三变改革”成为了黄庄优

化一产、链接二产、融合三产、强村富民
的“破题”路径。

在联合市、区农业农村委进行土地
宜机化整治的基础上，黄庄的“三变改
革”通过“党支部+龙头企业+合作社+村
民”的模式，在全区率先开展村集体资产
清产核资，推动村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
改革，以江记酒庄每年上万吨高粱需求
量为市场支撑，组建黄庄村股份经济合
作联合社和 6个农业专业合作社，组织
发动810户2469名村民以2676.5亩土地
折价入股成为农业专业合作社股东。

当地还积极引进宜地化农机，开展
社会化服务，以农业机械化、绿色防控等
技术为抓手，有效推进生产要素合理配
置，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竞争力，进一步
壮大集体经济发展。

入股即赚
新“四金”农民尝到甜头

激活农村“沉睡”资产的同时，“股
东”这一身份也让村民们尝到了“酒经
济”和集体经济发展的甜头。

“‘三变改革’有效盘活了黄庄的农
村集体土地资源，也构建了与农户之间
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改革成效显著。”
黄庄村党支部书记刘恒均表示，集体经
济发展、特色生态农业发展带来的“真金
白银”让农户们有了积极性与盼头。

一方面，黄庄村专业合作社通过与
江记酒庄合作，对油菜、高粱实现保底价
收购，由企业开展酿造蒸馏、分装生产、

品牌塑造、渠道分销等，确保产品有销
路，农民有效益。在这一模式下，村集体
经济通过参与高粱、油菜生产经营，每年
实现营收约40万元。

另一方面，入股农户可以享受四份
收入，亩均分红增收达1000元左右，一是
江记酒庄（江小白）固定分红 300元/亩，
二是合作社保底分红 400-600元/亩，三
是合作社二次分红约 100元/亩，四是农
户务工收入 100元/亩，真正成为土地入
股享有“股金”、保底分红享有“红金”、发
展产业赢得“现金”、就近武功获取“薪金”
的新“四金”农民。

黄庄村5组村民周国祥就是这样一
位新“四金”农民。“我用4亩多土地入股
村合作社种油菜、高粱，在自家地里干活
每年还能赚近4000元钱，到年底还有分
红。”周国祥高兴地说。

农旅融合
推动生态增值变现

“三变改革”同样激活了黄庄农旅融
合的“一池春水”。

“通过土地变股权，整个黄庄实现田
园变游园，农产品变旅游商品，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刘恒均说。

伴随着油菜的规模化种植，目前黄
庄村已成功举办七届金色黄庄菜花旅游
文化节，成功举办“2023重庆市乡村村
晚大联欢活动暨江津区永兴镇黄庄村村
晚活动”，每年吸引游客 20余万人。在
乡村旅游的带动下，黄庄村集体经济利
用河流、道路经营权购置游船和观光自
行车等，每年稳定营收达20万元。

为进一步拓展乡村多元价值，提亮
三产，近年来，黄庄村联合江记酒庄，围
绕“江小白·金色黄庄”农旅融合项目，
着力打造了全市首座农科文化主题乐
园——大地乐园、“江小白的一亩三分
地”两大功能分区。

大地乐园以四个不同农科主题的大
型展馆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VR、
AR等互联网前沿技术，通过沉浸式互动
项目打造出农业趣世界。江小白的一亩
三分地则是基于本地高粱产业基础，为
所有热爱田园生活的人打造的生态体验
式农庄。

目前，该项目已建成大地艺术馆、大
地食堂、大地酒馆、蜗牛菜地、乡村体育
场、四大农科文化主题场馆，形成集农业
科普、亲子研学、农业体验为一体的乡村
旅游综合体，成为实现当地乡村现代化
和新型城镇化联动发展的一种新模式。

“我们将以建设江津区‘乡村会客
厅’为标准，通过文化创意促进农业和文
旅行业的深度融合，推动生态增值变
现。”刘恒均表示。

永兴镇黄庄村的强村富民发展之路
是江津区全面深化农村“三变改革”的一
个缩影。2022年江津区在 46个试点村
开展农村“三变改革”，累计确定 104个
试点村。截至目前，累计整合各级财政
资金 10894万元，撬动社会资本 7802万
元，盘活农村土地 26万亩，盘活集体资
产 2.9亿元，带动 30万农民股东人均增
收 0.15万元，最大限度地激活了“人”

“地”“钱”“自然风光”等资源要素，促进
了农民增收、生产增效和生态增值，跑出
乡村振兴“加速度”。

青头潜鸭重回迎风湖
生态变好旅游有前景，垫江不少青壮年返乡创业

近年来，垫江迎风湖湿地生态持续向好。（垫江县委宣传部供图）

江津：“三变改革”打通强村富民路

近日，记者在丰都县青龙乡大河场人居环境项目
现场看到，曾经老旧的民房已经全部被撤除重建，入眼
的是一幢幢漂亮的砖瓦房。不少工人还在修建庭院和
凉亭，铺设石板路，现场一片繁忙景象。

“以前我们这里的房子都是些土房子，现在房子修
好了，路也弄好了，停车场也有了，环境变好了，大家都
非常满意。”大河场村六组村民黄柱华说。

据了解，大河场人居环境项目总投资350万元，受
益农户 308户 1022人。建设内容包括土建工程、植物
配置工程和管网工程，目前已经完成长廊修建、污水管
网改造、太阳能路灯安装等基础设施建设，预计今年2
月底可全面完工。

“该项目还将通过以工代赈的方式，积极组织邻近
村劳动力参与项目建设，发放的劳务报酬比例不低于
本项目市级资金的 10％，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激发村
民建设家乡的积极性。同时，将大幅度提升村民生活
品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青龙乡党委副书记范灿说。

丰都

改善人居环境 乡村焕发新颜
□ 丰都日报记者 陈芷琦

1月 31日，记者在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
植基地看到，村民在忙着开挖沟渠、翻耕土地、移栽秧
苗……现场一片繁忙，处处生机勃勃。

据悉，大中村是重庆中心城区最主要的蔬菜种植
基地，每个季节都有蔬菜供应重庆市场。近年来，大中
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大力调减低效作物种植，扩大早
春蔬菜等高效作物种植面积，目前早春蔬菜种植已成
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一个好抓手。截至目前，大中
村已种植早春蔬菜 3500余亩，预计在 4月初就可以陆
续上市第一茬蔬菜，可为村民带来收入约7000万元。

此外，大中村蔬菜种植基地还培育有茄子、辣椒等
各种秧苗，除了村里自种以外，秧苗还大量销往市内各
区县以及贵州、四川等地。

据大中村党总支副书记廖浚沅介绍，今年，大中村
育有秧苗5000万株左右，产值达3000余万元。目前秧
苗销售情况非常不错，给新的一年开了个好头。

抢农时 忙春种

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植基地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植基地。。
巴南日报巴南日报记者记者 方霞方霞 摄摄

□ 巴南日报记者 袁启芳 罗莎 方霞 何龙飞

1月 31日，云阳县首趟返岗务工专列在郑渝高铁
云阳站开行，167名务工人员乘坐G1534次高铁专列踏
上返岗复工旅途。

据了解，这是郑渝高铁云阳站开通后，云阳开行的
首趟返岗务工“直通列车”，将通过“点对点”返岗送工
方式，把外出务工人员从家门口“一站直达”厂门口。

为保障务工专列顺利开行，云阳县人力社保局、交
通局与郑渝高铁云阳站组建党团员志愿服务队，在进
站、候车、检票等环节开辟绿色通道，为乘坐专列的务
工人员提供专门的指引和咨询，并向务工人员提供乘
车补贴和返岗“大礼包”。

“考虑得真是周到，不仅组织专车，还为大家准备
了牛奶、水杯、面包等旅途食品用品，让我们真切感受
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外出务工人员刘小英说。

据介绍，今年云阳县返乡务工人员有21万人，目前
已有11万余人外出务工。接下来，云阳县将持续摸排返
岗出行需求，通过“点对点”一站式为有返岗出行意愿的
农民工提供包车、包列、包机等服务，确保农民工应出尽
出、应返尽返。同时，加强农民工技能培训、岗位推荐、权
益维护等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促进农民工就业增收。

云阳

赴沪首趟返岗务工专列开行
□ 华龙网通讯员 李歆宇 王月园

眼下，正值沃柑收获的季节，潼南区别口镇科郎村
集体经济种植的沃柑也迎来了最佳采摘期。连日来，
村民们抢抓农时，利用晴好天气全力采摘。

记者在别口镇科郎村沃柑种植基地看到，翠绿的
果树错落有致地遍布于道路两旁的地里，黄澄澄的果
子缀低了枝头，村民们背着背篓，穿梭林间忙采摘，脸
上满是丰收的喜悦。

朴实无华的果子经过分拣、装箱、称重后，成为一箱
箱精致的水果礼盒，准备运往各大电商平台进行销售。

“我们村种了500多亩沃柑，今年是第一年丰收，预
计产量能达到20吨。”科郎村综合服务专干邹政权介绍，
去年基地的沃柑已试挂果，今年夏天受了点干旱，但是口
感完全没受影响，第一批已运出500多箱，反馈良好。

据了解，科郎村位于山高坡陡，资源贫乏，耕地面
积仅 2368亩，曾是典型的贫困村。2017年，该村成立
经济联合社，大力发展沃柑、蜂糖李、桃子等优质水果，
种植面积 2000余亩，并日益完善灌溉设施、产业步道
等基础配套，吸引了众多村民抱团发展绿色产业。

“我在这里工作三年了，今年大丰收，果子产得最好。”
村里发展集体经济，最受益的就是群众，科郎村村民胡天
碧就是其中一员。今年70岁的她和老伴流转了自家3
亩多土地，在基地务工管理果树，年均增收5000余元。

潼南

沃柑变身“致富果”农民增收喜开颜
□ 潼南报记者 罗昌泽 刘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