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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报记者 张雪

登记、签字、发放分红……日前，荣
昌区清江镇河中村村民欢聚一堂，分享
今年上半年的收获。得益于集体经济产
业强劲发展势头，河中村今年已累计收
入近13万元。

“能过上如今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
的好政策。”见证了河中村的一点一滴变
化，村民陈孝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道
出自己的想法，“上什么项目、怎么发展，
大伙儿一起商议、一起干，我对河中村产
业前景很有信心。”

陈孝良口中的“好政策”，正是该村
实施的“三变”改革。

2018年，河中村搭乘“三变”（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
试点的“东风”，围绕“‘三变’+农旅”融合
发展主线，探索出了“三变改革+十股”的
利益联结模式，以土地入股、房屋入股、
基础设施入股等10种股权方式，既让村
民在自家土地上领工资、在多种渠道中
取得效益，也为企业入驻乡村提供了新
方案。

吃过晚饭，村民们不约而同来到河
中岛“稻田艺术剧场”，或伴随音乐跳起
广场舞、或携手漫步林间小道，幸福溢于

言表。
“而两年前，这里仅是一片寂静的稻

田，除了农忙时节，很少有人过来。”陈孝
良由衷感慨道，“现在经过村集体的打
造，稻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开放的人
文空间，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设施齐全，
大家都把这里当成集体活动的中心。”

这样的改变，还得从稻田旁的民宿
说起。

顺着陈孝良手指的方向，记者走进
一栋红色建筑——“稻里趣筑”民宿，新
修的楼房干净明亮，客房内各种基础设
施一应俱全，院坝里种满了各种花草，
受雇村民力良华正在给植被修剪枝条、
浇水。

“今天有个企业来搞团建，6间房全
都预订完了，我得赶紧把房间收拾出
来。”力良华带着记者来到二楼的客房，
一边介绍，一边整理房间。她表示，仅
这个月，民宿预订加上定餐，营业额达 8
万元。

河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仕友告诉记
者，“三变”改革过程中，河中村探索运用

“保底+分红”的方式，鼓励村民用闲置房
屋入股，村集体出资装修后再招商运
营。“稻里趣筑”民宿就是其中之一。

李仕友说：“‘稻里趣筑’民宿曾是闲

置农房，几年前，屋主雷久亨以闲置房屋
20年使用权，折价10万元入股村集体民
宿项目，每年保底分红5000元。”

随着民宿的开业，一旁的稻田也跟着
热闹了起来，修建人行便道、凉亭廊道……

“稻田艺术剧场”应运而生，实现了集体
有收入、村民有分红、乡村有人气的多方
共赢。

“‘稻田艺术剧场’的修建，不仅是为
了方便村民，更是为了引来游客，留住游
客，从而走上以旅兴农的集体经济发展
之路。”李仕友指着“稻田艺术剧场”上巨
大的蝴蝶标识说，“就像这个，几乎每位
来此的游客都会与这只蝴蝶合影，它也
成为河中村旅游的又一张‘名片’。”

民宿产业，只是河中村发展集体经
济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中村还利用
岛上资源，组织村民大力发展枇杷、桂圆
等水果产业，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为产业发展助力。

“从前村民销售枇杷、桂圆，大多靠
肩挑背磨运出去，或者由商贩统一收购
外销，虽然产量高，但效益却一般。”李仕
友说，“如今，村集体投入资金，不断完善
配套设施、申报绿色产品认证、设计统一
包装，既方便产品‘走出去’，又帮助游客

‘引进来’。”同时，河中村还把村民组织

起来，举办水果采摘节等活动，擦亮农旅
融合发展名片。目前仅是发展水果产
业，便能带动村民每年增收 90余万元，
村集体增收2万元。

这样的“甜头”还有不少。如河中村
采用运营与固定资产投资剥离的发展模
式，将河中岛广场、草坪等景观设施使用
权入股，引进北京道可道团队合作发展
农耕研学项目，实现每年分红收入 3万
元；集体经济融资 20万元，入股重庆百
合益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共同生产、开发
旅游纪念品，约定村集体每年保底收益
4.8%，利润分红不少于3.6%……

在“三变”改革的引领下，河中村盘
活了“闲置资产”，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先
后成立了荣昌区河中岛旅游开发有限公
司、荣昌区河中村产业经济发展协会、重
庆河中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三才
土地流转股份合作社等，发展了旅游开
发、土地流转、民宿经营等多个项目。去
年，该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

如今，放眼河中村，果园里棵棵果
树正养精蓄锐等待硕果丰盈，平整连
片的高标准农田里高粱正随风起舞，
干净整洁的乡村小道与一个个生机勃
勃的产业相衬，处处激荡着农旅融合
的铿锵鼓点。

荣昌：“三变”领航 激活村集体经济“一池春水”

□ 万州时报记者 尧华燕

红实缀青枝，果香飘满山。时下的万州区铁峰乡吉
安村，3000亩杨梅陆续成熟，游客们纷纷前来采摘尝鲜。

“今年杨梅挂果喜人，预计产量有 50万公斤。”杨
梅基地有关负责人钱海敏喜滋滋地告诉记者，山上的
这片杨梅是2010年宁波对口支援万州时种下的，选址
于灾后治理的虎头寨滑坡山体，栽种面积3千余亩。

经过10余年的发展，杨梅产业如今已成为吉安村富
民兴村的支柱产业。近年来，依托虎头寨地处万州、开州
和云阳交界处的地理优势和高速路交通便利优势，吉安
村大力发展观光采摘游，走上了农旅融合发展之路。

“这几天杨梅陆续成熟，采摘的游客也越来越多，
最多的时候一天达3000人次。”钱海敏告诉记者，每年
6月初是杨梅成熟的季节，来自万州城区和周边区县
的游客纷至沓来，体验初夏的美味和采摘的乐趣。

据介绍，虎头寨杨梅产业基地每年支出土地流转
和务工费100多万元，不仅壮大了村集体经济，还常年
解决4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在旅游旺季时提供季节性
务工岗位80余个，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增收。

近日，在位于云阳县的重庆三峡
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
人在进行生产作业。该企业通过中
药材资源建设，带动库区发展中药材
种植面积10余万亩。

据了解，近年来，围绕生态优先、
绿色发展的主旋律，地处三峡库区腹
地的云阳县积极探索绿水青山向金
山银山增值转化的实现路径，走出了
一条产业融合创新的高质量发展新
路子。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5月 28日，2023年马铃薯绿色高效
轻简化技术现场观摩会在巫溪举行。当
天，来自全国各地以及全市14个区县的
60名专家学者和农技工作人员，随机抽
取面积不小于45平方米的两处田地进行
马铃薯测产。测产样点为马铃薯新品种
冀张薯12号、沃土5号及渝马铃薯5号。

测产结果显示，沃土 5号亩产最高
达 3926.98公斤，商品薯率达到 91.1%，
巫溪春马铃薯又将迎来大丰收。

近年来，地处秦巴山区腹地的巫溪，
克服了丘陵山区种植技术落后、脱毒种
薯普及率低、质量不高、病虫害防控技术
缺乏等难题，筛选优质高效的品种，推广
脱毒马铃薯种薯技术、测土配方施肥技
术、地膜栽培覆盖技术及数字化预警晚
疫病统防统治技术，实现常年播种马铃
薯面积36万亩，鲜薯年产量52.25万吨，
年产值达9.4亿元。

年产马铃薯优质种薯10万
吨以上

从中心城区出发，驱车 5个多小时
才能到达大山深处的巫溪县城。夏日午
后，大宁河畔的小巷店铺里飘荡着沁人
心脾的香味。

“洋芋焖饭、洋芋丝汤、香煎洋芋，还
有全洋芋宴，做不出几道拿手的‘洋芋
菜’，不敢在巫溪开店。”大宁古城内，一
家餐饮店厨房里，厨师端出的清炒洋芋
丝香气扑鼻。

“巫溪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
这是曾经在巫溪广为流传的自嘲段子，
如今却恰如其分地道出了当地人对马铃
薯的喜爱。

山高坡陡的巫溪，山里大部分区域
只有“巴掌田”“鸡窝地”，但立体地貌及
气候适合马铃薯种植。马铃薯也曾是当
地村民最主要的食物来源之一。

不过，连续种植容易导致马铃薯品
种退化，还容易暴发俗称“马铃薯瘟”的
晚疫病。2009年，巫溪启动脱毒马铃薯

“原原种”生产基地建设，着手破解种子
和种植难题。

10余年来，来自重庆大学、西南大
学、厦门大学、重庆市马铃薯工程中心、
中国农科院，以及比利时的专家往来于
文锋镇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中心，助力
巫溪接连在新品种育种、茎尖脱毒、病毒
检测、试管苗组培快繁、无土栽培、水肥
药一体化、病虫害防治、脱毒种薯标准化
生产、智能仓储等关键环节取得突破。

如今，巫溪拥有西南地区最大的马
铃薯微型种薯生产基地。几天前，当地
无土栽培生产的 260万粒马铃薯“原原
种”再次迎来丰收。

目前，巫溪每年可生产脱毒马铃薯
试管苗 2000万株、“原原种”6000万粒、
马铃薯优质种薯10万吨以上。

马铃薯逐渐成为巫溪第
一大粮食作物

夏日黄昏，夕阳在巫溪尖山镇大包
村洒下一片金黄。夕阳下，村民孟林还
在自家地里忙碌着，“今年种了 10亩洋
芋，亩产能有3500斤，1斤1块3角钱，能
有4万多块钱收入。”

忙着手里的活，孟林也关心着 2023
年马铃薯绿色高效轻简化技术现场观摩
会，“手机上一直看着，说沃土 5号测出
亩产7800多斤，明年准备搞点来种起。”

孟林的田地一侧，村民赵定翠也在
地里忙碌着，俯身、挥锹、翻土，动作一气
呵成。不一会儿，地里就堆满了个头饱
满、颜色金黄的马铃薯。

“今年种得不多，两亩多地，能卖
8000多块钱。今年价钱高，早晓得我多
种点。”汗水滑落脸颊，赵定翠脸上却绽
放着笑容。

大包村村民委员会综合服务专干彭
厚苇告诉记者，村里今年种植马铃薯
3000余亩，总产量超过900万斤，总产值
能达到 1000多万元，村民户均增收约
2000元。

“区域发展、种薯先行、科技兴薯、龙
头引领。”巫溪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巫溪坚持把马铃薯作为全县重点产
业进行培育，实施“品种繁育、基地建设、
品牌营销、技术创新”等举措，在海拔
800至 1200米的尖山、文峰、朝阳、塘坊
等乡镇设置 5万亩马铃薯核心种植区；
在古路、上磺、通城等乡镇设置5万亩马
铃薯拓展种植区；全县其余乡镇设置 10
万亩马铃薯种植辐射区，推动马铃薯逐
渐成为全县第一大粮食作物，实现了马
铃薯从“救命薯”“温饱薯”到“脱贫薯”

“致富薯”的转变。

以马铃薯为突破口促进
产业融合发展

5月29日，巫溪凤凰工业园区内，重
庆绿盛源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盛
源食品”）的鲜食生产线上，一颗颗马铃
薯正被切丁、切片、切丝。

绿盛源食品是巫溪农业产业化市级
龙头企业，围绕马铃薯加工建成了 3条
生产线，即以“洋芋丝、洋芋片、洋芋丁”
为主的鲜食生产线 1条，以“巫溪洋芋”
干制品为主的脱水生产线 1条，以洋芋
面条为主的精品生产线1条。

如今，像绿盛源食品这样的马铃薯
加工企业，巫溪共有12家。这些企业研

发、培育以马铃薯面条、馒头等主食为
主，薯条、薯片等休闲食品为辅的加工
业，建成年产两万吨马铃薯、红薯淀粉、
1000吨粉丝的自动生产线，产品畅销湖
北、陕西、四川等地。

巫溪还将新建马铃薯加工产业园，
开发巫溪洋芋薯片、曲奇饼干、巫溪洋芋
酥（洋芋派）、巫溪洋芋焖饭等深加工产
品。同时，延伸产业链条，不断开发新菜
品，如马铃薯面包、豌豆疙瘩马铃薯饭等
新菜品。

巫溪美食协会还组织县内厨师研发
完全以马铃薯为食材的“巫溪洋芋宴”，
包含马铃薯丸子、葱香马铃薯羹等22种
菜肴。

2022年，巫溪又创建了马铃薯现代
农业产业园，探索做长马铃薯产业链，带
动休闲食品、预制菜等绿色工业，以马铃
薯为突破口促进产业融合发展。

不仅如此，继2020年入选首批中欧
互认中国地理标志产品后，巫溪马铃薯
还通过冷链直接出口东南亚，从大巴山
深处走上了世界餐桌。

上半年重庆文旅消费数据报告发布

渝北居旅游目的地“榜首”
□ 上游新闻记者 宋剑

6月10日，“2023智汇文旅创新发展论坛”在重庆师
范大学举行。论坛上，重庆师范大学与携程集团共同发
布的《2023年上半年重庆文旅消费数据报告》显示，
2023年来渝在线旅游用户中，四川人最多，90后最多，
男生占比更高，渝北区位居重庆旅游目的地第一位。

在线旅游指的是通过网络的方式查阅和预订旅游
产品。该报告显示：除重庆本地游客以外，在线游客人
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来自于四川、广东和上海；国外游客
排名前三的为泰国、新加坡和日本。

其中，来渝旅游的90后最多，占比32.51%，80后其
次，占比 25.25%。男性游客人数占比 57.11%，高于女
性游客人数。

来渝旅游的在线游客中，旅游目的地排名第一的
是重庆市渝北区，其次是渝中区和沙坪坝区。渝北区
同时也是次均旅游消费排名第一，次均消费332元。

在重庆热门旅游景点排名上，长江索道游客最多，
占比 22.79%，其次是重庆动物园、重庆欢乐谷和武隆
天生三桥。

当日，重庆师范大学与携程集团共建的“智慧旅游
数据研究院”在论坛上揭牌。该研究院开展行业前沿
文旅数据科学研究与实践，定期发布行业相关数据报
告，打造国内领先的文旅智库，为推动重庆文旅产业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提供科学支撑与智力支持。

渝中

打造专业戏剧体验空间
□ 渝中报记者 李一

6月9日，“拾级而上 自由之第 拾楼准有戏”新型
城市戏剧空间——拾楼戏剧空间开业暨市话剧院下半
年演出计划新闻发布会在渝中区举行。

拾楼戏剧空间是市话剧院重点打造的面向市民的专
业戏剧体验空间，观众既可欣赏话剧，也可阅览戏剧图
书、购买文创产品、品尝美味咖啡等。市话剧院市场开发
部经理、拾楼戏剧空间运营经理胡蝶介绍，拾楼戏剧空间
致力于营造开放、包容和多元的戏剧艺术氛围，市话剧院
也会努力将其打造成话剧艺术爱好者的聚集基地、都市
青年群体的戏剧体验基地和少儿戏剧艺术的培训基地。

据了解，拾楼戏剧空间作为专业的戏剧体验空间和
城市公共文化服务空间，以“拾级而上 自由之第”为发
展理念，包括“自由之演”“自由之境”“自由+”三大板块，
分别对应拾楼戏剧空间场地和戏剧艺术科普实际，开展
小剧场戏剧演出、公共艺术活动、独立商业项目。

在“自由之演”板块中，拾楼戏剧空间将周周有演
出，包括拾楼青年戏剧孵化营之青年戏剧展演季、拾楼
青年戏剧孵化营之素人行动计划、市话剧院小剧场话剧
展演季暨川渝话剧双城记、重庆大学生毕业大戏展演季
等，贯穿全年。在“自由之境”板块中，拾楼戏剧空间将
开展剧院开放日、剧本朗读、戏剧沙龙、专题讲座等文化
艺术活动。在“自由+”板块中，拾楼戏剧空间将不断开
发文创产品，引入多元商业业态入驻，开展全国小剧场
话剧展演季、儿童戏剧节、精彩成果特别展示等活动。

□ 垫江日报记者 王俊杰

6月9日，记者在垫江县永安镇中峰村德隆花椒种
植基地看到，漫山遍野的花椒树上，挂满了颗粒饱满的
青花椒，村民们忙碌在花椒地里剪枝条、打包、搬运……
呈现出一派火热的丰收景象。连日来，垫江县 4万亩
花椒相继开始采收，预计今年鲜椒产量达11400吨，产
值8600多万元。

近年来，该县农业农村委统筹安排“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中央农业生产发展”和“市级农业产业发
展”等项目资金，加强了花椒种植基地基础设施、贮藏
加工等环节建设扶持力度，全县共建设花椒冷藏库
4000立方米，烘干设施设备 80余套，日加工（烘干）鲜
花椒达 200吨，为优化花椒上市时间、实现错季销售、
增加花椒的附加值发挥了重要作用，提高农民组织化
程度和抗市场风险能力。

此外，垫江县积极组织县内外花椒生产专家、行业
技术能手加强技术培训和指导，大力推广花椒矮化密
植、主枝回缩短截、采收与修剪相结合等技术，花椒产量
大幅度提高。同时，该县大力开展“三品一标”认证工
作，让花椒生产经营者逐步树立“品牌就是竞争力”意
识，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申请注册商标，推动垫江花
椒进行品牌化销售，不断唱响垫江花椒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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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千亩杨梅缀枝头

推广脱毒马铃薯种薯、测土配方施肥等技术，亩产最高达3926.98公斤

巫溪绿色马铃薯走上世界餐桌

6月1日，巫溪县薯光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马铃薯脱毒种薯繁育中心，农户正
在收获小马铃薯，这些小马铃薯是用马铃薯脱毒试管苗培育出来的“原原种”。

重庆日报记者 刘旖旎 实习生 杨涵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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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增“绿”经济添“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