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红岩坡蜂糖李：产自国梁镇
三凤村红岩坡，国梁籍成功人士
返乡创业，流转土地500余亩发展
特色水果种植，这里的蜂糖李个
大汁多。

红岩血橙：果大皮薄，入口脆
嫩化渣，汁多味浓，色、香、味于一
体，品质极优，深受消费者喜爱。

阳光青花椒：产自国梁镇阳
光村。总面积650亩，年产值300
万元，每年带动就业近万人次。
主要品种为“九叶青”，具有粒大
色青、麻鲜味美之特点。

云路·凤池酒：选用纯粮酿
造，采用经典工艺，口感细腻，香
气浓郁，回味悠长，是品尝美食的
最佳搭配。

鱼蛙生态米：产自国梁镇生
态稻田，颗粒饱满、色泽光亮、米
香浓郁、绿色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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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梁镇位于大足东北部，
诞生了革命先烈饶国梁、红岩
村女主人饶国模、大足本地第
一位共产党员赵庆提等杰出人
物，建立了大足第一个地下党
组织，是全区红色文化资源厚
重的区域之一。

近年来，国梁镇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中央、
市委各项决策部署和区委、区
政府工作要求，聚焦全区做靓
享誉世界的文化会客厅、建强
链接成渝的“两高”桥头堡目标
任务，坚持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成功探索建立
大足区首个镇政府主导的依托
基层供销社的村级集体经济股
份化合作平台，经验在全区七
个镇街扩面推广；深入挖掘革
命文化，策划实施“大有田园”
项目，成功创建国家级AAA景
区，项目核心景点——饶国梁
纪念馆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被
市关工委命名为“全市关心下
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创建
“全市休闲农业和美丽乡村示
范村”1个、“重庆市乡村治理示
范村”1个；被评为“重庆市第三
批乡村振兴示范镇”“重庆市乡
村振兴示范产业镇”“重庆市基
层治理（平安和法治建设）重点
镇”“重庆市设计赋能乡村振兴
示范镇”。

深秋时节，在国梁镇三凤村红岩
坡上的“康养李园”蜂糖李种植基地
内，10多名群众正在给李子树除草、
施肥、修枝、整形，一片繁忙景象。

“我就在附近住，每天都来李子
园务工，一天有 60元的收入，一个月
至少有 1800元，活路轻松离家也近。
哪个想得到，以前的荒山坡坡，如今
通了公路，我们还可以在这里打工挣
钱！”正在修枝的何大爷说。

“康养李园”位于红岩坡顶，是国
梁镇AAA景区“大有田园”景区拓展
区之一。该园业主雷某投资500万余
元，建立以生态水果种植为基础产
业、以康养休闲为主导产业的现代农
业观光园区。共流转土地近 500亩，

种植贵州“蜂糖李”15000株、“五月
脆”1000株。成功注册大足区雨田果
树种植合作社、“中国蜂糖李”网络域
名和“雨田蜂糖李”商标。周边道路、
水、电、气、讯等配套设施基本完善。
建成扶贫路“双吴路”5.2公里，完成道
路两旁人居环境整治工程，栽种樱花
近万株。

该园种植基地的务工人员都是
附近群众，务工费用每人每天50-60元，
基地建设以来已支付劳务费用 30余
万元，有效增加了当地群众收入。

“这种又大又红的果子最甜最
好吃，大家都挑好的摘。”村民们在
红岩坡山顶李子园内劳作的同时，
山腰的血橙采摘园迎来了当天第二
批采摘的客人，业主韦大姐一边热
情地招呼大家，一边熟练地挎上袋子
走进果园。

韦大姐的家就在红岩坡的山腰，
几年前她和丈夫回到家乡，承包了
100余亩土地，种上血橙。如今已有
50亩血橙已进入产果期，因果子口
味好，韦大姐家的血橙采摘园在当地

小有名气，每年的果子基本上都销售
一空。

隔着韦大姐血橙采摘园一道山
梁的一处，一大片新翻犁的土地散
发着清新的气息。老汪正在种植他
的果树苗。清晨他就来到这里，下
午 5 点左右，他一个人已经栽下了
700多棵橘树苗。看着新栽的树苗，
老汪高兴地说：“两三年过后，它们
就能结果啦！”

老汪介绍，这两年，红岩坡的沿
山公路修通了，胜天湖水库下闸蓄
水，这里交通便利，基础设施日臻完
善，在红岩坡发展农业正当其时。
他在红岩坡承包了 70多亩荒坡地，
种植有柑橘、枇杷等果树。目前，果
园的第一批树苗已经挂果，丰收指
日可待。

“在产业示范项目的带动下，红
岩坡周边陆续发展起特色水果种植、
林下生态养殖等，有的还发展起了电
商，村里的农特产品不断打开销路，
村民的日子是越过越红火了。”三凤
村党支部书记邱弟香说。

国梁镇大力挖掘红岩村“女主
人”——饶国模的革命精神，策划实施

“大有田园”乡村振兴项目，项目由核
心区和拓展区组成。核心区以饶国梁
纪念馆为中心，方圆约1平方公里，内
设革命文化研学区、农耕文化体验区、
渔旅休闲娱乐区、商业服务配套区、智
慧农业科普区五大区域，主要功能是
通过开展革命教育研学、农耕文化体
验等活动聚集人流；拓展区主要包括
康养李园、忆乡田园等八大农业产业
园，主要功能是为游客提供多样化的

消费场景，实现人流变现。
“大有田园”成功创建为AAA级景

区、重庆青年就业见习基地，配套建设
了大有田园住宿中心、特色餐饮旗舰
店，方便游客吃、喝、游；组织策划实施

“天下大足·醉美乡村”大足区第三届
“过二凼”逮鱼节、红岩坡李花节等文旅

节会，去年以来，到“大有田园”参加革
命教育研学、农耕文化体验的游客超十
万人，为国梁镇带来了更多的消费、信
息等资源；“大有田园”农文旅融合项目
先后获得全市第七届“渝创渝新”创业
创新大赛乡村振兴组前30名、全市第
五届返乡农民工创业大赛优胜奖。

国梁镇按照“政府主导、统一谋
划、供销带头、以点促面”的思路，安
排国梁镇供销社作为承接主体，先行
先试推进涉农改革。

在承接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项目过程中，推行“三变”改
革，建成“大有田园”农耕体验区，81户
群众每年均可获得每亩地300—500元 不等的分红收益；推行产业扶持项目

股权化改革，3个村（社区）获得价值
90万元的集体经营性资产，每年新增
集体收入不低于 4.5万元。在“大有
田园”农耕体验区内推行宅基地改革
试点，盘活闲置农房，建设区级农业
创业孵化园，为推进全镇涉农改革、
激活发展要素积累经验、提供示范。
依托张文农机专业合作社，联合村级
集体经济投入100余万元购置大型轮
式拖拉机、乘坐式插秧机、大疆无人
植保机等农机设备，发展粮油生产基
地 4000余亩，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

10000余亩。建立产业党建联盟，成
立1个镇级产业联合党委，下辖“桑+”

“稻+”2个产业联合党支部以及渔业、
经果、蔬菜等 4个产业联合直属党支
部，力促产业内部资源共享、发展共
谋、利益共享，建成农耕体验区 100
亩，发展优质粮油 5000 亩、蔬菜
10000 余亩、鱼虾 5000 余亩、果树
1500余亩，形成康养李园、忆乡田园、
天道农业、生态渔场、万担鱼塘、千亩
椒林等八大农业产业园，年产新鲜蔬
菜 20000余吨、水果 3700余吨、粮油
500余吨，年产值2.5亿元。

发展特色水果种植
荒坡地变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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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文图由大足区国梁镇政府提供

“革命文化研学+农耕文化体验”
大有田园耍事多

深化基层供销社改革
助力乡村产业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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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梁场镇全景。

饶国梁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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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路·凤池酒。

红岩血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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