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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水利局、重庆市财政局、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关于印发重庆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渝水〔2019〕138号）文件精神及大足区政府有关文件规定，现对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建设
实施计划予以公示，接受社会各界监督。

重庆市大足区水库建设服务中心
2024年度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资金建设实施计划公示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昨日，记者从大足区卫健委
获悉，按照属地管理、知情同意、自愿接种、自主选择的原
则，大足区自2023年起，在每年9月开展初二年级在校女
学生HPV疫苗接种，实现全覆盖。2023年，大足共接种
初二女学生HPV项目苗18455剂次。

宫颈癌是最常见的女性恶性肿瘤之一，近年来逐渐
呈现低龄化趋势，成为了严重影响女性生命健康的“重大
杀手”。但宫颈癌也是病因明确、可防可控的癌症。高危
型人乳头瘤病毒持续感染是宫颈癌发病的主要原因，接
种HPV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世界卫生组织
建议将9—14周岁女孩作为HPV疫苗首要接种对象，对提
高HPV疫苗接种率，减少宫颈癌的发生具有重要意义。

据悉，市、区（县）两级财政对目标人群接种HPV疫
苗按照最高600元/人（接种2剂，每剂补助300元；接种3
剂，每剂补助 200元）标准给予补助。补助后，疫苗费差
额部分和疫苗接种服务费（20元/剂），由受种者家长（监
护人）自付。

截至 2023年 12月 31日，2022学年初二女学生摸底
总数是 6033人，实际“愿接尽接”4868人，2022—2023学
年初二女学生HPV疫苗第 1剂接种 4868剂，第 2剂接种
4781剂，第 3剂接种 2030剂，该学年初二女学生HPV疫
苗接种已基本完成；2023—2024学年初二女学生摸底总
数是 5377人，实际“愿接尽接”4692人，2023—2024学年
初二女学生HPV疫苗第 1剂接种 4692剂，第 2剂接种
2084剂，开展进度正常。

大足推进适龄女孩
HPV疫苗接种工作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寒冬腊月，大
足区龙水镇沿河社区2000余亩的雷竹迎来了丰收，冬季

“顶流”冬笋大量上市。
当地通过覆盖保温层，为竹笋的生长提供合适的温

度和湿度，促使雷竹早日出笋。从年初开始，就陆续有笋
芽破土，目前已到采收旺季，每亩雷竹笋的产量达 1500
公斤，采摘期将持续至2月下旬。为了满足市场需求，笋
农们每天忙碌采收，将新鲜采收的雷竹冬笋通过保鲜技
术及时运往川渝地区及江浙一带的蔬菜市场。

近年来，大足区大力发展雷竹种植，雷竹种植面积已
达 2万余亩，逐步形成了集竹苗培育、产品研发、生产销
售于一体的绿色发展之路。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文/图

“这是我们去年投用的全钢构模块化组
装立体羊楼，设计年出栏 6500只……”前不
久，由30余名养殖户组成的学习考察团来到
位于大足区铁山镇双桥村瑞丰现代农业黑山
羊养殖基地，负责人刘后黎热情地接待了考
察团，向他们分享了基地的建设情况和黑山
羊养殖经验。

像这样的接待，刘后黎已经对接过无数
次。从一个门外汉，到黑山羊养殖能手，他
带领公司依靠现代农业技术，走出了一条适
宜在南方地区养殖黑山羊的高效循环农业
之路，前来参观学习的养殖户络绎不绝。去
年 12月，刘后黎获评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
头人。

从“养鱼”转行“养羊”

刘后黎今年 52岁，老家重庆北碚区，早
年由于家里条件不好，高中未毕业便辍学回
家，帮着父母务农。在养羊之前，他曾从事了
18年的水产养殖。

上世纪90年代初，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
的推动下，农村掀起了一股创业热潮。当时，
刘后黎见黄鳝需求旺，便借钱养起了黄鳝，由
于不懂技术，结果全部亏损了。但他没有放
弃，转而将目光投向了养殖成本和技术门槛
相对较低的四大家鱼养殖，并承包了当地年
丰渔场闲置的8亩鱼塘用来养鱼。

那时的刘后黎年轻肯学，经常跑到离渔
场不远的原西南农业大学水产学系请教专
家。技术的支持加上刘后黎的勤劳付出，
1992年，在渔场其他承包户都亏损的情况
下，刘后黎的8亩鱼塘盈利2万元。1997年，
25岁的刘后黎出任年丰渔场法人代表兼场
长。后来，他又做起了鱼苗供应和甲鱼养殖，
效益颇为可观。

然而，2009年，刘后黎承包的渔场因为
征地被收回。未来何去何从？他揣着赔偿款
和卖鱼苗赚的钱，一时想不出答案。

于是，刘后黎又去学校请专家支招，在水
产学院专家的牵线下，他认识了张家骅教授，
在一起交流中，他了解到大足黑山羊繁殖性
能十分突出。

“大足黑山羊普遍两年三胎，每胎至少产
仔 2羔，最多一胎产仔 6羔，这样的产羔数量
在国内肉用山羊品种中居前列，而且还具有
遗传稳定、体格较大、生长发育快、抗病力强、

肉质好等特性，是国内非常优秀的山羊品
种。”刘后黎迅速嗅到了这背后的商机，决定
转行饲养大足黑山羊。

2011年，在专家的指导帮助下，刘后黎
在铁山镇双桥村流转了 170余亩土地，注册
成立了瑞丰农业公司，并建成了大足当时最
大的养羊场。

与高校合作实现循环养殖

饲养好山羊并非易事，首先要解决的便
是牧草供给的问题。

“南方饲养山羊最大的制约，就是不能四
季均衡供给牧草。”刘后黎说，早在2011年种
羊场建成之前，他便与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
院的专家一起，着手研究“羊—沼—草”循环
养殖模式。

“羊—沼—草”循环养殖模式，就是先种
牧草，用牧草养羊，羊产生的粪便排泄物，进
入沼气池进行氨化；再通过管道输送到田间
地头，把它所产生的废物全部还田；田土肥沃
后，再来种牧草。这个模式，不仅解决了黑山
羊的“口粮”问题，还实现了养殖场污染的零
排放。

在这个模式中，羊粪也得到了很好的利
用。羊粪是一种速效、微碱性肥料，有机质
多，肥效快，适于各种土壤施用。刘后黎不仅
用羊粪种草料，还将其用来种植有机蔬菜、水
果，价格比一般的大棚蔬菜更高。同时，他还
和西南大学联合开展了羊粪养蚯蚓的试验，
用羊粪养殖蚯蚓，用蚯蚓养殖跑山鸡、稻田甲
鱼，在创造更高经济价值的同时，让羊粪得到
充分的转化，实现生态农业循环高效发展。

去年，为了扩大养殖规模，更好地实现全
舍饲养殖，刘后黎在基地新建成了一处全钢
构模块化组装立体羊楼，该建筑共3栋，每栋
4层，配备了完善的饲喂系统、通风系统、饮
水系统、清粪系统等，将更有利于黑山羊的产
业化发展。

刘后黎介绍，目前基地存栏量在2000只
左右，预计明年年底，黑山羊的存栏量可以达
到7000只，出栏量近1万只。

建立全产业链运营模式

前些年，为了应对山羊市场行情低迷的
情况，刘后黎在大足城区开了一家黑山羊专
卖店。新鲜的黑山羊从养殖场宰杀后直送专
卖店，配上瑞丰农场用有机肥生产的稻米饭、

蔬菜、自制的豆瓣酱，吸引不少食客光顾，旺
季月营业额近100万元。

“这样的养销模式既满足了消费者生态
环保的消费需求，同时也带动黑山羊销售。”
刘后黎说，接下来，他希望把专卖店开到重庆
中心城区等地。

“餐饮并不是我们专卖店最主要的服务，
我们主要是想建立自己的黑山羊鲜肉产品线
下销售渠道，这样我们能尽最大努力保证羊
肉的品质和价格，让高品质的黑山羊产品得
到消费者的认可。”刘后黎说，在此基础上，实
体店可作为高端农产品线下销售平台，销售
自家种植的绿色有机蔬菜等农产品。

同时，刘后黎还加紧了黑山羊产品的开
发步伐，一款1公斤重的黑山羊产品礼盒，不
仅有切好的新鲜羊肉，还配有辣椒、蒜末蘸料
包，炖煮方便，广受消费者的好评。

“依托黑山羊种源优势，我们不断探索产
业化发展路子，通过养加销一体化、一二三产
业融合，健全黑山羊养殖全产业链。”刘后黎
说，下一步，瑞丰农业将结合生态农业、旅游
体验、餐饮等，走以山羊为主导产业的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模式。

带动养殖户增收致富

经过十余年发展，刘后黎带领瑞丰农业
不断壮大的同时，也总结出了大足黑山羊全

舍饲种羊提纯、繁育和商品羊规模化生态饲
养的关键技术，探索出全株玉米、全株黄豆
种、收、贮（青贮）、用的有效运行方式，研发出
了能充分满足大足黑山羊各类羊群营养需求
的与青贮全株玉米、全株黄豆种相搭配的精
补料配方等实用生产技术。

刘后黎对于自己这些年总结的经验、技
术，一向慷慨相授。在这过程中，他成立了重
庆大足黑山羊股份合作社，组织专家教授和
实操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对会员不定期开展
技术培训，并安排公司专职技术人员到现场
对会员养殖场选址、饲养管理、疫病防控、生
产销售等进行实地技术指导。

此外，基地还吸引了来自市内外 1万人
次以上的相关产业从业者和爱好者到基地调
研、参观、交流。刘后黎向到访者毫不保留地
讲解，让总结出来的可在南方半山地地区不
断复制的山羊产业发展模式和养殖技术得以
实实在在地推广传播。

依托大足区“借羊还羊”模式，从2017年
开始，瑞丰农业借出种羊2000余只，在智凤、
石马、拾万、珠溪等镇街成功发展 50户养殖
户，平均饲养大足黑山羊达100只，户年均产
值10万元以上。

“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的荣誉，对我
是一种鼓励，未来我希望通过技术、经验分享
等形式，帮助更多养殖户养好黑山羊，取得更
大的收益。”刘后黎说。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您是否体验或听闻过民间
中医高手的妙手回春，是否惊叹于他们的独特技法、神奇
疗效？1月 12日，记者从大足区“中医药良方妙技”征集
遴选工作培训暨中医适宜技术推广项目培训工作会上获
悉，目前，大足区卫健委正全城征集“中医药良方妙计”。

此次征集活动，包括经长期实践积累、世代传承，或
在传承基础上创新发展，至今仍在应用或推广，具有较高
医疗、技术、经济价值的中医药诊疗技术、方药、文献等。

“通过征集遴选，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切
实把中医药这一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大足
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说，“中医药良方妙技”是中医药伟
大宝库中的精华，做好这方面的挖掘整理、传承保护刻不
容缓。

目前，大足区成立了“中医药良方妙技”挖掘整理和
推广应用工作领导小组，争取用 3—5年时间，在区内外
挖掘筛选一批特色鲜明、疗效显著的中医药特色诊疗技
术，整理开发一批疗效确切、使用安全的中药秘方验方和
炮制技术，引进培育一批技术成熟、方法独特、疗效突出
的中医药传统技术或创新技术项目，保护利用一批中医
药古籍文献资料，宣传推介一批医德高尚、在某一领域具
有独特技法的中医传承人，使散落在大足区的传统中医
药瑰宝得到收集整理利用并加以保护传承，使其他地方
的优秀中医药技术项目为大足所用。

刘后黎（右）查看黑山羊生长情况。

1 月 15 日，大足区中敖镇观寺村博
客园（重庆）生态农业基地，村民正在包
装采摘下的香橙。该基地的4万株优质

“红棠香橙”丰收，正通过电商销往外地
市场。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中敖4万株香橙外销

雷竹冬笋大量上市

笋农们正在整理冬笋。

“全国农村创业优秀带头人”大足刘后黎

创新养羊探新路
传承中医 民间有“方”
大足公开征集“中医药良方妙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