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4年1月17日 星期三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陈丽朵看重庆

□ 垫江报记者 王喜

近日，垫江县周嘉镇骑龙村中药材泽泻进入收获
季。记者在泽泻种植田间看到，工人们拔泽泻、去叶片、
装筐……一派忙碌景象。

“今年是泽泻试种，如果效益好，我们计划大规模种
植。”周嘉镇骑龙村返乡创业人才郑超国说。

据了解，泽泻是多年生水生或沼生草本植物药材，能
利水渗湿，泄热，化浊降脂，具有较高的医用价值，其栽种
周期短，从栽种到收获仅需4个月，每亩产量约750公斤，
是价值较高的经济作物。

其良好的市场前景，让郑超国萌发了种植泽泻的想
法。经过多方学习技术，考察种植情况，最终决定在村内
承包土地进行泽泻试种。

针对泽泻销售，郑超国也提前做了准备，争取到了与
药材厂合作的机会，以1.2元每斤的价格销售给药材厂，
预计每亩毛利能达到800元。

周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该镇拟推进“水稻+
泽泻”轮作模式，补齐稻田“种植空窗”，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让“冬闲田”变“四季田”，将“小药材”发展成为村民增
收致富的“大产业”。

垫江

“小药材”成增收致富“大产业”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1月11日，记者在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采访时获悉，
村里的600亩脐橙已上市。

在脐橙基地内，全国脱贫攻坚楷模、下庄村党支部书
记毛相林和村主任袁孝鑫正组织村民采摘脐橙。为了拓
宽销路，毛相林和袁孝鑫也在镜头前直播带货：“品尝下
庄脐橙，感受天路精神！”

看着一筐筐黄澄澄的脐橙摆了满地，毛相林感慨道，
自“下庄天路”修通后，他就带领村民发展产业，历经两次
失败后，才探索出“三色”经济，即蓝色（劳务输出）、绿色
（农文旅融合）、橙色（纽荷尔脐橙）。

2020年，经巫山县政府牵线搭桥，重庆浙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来到下庄村，统一承接了脐橙的管护和销
售。下庄脐橙基地开始推行先进栽培管理技术和绿色防
控模式，从修枝、整形、施肥、除草等方面着手对果园进行
改造，并用上了微生物肥料、物理杀虫技术等。

“病虫害少了，产量起来了，现在一个枝头能挂五六
个果子，加上我们这里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脐橙口感
细嫩多汁、酸甜适中。”毛相林说。

这两天，毛相林正四处联系销售渠道，争取早日将
600亩地里的脐橙销售出去。

巫山下庄村600亩脐橙上市

1月10日，下庄村柑橘基地内，毛相林正组织村民采
摘柑橘。 重庆日报记者 尹诗语 摄

1月15日，江津区德感工业园，重
庆江电电力设备有限公司，工人正在生
产线上赶制订单。据了解，重庆江电电
力设备有限公司以桥梁、房屋、铁路轨
道、智慧灯杆、5G建设、交通等钢结构
为主力产品，不仅在国内热销，还销往
西班牙、缅甸、老挝等 40 多个国家。
2023年全年产量8.8万吨，预计2024年
产量将提升36%，销售额增长18%。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江津

出口订单多
企业生产忙

□ 万州时报记者 黄玉保 通讯员 何淼 文/图

农业科技专家进村入户，与农民“面对
面”，让高科技飞到山村乡野，与田间地头“无
缝对接”，将农业实用技术送到农民家门口，
满足他们对专业技术的渴求，弥补他们在发
展中因技术不足造成的“短腿”，用科技的力
量护航村民幸福生活——万州区充分发挥科
技在“三农”建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强
化农业科技创新，近三年时间引进新品种
1081个、推广新技术 807项、解决技术难题
1721个，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坚实的科
技支撑。

科技培训为村民送上“及时雨”

蓝天白云下，崇山峻岭间，蓝瓦白墙鳞次
栉比，与星罗棋布的生态鸡舍交织成一幅和
谐优美的画卷。

“我们养鸡不操心，每过一段时间就有专
业人员上门来手把手进行技术指导。”自从几

年前村里从山东引进芦花鸡生态养殖项目
后，龙驹镇梧桐村村民张定美一家的日子一
天比一天过得好。

据了解，为将芦花鸡生态养殖项目进一
步做大做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万州区科
技局牵头在龙驹镇成立了“专家大院”，重庆
三峡学院及山东的专家全程跟踪，进村入户
为村民培训芦花鸡养殖技术。

“原本还担心自己读书少，看不懂那些花
花绿绿的养鸡技术资料，专家的培训真是‘及
时雨’。”张定美说，科技人员的培训十分接地
气，他很快就掌握了从圈舍消毒、饲料搭配到
日常管理的全套芦花鸡生态养殖技术。如今，
张定美每年仅靠芦花鸡养殖就能挣六七万元。

农业科技与田间地头“无缝对接”

“这几年通过技术改良，枇杷品质和产量
大幅提高，现在每年光卖枇杷就有10余万元
的收入。”熊家镇腊烛村村民催吉元告诉记
者，以前没有枇杷良种的推广应用，果实品质

参差不齐，大家对枇杷的唯一印象就是“酸”，
加上都是房前屋后的零星粗放种植，根本卖
不了钱。

近几年，科技人员帮忙引进贵妃、新白8号、
新白1号、香妃等优质枇杷良种后，不仅手把
手指导当地果农挖穴、定植、浇水等枇杷种植
关键技术，还带来了枇杷规模化、集约化生产
的理念。同时针对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开展易
学好记的枇杷修剪、疏花疏果、蚧壳虫防治等
技术培训。

不到一年时间，催吉元通过学习成了枇
杷种植的行家里手，市场走俏的时候，他家的
枇杷能卖上每公斤40元的好价钱。

据了解，在农业科技的助力下，熊家镇在
腊烛、举安、万家等村发展麻子、贵妃、香妃等
多个优质枇杷品种，年产值超过 2000万元，
带动2000余户村民增收致富。

万州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让高
科技与田间地头“无缝对接”，扎根农民的

“一亩三分地”。万州区以“专家大院”为平
台，打通农村科技传播最后“一公里”，截至

目前，全区市、区级专家大院总数达 15家，
全区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已实现科技人员
对接服务全覆盖，近三年时间开展培训 200
余场，培训农民 55200 人次，引进新品种
1081个、推广新技术 807项、解决技术难题
1721个，为万州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供
了坚实的科技支撑。

科技人员指导农户种植。

引进新品种1081个 推广新技术807项 解决技术难题1721个

万州：农业科技创新助推乡村振兴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1月15日，在涪陵区举办的长江经济带·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低碳绿色农业暨涪陵榨
菜·涪陵黑猪融合发展创新大会上，主办方公
布了《“菜—猪”融合驱动涪陵黑猪创新发展
方案》，首次提出将以科技支撑，形成“尾菜—
饲料—黑猪养殖”的循环种养模式，加快黑猪
养殖与榨菜尾菜的融合发展。

“菜—猪”循环有什么好处？涪陵榨菜、
涪陵黑猪怎样擦出火花？绿色农业的路径何
在？在这次创新大会上，众多企业捕捉到行
业新风向。

场面热闹，众多企业来捧场

宽敞的会议厅里，灯光明亮，除了与会的
专家学者，大厅后面特意加了两排座位，供自
发前来旁听的企业家就座。

好不容易找到空位坐下，重庆海林生猪
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林就迫不及待地掏
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工工整整写下“循环低
碳”四个字。“最近参加的行业研讨会不少，但
场面这么热闹的，还不多见。”李海林笑着说，
大会以“种养循环 绿色低碳”为主题，这是吸
引他参加的主要原因。

在涪陵区，海林生猪是最早探索种养循
环的规模化养殖企业。他们用桑叶喂养生
猪，生猪产生的粪便再回田种植粮食、蔬菜，
形成“猪、沼、桑、粮、菜”的种养循环圈，促进

了农业减排固碳。
但随着生猪规模的壮大，公司也面临

着瓶颈：目前，他们共有存栏生猪 6万头，
一年就要消耗 900 多吨桑叶，尽管他公司
带动周边村镇建立了好几个桑叶基地，但
整体产量还是不够，从去年的数据看来，
公司喂养生猪的桑叶原料有 200吨左右的
缺口。

参加这天的创新大会，李海林主要想解
决两个问题：一是，有没有一种成本更低、产
量更高的农作物能替代桑叶，进行“菜—猪”
循环种养；二是，农作物采收具有强烈的季节
性，如何解决作物生长期的循环种养问题，让
生猪一年四季都有“菜”可食？

“今年是公司提质增效的攻坚年，寻找更
适宜的饲养原料，是我们要解决的首要问
题。”李海林说。

“菜—猪”循环省钱又省力

大会上，多位专家围绕涪陵榨菜、涪陵
黑猪的种养循环进行了探讨。李海林很快
从中找到答案——用青菜头尾菜替代桑叶，
饲养生猪，让涪陵青菜头与涪陵黑猪立体循
环，相互促进，打造养猪肥地—肥地种菜—
菜叶喂猪闭环的绿色生态循环链，不失为一
剂良方。

涪陵榨菜为何与涪陵黑猪擦出火花？众
所周知，榨菜和黑猪是涪陵的两张产业名片，
2023年，涪陵榨菜原料青菜头种植面积达73

万亩，总产量约178万吨。
“榨菜加工过程中，10%—20%的老皮老

筋将成为废料，不仅浪费严重，处理成本也较
高。”渝东南农科院院长曾亮介绍，近年来，他
们研究了榨菜尾菜利用技术，通过生物酶，将
榨菜茎叶、榨菜渣等榨菜废弃物转化为高蛋
白、高纤维的饲料，用于黑猪饲养。

这项技术的突破，恰好迎合了海林生猪
的需求。

李海林给记者算了笔账，过去，他们向农
户购买桑叶，一吨桑叶收购价就在1600元左
右，这还不算后期搬运、处理枝丫的人工成
本。“榨菜尾菜不仅便宜，后期处理也方便，用
尾菜来养猪，成本算下来还不到桑叶的三分
之一。”

同时，配套开发的榨菜尾菜青贮技术，能
达到长期保存尾菜多汁、营养的效果，不仅能
保证生猪一年四季都有“菜”可食，食用后还
能增强抵抗力。

“未来，农业也将朝着绿色低碳的方向发
展，这意味着将大幅降低农药饲料的生产投
入，‘菜—猪’循环种养前景可期。”李海林说。

产业链、创新链、服务链“三链”融合

对涪陵而言，榨菜、黑猪的种养循环有何
意义，让菜、猪融合生金，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我国是世界猪肉最大生产国和消费国，
但不是种猪强国，从国家层面来讲，‘菜—猪’
种养循环将有利于华系猪品牌化、高端化发

展，打破种猪主要依赖外国进口的困境。”国
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院长王仕涛说。

当天公布的《“菜—猪”融合驱动涪陵黑
猪创新发展方案》围绕产业链、创新链、服务
链，细化了重点目标任务，包括青贮榨菜叶饲
料、青菜头皮发酵纤维饲料、含盐榨菜皮生物
浓缩饲料三大榨菜基饲料的开发，以及黑猪
养殖、黑猪加工等。

围绕产业布局，涪陵区将一手抓龙头企
业带动，一手抓家庭农场试点打造，加快黑
猪产业与榨菜尾菜的融合发展，更好形成

“尾菜—饲料—黑猪养殖”新业态。
在技术创新上，涪陵区将依托黑猪产业

研究所、良种选育基地等科创平台，加快成果
转化，重点实施黑猪无抗饲料和防疫配套服
务项目，与荣昌建立“飞地—属地”技术转移
机制，推动“荣昌猪—涪陵黑猪”的创新协同
发展。

此外，涪陵区还将加强涪陵榨菜与涪陵
黑猪间的品牌联动，叫响“吃涪陵榨菜 品涪
陵黑猪 感知中国味道”的品牌口号。

预计到2026年，涪陵榨菜尾菜可望得到
高效利用，实现年出栏涪陵黑猪150万头，推
动涪陵黑猪产业集群加快提升至百亿级，猪、
沼、地源饲料、有机肥、青菜头循环产业亩均
收益14000元以上。

“菜—猪”融合让涪陵农业循环生金

□ 人民日报记者 常碧罗

刚刚下过雨，山里的空气格外清新。走
进重庆市潼南区双江镇金龙社区的半山书
屋，农闲的村民和放学的孩子，正在津津有味
地看着书。

上小学五年级的陈可乐，是这里的忠实
读者。每到周末和寒暑假，书屋里总有他的
身影。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专注地看一本历
史书。

“有村民需要的农业、养殖、种植方面的
书，也有儿童绘本、故事集。一些在镇上读书
的孩子经常来这里，书屋为他们准备了很多
适宜的书籍。”半山书屋负责人王亮说，得益
于潼南区开展的“你开单 我买单”读书活动，
书屋里陈列的书籍种类很多，“我们搜集村民
的读书需求，在小程序上下单，潼南区图书馆
就为我们配送所需图书。”

如何让更多人走进图书馆？如何实现从

“要我读”到“我要读”的转变？如何让公共图书
发挥更大作用？潼南区创新思路，推出“你开
单 我买单”举措，积极探索全民阅读新路径。

“我们把公共图书‘选书权’交给广大读
者，满足读者个性化、多元化的阅读需求。每
年拿出不少于公共图书购买总量的 50%，供
广大读者自主‘开单’，看什么由读者说了
算。”潼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主任刘昌
荣说，开单对象分为集体和个人两部分。对
集体，每年开单两次，每次选取15个学校、乡
村、社团等各类基层单位，分别由这些基层单
位根据自身需求开出书单，单次数量 300册
内；对个人，每月第一周线上线下公开报名，
接受前 500名读者开单，每人每月可选两册
图书、每年可开单两次。

家住梓潼街道书院坡社区的应景芳今年
58岁，她平日很爱看书，但因为腿脚不便，以
前想看书，只能拜托别人去图书馆帮忙借。
应景芳说，如今，在手机上就可以看到书单，
动动手指，书就能快递到家，“想看的书都有，
比原来方便很多。”

应景芳醉心书法，在她家中，摆满了书法
相关书籍。“这些书不好找，但是区图书馆还
是把书找到寄来了。”不仅如此，为了保障图
书的流通性，每过一段时间，潼南区图书馆就
会上门更换借阅书籍，将书流转到其他需要
的基层单位或者个人。

“我们和新华书店达成协议，能够迅速组
织货源，帮助读者找到心仪书目。”潼南区图
书馆馆长胡祖国说。

不久前，潼南区图书馆在后台发现一名
读者下单了一本书。“我们查找了区图书馆和
分馆的所有书目，都没有找到。”图书馆工作
人员说，虽然下单的读者不是潼南区本地人，
但是他们还是尽快联系了新华书店，从全国
调货，为这名读者找到了这本书。

“要读好书，更要用好书，学以致用。”刘
昌荣说，除了为群众提供精准方便的借阅路
径，潼南区还以评选表彰为抓手，评选“十佳
书香人”等活动，“2023年，潼南区集体和个
人开单图书近万册，服务群众 10万余人，在
全区营造了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良好氛
围，深受广大群众欢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
益，通过图书精准供给小切口，建设书香社会
大民生。”

潼南区以精准供给助力全民阅读

满足阅读需求 营造书香氛围

□ 巴南日报者 罗莎

近日，记者从巴南区就业和人才中心了解到，为更好
地贯彻落实就业帮扶车间扶持政策，促进脱贫劳动力实
现在“家门口”就业，去年以来，巴南区积极推进就业帮扶
车间建设，新创建2家就业帮扶车间。

去年9月，位于安澜镇的重庆繁锦生态农业股份合作社
申请创建并通过就业帮扶车间的认定。该帮扶车间主要种
植青花椒、中药材帜壳等，去年帮助脱贫户、残疾人等低收入
群体共10人就地就近稳定就业，人均年增收达1.5万元左右；
季节性临时用工70余人次，村民务工收入达23万余元。

据介绍，申报就业帮扶车间，需要满足以下条件：在
巴南区建立能够吸纳农村低收入人口就业的企业、乡村
工厂、生产车间、加工点、代工厂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等，以
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类型为主，同时符合场地要求，且近
3个月在岗人数达 10人及以上（不含法人代表），积极吸
纳脱贫人口（含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下同）、残疾人家庭人
员、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等农村低收入人口就
业，其中吸纳脱贫人口不低于30%。

去年以来，巴南区继续延续和完善支持就业帮扶车
间的优惠政策，优化调整就业帮扶车间认定标准和退出
程序，梯次设定奖补标准，差异化落实奖补政策，分类扶
持就业帮扶车间发展。其中，对于新建的就业帮扶车间
且满足申报条件要求的，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最高不超
过 50万元；对于带动就业的车间，每年根据车间绩效评
估等级，奖励2万元至10万元不等。

截至目前，巴南区共创建4家就业帮扶车间，包括重庆
恒雨谷木家庭农场、重庆一片树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繁锦生态农业股份合作社、东温泉民之丰农业股份合
作社，共带动周边63人实现就业，其中脱贫人口21人。

巴南

发展就业帮扶车间
实现“家门口”稳定增收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玉河村4组段绍碧（身份证
号 ：510230195510237406）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102301955102374067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天宫村3组朱再伦（身份证
号 ：510230194501091148）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1023019450109114842），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