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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楠 文/图

合川区清平镇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日用玻
璃产业基地，具有年产日用玻璃制品60余万
吨、产值近40亿元的规模。今年一季度日用
玻璃产业规模工业总产值 7.55亿元，同比增
长16.19%。记者近日采访了解到，清平镇能
克服原料与市场“两头在外”的劣势，将日用

玻璃产业发展到如今的规模，很大程度上归
功于该镇具有的产业人才优势。

近年来，合川区人社局牵头培育“山城玻
璃工”劳务品牌，持续扩大人才优势，努力打
造一套完善的玻璃工职业技能培训标准与流
程。2022年，“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在第五
届“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赛中获得劳务品牌
组二等奖，完成了从“清平玻璃工”到“山城玻
璃工”的蜕变。

目前，清平镇日用玻璃产业从业者 1万
多名，专业技术人员逾800名。“山城玻璃工”
劳务品牌成为清平镇传承玻璃制作技艺、带
动人员就业的重要抓手。

合川区玻璃协会会长蒋代远介绍，清平
镇人工制作玻璃制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清
朝末年，当时的手工艺人就地取材，采集硅砂、
方解石、白云石，配上草灰等熔化后，人工吹制
出坛、罐、缸等日用品。百余年的发展，培养出
一批具有玻璃制作技艺的匠人，能在几分钟
时间内，不用任何模具、全凭自己构思，吹出U
形、蛇形、鹿形等独特形状的玻璃制品。

在重庆洋桥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
间内，工人王勇正在一个玻璃花瓶上雕琢“小
猫观鱼”图案，只见猫眼灵动有神、猫须根根
分明，鱼儿在水中轻灵地游弋。

该公司行政总监文娟介绍，公司目前生
产精雕、刻花等 10余种玻璃工艺品，年产值
近 400万元。公司现有 20多名做手工精雕、
刻花的师傅，平均年龄超过50岁。

令人欣慰的是，在“山城玻璃工”相关机制
的推动下，一些年轻人对玻璃精雕工艺极为着
迷，21岁的覃粤正跟着王勇学习。“雕好一个瓶
子上的图案常常要花半个多月，看着自己慢慢
磨出来的作品，很有成就感。”覃粤说。

“如今，当一名‘山城玻璃工’已成为清平
许多想拥有一技之长、吃‘技能饭’的年轻人
的优先选择。”蒋代远说。1983年，19岁的蒋
代远进入玻璃厂工作，成为一名玻璃吹制工，
随后开办企业，现在已是“山城玻璃工”的代
表人物。

“我是土生土长的清平人，‘山城玻璃工’
劳务品牌培训让我有了一技之长，实现了家

门口就业。”重庆金星玻璃制品有限公司工人
李会说，培训让他们提高了技术、增加了收
入，有了更强的获得感。

截至目前，“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共举
办15期培训班，培训人员500余人，通过校企
共建、“培训+就业”模式，输送劳务人员万余
人。合川区将“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建设与
产业发展、促进创业就业结合，培育劳务品牌
承建单位10家，间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就业
21万人。

选树一个品牌、盘活一个产业、带富一方
群众。合川区人社局就业和人才中心主任王
宏伟表示，“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将继续健
全“龙头企业+职校+行业协会+品牌专家”的
运营模式，聚焦“洁净型、功能型、智能型、文
化型”玻璃特色主导产业，助力合川到 2027
年形成百亿级玻璃产业集群。

□ 彭水日报记者 钟建 周术军

盛夏六月，骄阳似火。
清晨，彭水县鹿鸣乡龙田村葡萄采摘园，

成排的葡萄架整齐排列，茂密的葡萄叶下挂
满串串饱满多汁的葡萄，在阳光照耀下宛如
翡翠般闪耀。当地村民穿梭其中，精心呵护
着每一株葡萄，相互交流葡萄日常管护技巧，
不时发出阵阵欢笑，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小小龙田村，曾经基础设施落后，没有像
样支柱产业，是典型的集体经济“空壳村”，但
村集体经济收入却从2019年的“0元”到如今
超过“100万元”。短短5年时间，龙田村究竟
发生了什么，又是靠什么实现村集体经济的
突破发展？对此，记者走进龙田村进行了深
入采访，解码龙田村“空壳村”变“实心村”背
后的故事。

党建引领
找准集体经济火车头

走进龙田村，处处呈现着生机勃勃的景
象。宽阔蜿蜒的乡间公路、错落有致的农家
小别墅、干净整洁的人居环境，令人十分惬意。

然而，时间倒回几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
截然不同的景象。

曾经，贫穷落后是龙田村的代名词，这里
地理位置偏远、自然资源匮乏、经济基础薄
弱，村民们主要依靠传统的玉米、洋芋、红薯

“三大坨”维持生计，收入微薄且增长缓慢。
“那时，村里可谓一穷二白，大家都为生

活发愁，感觉看不到什么希望。”村民冉进联
回忆起过去，感慨万分。

“年轻人只能背井离乡，外出打工。”年过
古稀的村民冉开全说，村里只剩下老年人和

留守儿童，整个村庄显得毫无生机。
一个“无集体收入、无产业支撑、无人气

活力”的“三无村”，如何壮大集体经济？
龙田村给出的答案是：坚持党建引领，壮

大集体经济。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龙田村党支

部书记冉光华说，2019年，龙田村党支部牵
头成立了村集体经济公司，次年又组建了村
集体经济联合社。通过“三变”改革，主动盘
活集体资产，鼓励村民土地流转，进行规模
化、机械化、科学化种植，并付给村民土地租
金。这一举措不仅盘活了土地资源，还为村
民们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龙田村的变革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
“四议两公开”程序，充分听取村民意见后的
结果，确定了集体经济公司的发展思路，并以

“5221”的分红模式（即 50%用于发放农户分
红；10%用于公益事业建设基金；20%作为预
留次年度股份合作社生产经营及管理费用；
20%用于集体扩大再生产投资）壮大村集体
经济。村民们积极响应，纷纷将闲置土地流
转给村集体经济联合社，共同探索发展特色
产业的路子。

盘活资源
探索特色产业新路子

随着村集体经济联合社的成立，龙田村
开始大力发展特色产业。

“我们组织有意愿发展特色产业的村民
先后到四川、浙江等地深入考察，让村民们解
放思想、开阔眼界。”冉光华说，村“两委”仔细
研究村里的优势和特色，决定利用撂荒地来
发展葡萄采摘园。

2019年，村里通过“党支部+联合社+农户”

的模式，经过专家现场考察、土壤检测、试种植
等环节，引进适合当地自然地理条件的雨水红、
夏黑等葡萄品种，建立起现代化葡萄采摘园。

经过精心培育，2022年葡萄采摘园迎来
采收期，产量高、品质优的葡萄迅速打开了市
场，吸引了周边众多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在葡萄采摘园务工的村民曾轩告诉记
者：“以前我们都得去外地打工，现在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还能照顾家里老小，真是太好
了！”据了解，像曾轩这样回到村里就业的村
民还有很多，他们都在特色产业中找到了一
份满意的工作。

“去年进园采摘葡萄 15元/斤，我们都还
没有正式发布消息，35亩葡萄就被游客抢购
一空。”冉光华高兴地说，去年葡萄采摘园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20余万元。

龙田村有着丰富的花蜜资源，非常适合
中蜂养殖。村里组织村民学习中蜂养殖技
术，成立中蜂养殖合作社，统一管理、统一销
售。优质的蜂蜜产品受到市场的青睐，成为
龙田村又一特色产业。

但村“两委”并没有满足于此。今年，村
里结合全县“一主两辅”产业发展布局，又将
目标瞄准了红薯种植项目。

冉光华说，村里通过开发600余亩撂荒地，
种植经济效益颇高的生鲜薯和高淀粉红薯。
截至目前，600余亩红薯苗已全部种植完毕。

回顾龙田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历程，冉光
华总结出经验，“只要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农
村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利益联结
村民领取分红乐开怀

2023年12月，龙田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

社举行首次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为全村
1817位村民现场发放现金分红和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股权证。

提起去年分红大会的情景，龙田村 3组
村民蒲卫清笑得合不拢嘴，他激动地说：“这
是我们村首次发放现金分红，我当时领到了
300元的分红金，感谢党的好政策，没想到我
们村也能有今天这样的好日子，希望村里的
发展越来越好。”

村民们享受到的分红福利，得益于龙田
村实施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村里按照

“5221”的分红模式和“村集体受益、老百姓获
益”的原则，当年共计发放分红资金54510元。

村民们除了能够享受到村集体经济的分
红，共享发展成果。还可以把土地流转给村
集体获得稳定租金收入。

“集体经济收入由全体村民共同创造，发
展成果也理应由全体村民共享！”在冉光华看
来，发展不忘群众，成果反哺民生。这些年
来，龙田村大力发展集体经济，主导产业快速
发展，村民的住房、出行、教育、养老、医疗等
全方位改善，获得感显著提升，处处显现出文
明、和谐、欣欣向荣的景象。

“我们不仅要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更要
让他们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村集体的力量。”冉
光华说，龙田村将进一步扩大特色产业规模，
积极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村民们能够在
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经过不懈努力，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将突破 100万元。”冉光华说，突破 100万元
大关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龙田村将继
续延伸产业链条，做大村集体经济，确保村
民持续增收。同时，将持续优化分红机制，
让每一位村民都能更加公平地共享发展的
成果。

从“0”到“100万”
——解码彭水鹿鸣乡龙田村“空壳村”变“实心村”的路径

传技艺 促就业

合川培育“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

合川区清平镇一家玻璃生产企业生产线
一景。

近日，在位于沙坪坝区的一职业培训学校，天星桥街
道中式面点师职业技能培训的学员们正在学习中式面点
制作。

为加大重点群体就业创业帮扶力度，今年以来，天星
桥街道设立带岗培训项目，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助力
更多劳动者提升技能，实现就近就地就业。截至目前，该
街道已组织全媒体运营、母婴护理等补贴性职业培训
120人次，进一步完善“培训+就业”全过程服务链条。

沙坪坝报记者 孙凯芳 摄

□ 丰都日报记者 刘先华 文/图

乡村特色产业是乡村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潜
力巨大。近年来，丰都县高度重视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把
藠头做成助农增收的出口产业，在促进乡村振兴中发挥
了积极作用。

最近一段时间，龙孔镇、高家镇、虎威镇等沿江乡镇的
村民们纷纷开始集中采收藠头，田间地头一派忙碌景象。

据介绍，藠头的采收期集中在 15天左右，为了提高
特色农产品市场竞争力，丰都县在原有经纪人组织外销
藠头的同时，探索建立了“公司＋基地＋农户”的藠头产
业化经营模式。

记者还了解到，丰都县种植藠头有 70多年的历史，
藠头种植面积常年保持在1.5万亩左右。目前，丰都县藠
头深加工企业开发的甜酸和泡椒两个风味6个规格的产
品，出口到5个国家，进一步拓宽了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丰都县藠头产业年综合产值过亿元，产品不仅卖到
国内湖南、江西等地，还出口到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泰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出口量常年保持在3000吨上下，出
口额稳定在 2000万元左右。”丰都县商务委外贸经济科
科长秦荣说。

丰都

万亩藠头集中采收
出口创汇助农增收

工人对藠头进行粗加工。

沙坪坝

技能培训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