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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情缘初始地 资源整合实验田
□ 布谷夫 邹雨桃

报告文学集《大足漫记》之二十三

国梁是大足区唯一以人名命名的镇（街道为
智凤街道），且来历不凡。

国梁镇位于大足东北面，正北方向，距大足城
25公里，东、南、西三面与雍溪、万古、回龙相邻。北
面的分界线比其他三面都长，与铜梁区的侣俸、土
桥接壤，这也难怪，元至元十九年以前，本属巴川县
（今铜梁区的主体）所辖，尔后划入大足县，迄今742
年。不过，当时叫“过二凼”这个泥土味十足的名字。

过二凼划归大足四五百年后（清康熙年间）改
名为云路场，又名双山铺。清宣统元年（1909），设
置云路乡。民国 36年（1947），四川省政府上报中
央国民政府核准云路乡更名为“国梁乡”，以纪念
辛亥革命元勋、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饶国梁。
因此，说国梁镇是饶国梁的家乡没错，但说饶国梁
出生在国梁镇就欠妥：他出生在云路场，11岁时才
设置为云路乡，又因纪念他的英魂和功绩才更名
为国梁乡，即现在的国梁镇。

五一节天气凉爽，一进入国梁地界，满目葱郁，
漫山遍野、田间地头，好一个绿色世界；三两只或一
大群白鹤从前方掠过，或翩翩飞翔，或轻盈优雅地
降落在秧田中、水塘边、荷叶上，或引颈四顾张望，或
低头啄鱼叼虾，此地无愧为白鹤家园、白鹤王国。

那么，“过二凼”与“云路场”之间是何渊源呢？
这里的老百姓代代口口相传的是，释迦佛看

见从重庆方向前往宝顶山朝山拜佛途经此地的香
客众多，他们却连水都找不到喝，心生怜悯，提起右
脚使劲往下一跺，地面便形成一个大凹凼，四周浸
水涌来，成为一个清澈见底的水池，取名“过路凼”。
路人有水喝了，解渴而舒爽。因此地风景优美，众
人流连忘返，来了头次，还想来二次，“过路凼”遂
变成“过二凼”。老百姓将过路凼、过二凼并用，延
续后世。后来，玉帝发现过二凼的农田被水淹没，
便施法伸指一划，河道即刻加深，水流马上畅通，
淹没农田的积水随之消退，同时金光灿烂的云雾
形成的仙人之道——云路，久久不散。为纪念天
神为民除害谋福，在清康熙年间设乡场之际，过二
凼改名为云路场，就是后来的国梁乡、国梁镇。

国梁镇是神奇的土地，是英雄的故乡。从地
理条件来看，浅丘地带，水源丰沛，建有大寨水库、
万担水库、丰收水库，以旱涝保收；辖区面积 38.79
平方公里，总人口 2.4万人，属于中小型镇。系重
庆市卫生镇、重庆市乡村振兴示范镇、重庆市设计
赋能乡村振兴示范镇，正努力创建国家级卫生镇。

作为典型的纯农业镇，国梁紧紧抓住种植业、
养殖业这个根本，效果明显。

鱼米之乡连丰年 瓜果飘香产业园

国梁风调雨顺、土壤肥沃，自然环境、气候条
件优越，历史上被誉为“鱼米之乡”。在农耕文明
时代，生活在此的先民们的幸福指数会比较高。

国梁筑牢粮食安全底线，严守粮食生产安全
和种植面积，现有耕地 3.25万亩；探索建立起以

“集体耕种、供销（社）帮忙、利益共享”为主要内容
的三位一体撂荒地复耕成效机制，有效破解了撂
荒地这道难题，整治非粮化土地 2146亩、复耕率
100%。发展“稻+”近3万亩、蔬菜1.3万余亩，因地
制宜发展经济作物和养殖业，包括千亩椒林、300
亩“桑+”、万担鱼塘和生猪、家禽养殖规模场等。

蔬菜种植是国梁的一大亮点。奉荃蔬菜股份
合作社成立15年来，横跨方碑村、街村、曲水村、阳
光村，主要种植红苕尖、韭菜、茄子、青椒等特色蔬
菜。基地现建有钢架大棚300亩、简易大棚120亩，
建成自动管道喷灌设施，科学种植水平不断提升，
进行品牌建设和发展农产品深加工业，打造“奉荃
绿蔬”品牌，提高产品附加值，提升市场竞争力。

地处边桥村的天道农业，现有种植基地 860
亩，种植蔬菜基地连片，以物联网建设为契机，以

“政府推动、公益服务、市场运营”为动力，以“信息
促生产、信息壮产业、信息保安全、信息惠民生”为
基础目标，大力发展智慧农业项目。主要种植茄
子、南瓜、水白菜、黄瓜、苦瓜、四季豆、豇豆、空心
菜等常见蔬菜。常年产菜 300万斤；建成 16亩连
栋数字大棚，依靠数字技术发展有机生态蔬菜。

全镇 5000余亩经济果树，康养李园是其中的
典型代表。康养李园既是一道特色景观，也是颇
有赤子情怀、回报家乡的老干部在荒坡上谱写的
亮丽诗篇。位于三凤村的红岩坡顶（其中近200亩
属雍溪镇），原来杂树、杂草丛生，从方碑村走出去
的国家商务部司局级退休老领导雷志奎，毅然于
2018年投资 100余万元，经过艰苦打拼和追加投
资，建成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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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株贵
州蜂糖李、1000株“五月脆”（为蜂糖李授粉）长势
喜人。春季，远远就能望见这座繁星满天的“雪
山”；李子林中点缀的桃花（为蜂糖李混合授粉）粉
红娇艳，让未婚青年不走桃花运都不行。老雷通
过向农户支付土地租金、雇佣本地农户务工、向农
户提供果树种植技术支持、吸引外来人员旅游观
光消费等方式，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增收致富，促进
本地经济发展。在大足区整体开发红岩坡下的胜
天湖水库时，康养李园将引入亲子采摘、民宿等新
业态，打造农旅融合发展新高地。

千亩椒林位于阳光村，种植九叶青花椒，年产
130万斤鲜椒，十里飘香，产值一举超过千万元。
同时，打造体验式椒油作坊，提高产品附加值，并
让游客体验采摘、制作乐趣，做靓国梁特色花椒。

近 3万亩“稻+”中，有稻虾综合种养规模户 16
家，养殖面积 2000余亩，亩均 200斤，年产 40万
斤。规范发展是今后的重点，以粮为本，推广标准
化、规范化稻虾轮作种养模式，防止重虾轻稻。同
时，因地制宜打造生态绿色养殖型、休闲渔业型等
生态发展模式，促进农旅融合，提高稻虾综合种养
产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

近5000亩渔业，生态渔场占据半壁河山。依托
方碑、双山、全力、边桥等村的水产养殖基础，连点成
片，连片成面，打造出2000亩“水产养殖基地”和20
个“休闲垂钓基地”，形成以生态养殖为基础，以“观
水景、玩水面、食水鲜”等为主要内容的综合性渔业
主体，既壮大国梁水产养殖产业，又让游客享受休
闲垂钓的乐趣，同时品尝独具特色的国梁美食——
国梁鱼虾宴、国梁红岩宴、国梁家乡宴中的经典菜。

位于全力村的忆乡田园，以绿色生态、无污染
为理念，流转65亩水田建设稻鱼蛙生态实验基地，
2018年底正式投产。不施农药、化肥、生长调节
剂、饲料添加剂等，采用鱼、蛙、稻田、家禽自然协
调的生产方式，产品具有“纯天然、绿色、无污染”

的特点。种植有鱼蛙生态米（24小时现碾），饲养
稻田蛙、稻田鱼。采取“互联网+农业”经营模式，
注册“食夯源”商标，完成网络销售商城，在大足城
区开设直营专卖店。2020年初还引入20家农户合
作加入实验基地产品，指导农户把自种的黄豆、
苕粉、花生及野生葛根粉等上架网络商城进行销
售。田里种稻，稻中养蛙，产出的忆乡村牌生态大
米产销两旺。

甲敖蚕桑主要从事桑蚕蔬菜立体种植养殖，
采取“公司+龙头企业+农户+其他企业”模式，与农
户签订保底收购合同。首期种植桑树 20万株，建
成625平米蚕棚，形成栽桑、养蚕、卖茧一条龙。

此外，国梁发展家禽规模养殖场 6家，年出栏
20万只（羽）；发展生猪规模养殖场 10户，年出栏
4000余头。

通过以上农业产业发展，已培育农业业主 16
家、大足区家庭农场区级示范场 9家，成功申报区
级龙头企业2家；培养出农村致富带头人3名。

有丰富的物产，自然就有美食相随。国梁创
办“大有田园”特色餐饮旗舰店，推出鱼虾宴、红岩
宴、家乡宴等系列菜品，深受各方美食家的青睐和
好评。这也顺应了人们对食物更讲究，对高品质、
绿色、有机食物情有独钟的时尚。

过二凼锅巴鲫鱼是“国梁鱼虾宴”经典菜之
一。因国梁的水质适合天然鲫鱼生长，当地素有

“过二凼的鲫鱼巴掌大”的谚语。做法是：将鲫鱼炸
至两面金黄，再以农家泡菜、泡椒、酸菜等和鲜榨菜
籽油加猪油的混合油炒至脱水，加入清水熬制后放
入油炸的鲫鱼，待鱼肉收净汤汁，起锅前以天然芡
粉勾芡，起锅后撒上葱花，美味即成。鱼肉汤汁饱
满，实为佐酒下饭之佳肴。过二凼锅巴鲫鱼这道美
食历史悠久，在当地家喻户晓，老少皆宜，夏日里更
是一道清热解腻的独特美食。但到本世纪初，因长
期过度捕捞，野生的过二凼鲫鱼几近消亡。为保护
这珍贵的物种资源，同时发展养殖业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国梁大力发展鲫鱼养殖，很快见效、上规
模。2023年底，已发展至 5000余亩，其中，为防止
害虫对谷物的侵害，减少化肥、农药的施放以提高
水稻的营养价值，注重农业、渔业有机结合，围绕

“稻+”发展生态产业，稻田养殖鲫鱼达到1500亩。
国梁进一步推动当地农文旅融合发展，依托

当地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农耕文化资源，广泛宣
传当地特色美食，使过二凼锅巴鲫鱼这道美食充
分体现出价值，广大游客前往国梁参观饶国梁纪
念馆、大有田园时，都会品尝过二凼锅巴鲫鱼。近
年来，国梁镇陆续已举办四届“过二凼逮鱼节”，吸
引各方游客前来参加节庆活动。游客与当地百姓
一道卷起裤脚、拿起竹编渔具、不停在水中摸索，
争相在泥水里逮鱼，感受别样的逮鱼时光。过二
凼锅巴鲫鱼知名度在不断唱响的同时，每年还为
当地的餐饮业带来200余万元的收益。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初夏时节，
全力村的忆乡村生态农田里，绿油油的水稻在拔节
猛长，有人从田坎上走过，惊起一大群蛙争先恐后
地跳进稻田深处。传统种水稻，人们通过滥捕自然
生长的稻田蛙让蛙肉进入餐桌，导致稻田生态系统
中稻田蛙数量急剧减少，稻田害虫泛滥，农民为治
病虫害广施农药，削减了自然生长的稻田蛙数量，
破坏稻田生态平衡，形成恶性循环。因此，人工养
殖稻田蛙是解决餐桌上需求和维护农田生态系统
平衡的必由之路。人工饲养稻田蛙响应市场对蛙
类的需求，又促进生态平衡和无公害稻米的生产。

稻蛙生态高效种养模式，将水稻种植与水产
养殖有机结合，进行综合开发利用，实现“一地多
用，一地多收”。稻田水层浅，水稻遮阴，为稻田蛙
提供良好的栖息、繁殖场所和生活的自然环境，使
它们保持原有体表自然色彩、色泽和口感。稻田
蛙也是稻田中的捕虫能手，它们的排泄物是水稻
的营养肥料。养蛙的稻田完全可以不施化肥、农
药，能避免水田土壤板结。稻田蛙能起到为稻田
除草、灭虫、疏土和增肥的综合效果，种出来的水
稻无公害，形成一条良性生态链，稻田米、蛙都绿
色环保，不用愁销售。这种模式不仅能提高土地
利用率，也打破了粮食生产的单一方式，创新利用
了稻田生态空间，效益成倍增长。

“国梁稻蛙宴”的经典菜之一——鲜椒稻蛙，
应运而生。专用国梁本地的青花椒、稻蛙、绿色时
蔬等原材料，做成一道特色菜。做法：将稻蛙杀剐
洗净，加葱、料酒、盐腌渍 20分钟，用生粉上浆，锅
中放油五成热，放入稻蛙滑七成熟捞出。锅内加
菜油，放葱、蒜、泡灯笼椒、鲜青花椒炒出香味，然
后下稻蛙、料酒、高汤及调料，用小火饶至稻蛙成
熟，淋红油、放小米辣翻炒，放入炸好的藕片，最后
装盆，蛙肉嫩滑味美，鲜香麻辣。

过二凼烧白也是国梁的出名美食。做法：将
土猪五花肉洗净，放入水中，加入葱、姜、花椒等调
料，煮至八分熟捞出，抹上酱油，晾干后再抹一遍，
然后放入油锅炸至肉皮金黄色起泡。准备适量大
足冬菜，洗净后切碎，炒干水分。炸好的肉切薄
片，用复制酱油（用砂糖、酱油、料酒熬制）拌匀，摆
放在底，铺上炒干水分的大足冬菜。将盘子放入
蒸锅中，蒸熟后将烧白倒扣在漂亮瓷盘里，除去多
余汤汁，熬制勾芡，浇于成菜之上，最后撒上葱
花。该菜为“国梁红岩家乡宴”经典菜之一，肉质
软糯，味道鲜美，咸香适中。

小川东道遗迹多 英雄厚土传承强

“诸神”相会之处，注定不平凡，注定故事多
多。这些的确又不是空穴来风、凭空捏造，而是有
现实依据，所述历史遗迹均经过考证才下的结论。

“英雄国梁”名副其实。这块红色热土因大英
雄饶国梁壮烈殉国，18年后（1929）的中央政府批
准而得现名，已近百年。他和胞妹饶国模的英雄
事迹、巨大功绩，《新渝报》以《中国饶氏兄妹 满门
忠烈谱系》为总标题，分别以上篇《革命先驱饶国
梁》、下篇《红色巾帼饶国模》细致书写（详见本报
2024年 5月 31日、6月 7日，作者布谷夫），本文不
再重述。以周恩来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孕育出
伟大的红岩精神，重庆主城的红岩村是其呵护备
至的温暖产床，而家大业大的红岩村的拓荒牛、所
有权人，并心甘情愿把这份巨额资产无偿捐赠给
人民政府的，就是被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小平称赞为

“红岩村革命的妈妈”——饶国模。国梁镇作为她
的出生地，称之为“红岩情缘初始地”，实至名归。

中国饶氏兄妹，无疑是国梁“诸神”中最值得

膜拜的神。饶国梁纪念馆（内含饶国模事迹陈列）
被中共重庆市委、重庆市政府命名为市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系重庆市第一批青少年党史国史教
育基地、重庆市青少年校外教育实践基地。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之前，国梁的文武二庙很出
名，青少年读书练武，文武双全，出了不少人才。抗
日战争时期，到武庙练功的青年人特别多，有武功
就胆识大，积极报名参军。在抗日疆场上奋勇杀
敌，仅在晋、苏、皖、湘、鄂、赣壮烈牺牲的就有11人！

早期革命者刘瞻从小深受饶国梁英雄事迹的
鼓舞，参加革命后两次被国民党抓捕入狱，腿骨被
打断，仍然坚贞不屈。西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
党组织营救他回到革命队伍。他一生听从党指
挥，视死如归，留下了许多动人故事。1946年，刘
瞻调重庆任《新华日报》营业部主任兼党支部书
记。1947年2月28日凌晨，国民党军警查封《新华
日报》，刘瞻领导职工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迫使
当局派飞机送他们返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他
曾任纺织工业部的司长。

赵庆提是1929年建立中共大足县特别支部时
的书记。他大智大勇，出生入死，发展壮大党组织，
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殊死斗争。新中国成立之
初，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妄图扼杀新生红色政
权，1950年 1月 27日开始大规模暴动。赵庆提在
征粮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被授予革命烈士称号。

英雄们的事迹鼓舞着英雄故乡的一代代人成
长，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拍摄两组近景。上世纪 80年代，本来偶见白
鹤的国梁因为良好的自然条件，加之稻田养鱼的
数量众多，开始有白鹤飞来阳光村覃家院子栖
息。随后，白鹤数量不断增加，尤其在2003—2009年
间，一度达到约 10万只，远远望去，覃家院子上空
时常白茫茫一片。后来数量有所下降，大概因为
大足许多镇街的“稻鱼”“稻虾”发展呈星火燎原之
势，白鹤们有了更多的选择，不在国梁过度扎堆觅
食，但国梁依然是名声响亮的白鹤家园。

国梁的白鹤集中栖居的过二凼鱼塘边，自然
形成白鹤湿地。每年农历二月，白鹤陆续从外地
飞来，一周左右全部抵达。它们每年在此大快朵
颐地愉快生活约 9个月，直到天气转凉才南飞，来
年燕子啁啾之时又复返，周而复始。

坐落于国梁镇街村社区的凤池街，因传说凤
凰在此休憩饮水而得名，是一条保存比较完好的
古老步行街，全长约400米。凤池街的历史可追溯
到明清时期。起初，因过二凼是驿站，往来商客不
绝，当地居民为接待商旅，沿街开设商铺、酒馆、茶舍、
旅栈、当铺等，生意十分兴隆，发展为一条商业街。

凤池街的建筑保持着明清风格，八成以上的
民居为两层楼的砖木结构，属典型的下店上房，建
筑体量大小相间，色彩淡雅、古朴。店面多为单开
间，一般两层。底层门面，采用木排门。建筑平面
有沿街敞开式，也有内天井式，其中一户谭姓人家
的三百年罗汉松，与屋内天井上下呼应，甚是好看。

真可谓：鱼米之乡白鹤家园，凤池老街明清记忆。
再把镜头拉远到小川东道上。小川东道又称

川东古驿道，是古代连接川渝两地的交通要道，承
载的历史文化信息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小川东道国梁段是全道的重要节点之一，主要
呈东西走向，途经国梁镇的曲水村（曲水铺）—方碑
村（黄连堡）—街村（过二凼、云路场）—边桥村（半
边桥），西接回龙镇，东至雍溪镇，全长约 16.9华
里。目前在国梁境内共有六处遗迹：曲水铺、石坎
子、过二凼、凤池街、半边桥和太阳庙，其中石坎
子、半边桥仍保存着原有的石板道。

昌州小城曲水铺位于国梁镇曲水村、回龙镇
雁鹅村交界处，是大足原“四镇八铺”之一，唐末昌
州小城的遗址。1987年7月14日大足全县文物普
查时对曲水铺进行了实地考察，确定是原昌州小
城遗址无疑。当地修撰《韦氏家谱》的韦尚志、韦
先辉等人，还指出了原昌州城内衙门府、武庙、韦
庙等历史遗迹的方位。韦姓在曲水铺属于大姓，
是唐末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韦君靖的后裔。现今
曲水小城遗迹已基本上被拆除，仅留下曲水铺子。

石坎子古道遗址也位于曲水村，是小川东古道
国梁西段的重要节点，也是国梁镇境内目前发现的
保留最完好的小川东古道遗址，总长约53米，现路
面宽约1米。据考证，小川东道原为车马道，古道宽
约为2.5米。古道荒废后，由于农业种植，在上世纪
末、本世纪初开掘路基以扩大农业用地，宽度因此
缩减。现今保存的古车马道上仍保留着铺路时所
用的基石、石板以及部分石台阶，具有历史价值。

过二凼位于镇政府背后，长70米、宽20米，天
然形成，形状十分奇特，像人的右脚板，水深 1米
多，清澈见底，游鱼成双成对。水面平静如镜，倒
映蓝天白云，美丽壮观。四周为丘陵，中间低平。
该地形本应有排水的天然河道，的确没有，水流通
过自然地势，从一块块梯田排泄到场口的两个水
塘里。两块水塘本有沟渠相连，后来沟渠上修了
一座桥，就无法看见水沟，只有桥下的两个暗洞，
便形成另一奇景：没有河却有一座桥。故民间叫

“无河二洞桥”，俗称过二凼。
小川东道国梁东段的重要节点半边桥，位于

边桥村淮远河支流茨巴河中游，桥长 22米，宽 5.5
米，为石拱桥。传说雍正年间“湖广填四川”，谭赵
二姓族人来到云路场，两族族长因族人欲在云路
场的河对岸安家落户，便商议共同修桥，一族各修
半边，后世人美名曰“半边桥”。石桥建成后多次
被河水冲垮，后于雍正十二年（1734）春节，谭赵二
人到县衙申请到资金援助，再把垮掉的桥修补、加
固。此后，半边桥成为小川东道必经之路上最为
坚固的桥。2018年，国梁镇改扩建公路时继续使
用该桥，成为国团路的一个重要交通节点。

太阳庙位于国梁镇、雍溪镇的交界处，是小川
东道国梁段的终点。据考证，古代的当地人在庙
里供奉着他们信奉的太阳菩萨，也是他们进行祈
福法事的道场。太阳菩萨像雕刻于一块大石碑
上，石碑基座深不可测，从未有人挖掘见底。太阳
菩萨端坐于红莲之上，身披金色袈裟，身后炽焰熠
熠生辉，普照大地，普度众生。这太阳庙也是小川
东道上往来行人的休憩避雨之所，而今成为国梁、
雍溪两镇的一座界址。

位于在曲水村、方碑村、阳光村的交界处的黄
桷堡原是川东大道必经之路，留下两个历史掌故，
一是明嘉靖年间，绰号大门神、二门神的韦姓兄弟
参加白莲教徒起义，力战身亡，留下一方石碑纪
事，1952年修路时被捣毁。二是据《韦氏宗谱》记
载，民国十三年（1924）4月 14日，三十四岁的团防

队长韦庭秋，为保卫家乡人民的生命财产，带领队
员与大足城区而来的一股奸淫抢掠的败兵激战，
多次中弹，英勇战死。

国梁有感于历史文化的厚重，深挖革命文化、
红色文化、农耕文化的底蕴，成功创建“红岩缘乡·
大有田园”。为何叫“大有”？源于饶国模创建的
红岩村最初叫大有农场，最终回到人民手中实现

“大（众共）有”。在她的家乡建设的这一景区，师
出有名，更是纪念。

大有田园以饶国梁纪念馆为核心载体，以饶
国模、饶国梁等革命先辈精神为文化支撑，以农业
数字化、智慧化为技术方向，以镇供销社及 8个村
（社区，以下统一表述为“村”）集体经济组织为运
营主体，以区域内农业产业园为消费场景，以机关
事业单位党建群团活动、大中小学生劳动教育及
社会实践活动服务外包为主营业务，以场镇现有
停车场、广场、餐饮等设施为配套保障，集革命教
育研学、农耕文化体验、农产品销售于一体的农旅
文商融合发展项目，分为核心区、拓展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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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五大区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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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农业产业园皆具规
模并形成产出，带动全镇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142家，流转土地近 2万亩，占耕地的 62.5%，注册
商标6个、实用新型专利2项。

2021年，获评国家AAA级旅游景区，2023年
获重庆市第七届“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优胜奖
（在全市1100余个项目中排第12名）、重庆市第五
届返乡农民工创业大赛优胜奖。

其中的文创项目《红色国梁》，作为全区唯一的
重庆市级读本编写项目，成功评为重庆市第三批红
色文化抗战文化暨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

国梁继往开来、推陈出新，颇有作为，而他们
在农业农村综合改革上“吃螃蟹”，才是大手笔。

纯农业镇寻机突围 改革求变发展壮大

在现代经济为主导的今天，诸如国梁这样的典
型纯农业镇，几乎都面临着区位条件较差、产业基
础薄弱、人口流失严重、土地使用受限、市场主体不
强、有效投资不足、市场功能逐步丧失等问题。这
些问题如若不能快速有效解决，它们极有可能越来
越弱，甚至走向彻底衰败，乡村振兴会成为泡影。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纯农业镇人口大量
外流，需求转弱，供给减少，场镇的市场功能逐步
退化甚至丧失，陷入“人口流失—需求转弱—供给
减少—形成垄断—服务低下—人口加速流失”的
恶性循环。国梁大量人口外出务工并向大足、铜
梁城区聚集，全镇户籍人口 2.4万，18岁以上常住
人口仅 6千余，只占 25%，大大低于全国 82%的比
例，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30%，乡村“空心化”“空
壳化”异常严重！本地需求急剧减少，本地生产的
农副产品不在本地出售，商贸、餐饮等行业萎靡不
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猪肉销售被3家屠户垄
断，肉价普遍比周边乡镇高1～2元，餐馆食材大量
外购，成本被抬高，性价差，居民办席、用餐等都去
万古、雍溪，仅存的两家餐馆经营惨淡，餐饮市场
基本消失，市场这“无形之手”调节失效。在此窘
境下，国梁原有市场主体扩大再生产的动力、能力
严重不足，甚至无力承接金额较大的政府产业扶
持项目，在“十三五”期间承接产业扶持项目仅 2
个、总金额60万元，年均12万元，几乎为零。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是乡村振兴的题中要义、必由之路，
但凡是集体经济好的地方贫困就少，凡是集体经
济差的地方贫困就多。截至 2020年底，国梁镇 8
个村有5个是集体经济“空壳村”。

由于纯农业镇普遍承担了全区城镇化进程中
林地、耕地占补平衡任务，绝大部分土地被划为林
地、耕地甚至永久基本农田，产业被牢牢限制在农
业种植养殖业上。国梁镇 5.8万亩区域中林地 1.8
万亩，耕地 3.72万亩，其中永久基本农田 3.02万
亩。同时，种植养殖业投入大、见效慢、利润低、风
险高的特点以及耕地流转率已达 65%的现状，使
得社会资本不愿投、不多投、投不多。

农村的出路在改革。各级深改委推出的农业
农村领域改革事项主要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宅基地改革、农业产业扶持项目股权化改革、

“三变”改革等。每项改革政策要求高、涉及面较广、
利益协调难，特别是改革往往需要市场主体作为承
接主体，改革操作难度又较大，很难做到“以点突破、
示范带动”，示范效益难以展现，容易导致改革止步
不前。镇政府与区供销社的共建共享机制，国梁
供销社连接政府、市场、基层自治组织及群众等各
方的平台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成为能够协调各方
利益的中枢，自然是承接改革试点的“不二之选”。

政府全程监管下的基层供销社无疑是政府发
挥“有形之手”作用的最好平台，是恢复市场功能、产
业转型升级的得力助手；在当前政府债务管控及基
层供销社综合改革的政策背景下，基层供销社无疑
是政府搭建集体经济股份合作化平台的最佳选择。

为此，国梁镇在综合分析本地实际情况和国家
各类涉农政策的基础上，2021年开始就统筹产业提
档升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改革任务、乡村社会治
理等乡村振兴各项工作，与区供销社合作，深入推
进国梁镇供销社改革，探索出一条传统农业镇依靠
基层供销社快速实现产业转型、推进乡村振兴的
新路子，并总结提炼出一些具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前述的“大有田园”项目，若无这样的机制是
无法实施的。国梁镇与区供销集团签订协议，共
建共管国梁镇供销社，并依托其吸纳全镇8个村级
集体经济组织相关资金，共同完成了该项目。同
时，开展招商，吸引有实力、较专业、懂运营的市场
主体参与项目运营。

解决农机共享、设施共用、农资共购、销售共
推，是基层供销社的本职。通过提供农业生产公
共服务，促进现有农业产业内部资源整合，实现产
业提档升级。

首先是共建共享，整合资源，增强项目承接能
力。镇政府与区供销集团签订协议，将镇供销社
作为国梁镇为农服务的重要载体和平台，实行共
建共管共育共享，推动镇政府、区供销社、村集体、
市场主体、社会捐赠等各方资源向镇供销社聚集，

增强其承接上级政府产业扶持项目、招商合作项
目的实力，促进各类项目在国梁落地，增加当地有
效投资，进而推动发展。镇政府先后将市政环卫
及设施维护经营、农贸市场、木材市场、农村环境
及公路维护等4个市场价值高的项目，按照市场化
运营的原则交由镇供销社运营；区供销社支持国
梁供销社打造市级示范社，落实资金 60余万元帮
助建设规范化阵地，并提供会计代账服务；国梁镇
8个村筹资 280万元入股镇供销社，迅速壮大其实
力，使处于“僵尸”状态的国梁镇供销社瞬间“满血
复活”。2021年，镇供销社成功承接300万的“巩固
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
扶持项目，顺利通过区农业农村委验收并得到高
度评价，成为国梁镇有史以来市场主体承接金额
最大的项目。至此，国梁镇无力承接较大产业扶
持项目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其次是带头示范，以点突破，率先推进涉农改
革。国梁镇按照“政府主导、统一谋划、供销带头、
以点促面”的思路，安排镇供销社作为承接主体，
先行先试推进涉农改革。在承接“巩固和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过程中，推
行“三变改革”，建成“大有田园”农耕体验区，使81
户群众每年均可获得每亩地300—500元不等的分
红；推行产业扶持项目股权化改革，3个村获得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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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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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次是介入市场，参与调控，补齐补强市场功
能。国梁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市政设施及
闲置资产交由镇供销社维护，并指导其按照政府意
图有针对性地利用市政设施和闲置资产开展经营
性活动，介入微观市场，强化市场调控。如，安排其
采用公开竞标方式，利用农贸市场内800平方米的
闲置场地，引进外来市场主体开办全镇最大的生活
超市，使农贸市场每年新增收入17.2万的同时，加
大冷鲜肉供给力度，迅速平抑物价，打破3家屠户垄
断全镇猪肉销售的局面，群众交口称赞。策划采取
专家评审方式，联合市场主体利用闲置旧敬老院
开办“大有田园”特色餐饮旗舰店，提供特色餐饮和
大众餐饮，既为旅游产业完善配套，也为群众提供
性价比高的餐饮服务，引导餐饮行业提档升级。

第四是内外并举，夯基筑巢，力促产业转型升
级。在内涵式转型升级方面，依托农机专业合作
社，联合村级集体经济投入 100余万元，购置大型
轮式拖拉机、履带式拖拉机、乘坐式插秧机、大疆
无人植保机、烘干机等农机设备，发展粮油生产基
地4000余亩，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1万余亩；依靠
政府项目支持，建成区域公用冻库360立方米、农资
销售店、“大有田园”特色农产品电商平台、国梁镇消
费帮扶馆等项目，畅通农用物资“下行”、农产品“上
行”渠道；协调农商行开通绿色通道，向社员或合作
社发放贷款27笔、700余万元，解决社员资金短缺问
题。在外延式转型升级方面，坚持将发展文旅产业
作为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将招商引资
作为壮大文旅产业的必由之路，在国梁属于航空
母舰项目的“大有田园”，就是这样结出的硕果。

第五是积累资产，建立机制，促进集体增收增
效。在承接300万元“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产业扶持项目过程中，由于供
销社的集体属性，300万元资产全部成为集体资
产，其中冻库、果树等90余万元的经营性资产全部
物化并确权到村，相比由社会资本承接的同体量
项目，至少增加集体资产200万元。在牵头建设管
理运营“大有田园”农旅文商融合发展项目过程
中，着眼于积累商标、品牌等无形资产，注册商标，
开发文创产品，为后期引入社会资本增加谈判筹
码、实现集体增收打牢基础。同时，以项目股份化
合作方式，吸纳 5个空壳村入股，共同经营农贸市
场、木材市场等项目，探索出一条在镇域范围内自
上而下建立集体经济发展体系的新路子，有力促
进了集体经济的发展。2021年，国梁镇供销社主导
经营的集体经济项目收入达到100万元，一次性消
除了所有“空壳村”，实现村级集体经济全覆盖。

最后是从严监管，审慎经营，严格控制风险隐
患。第一招：实行最严的底线监管。坚持量力而
行，绝对禁止贷款、抵押、担保等一切金融活动；绝对
禁止任何形式的“账外账”“小金库”；绝对禁止在供
销社列支任何不该由供销社列支的经费。第二招：
实行最严的决策监管。明确分管、监管职责，落实
到责任人。严格参照《国梁镇三重一大决策管理办
法》管理资金；凡项目建设均参照国有企业相关制
度，严格执行招投标及镇党委会集体决策；在对外
合作上，主要采取实物资产出租的保守方式进行合
作，最大程度保证资产不流失、不受损。第三招：
实行最严的财务监管。实行财务支出双签制度。
第四招：实行最严的成本监管。大力推行镇政府
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到供销社挂兼职制度，坚
持兼职不兼薪，严控专职人员、外聘人员人数。

不难看出，国梁供销社事实上已成为镇党委、
政府管理经营乡村的“另一只手”，发挥着“整合资
源的容器”“调节市场的载体”“推动改革的尖刀”

“招商引资的平台”等作用，既符合国梁镇经济社
会发展的需要，也符合基层供销社改革的需要，区
供销社和国梁镇成功实现双赢。

国梁镇供销社改革是国梁镇和区供销社在推
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为解决传统农业镇普遍面临
的市场经济“后遗症”、城镇化“后期综合症”等问
题，探索出的一种“突围”方式，既是探索创新，也
是无奈之举。“摸着石头过河”必然存在一些问题
和困难，相信他们能开动脑筋，集思广益，妥善解
决，稳步前进。眼下，上级对国梁加大资金、项目
和政策的扶持，甚为必要。

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在 2024年第 2期《工作
动态》中，以《强强联手 共建“强村富民”运营商》
为题，系统总结了这一改革的做法和经验；《中华
合作时报》2024年 5月 21日以《依托基层社 探索
强村富民新道路》为题，进行深度报道。这项改革
被誉为“国梁经验”，影响不断扩大，得到重庆市领
导和大足区领导肯定，典型经验在大足区全面推
广，四川资阳、重庆石柱和大足区相关单位纷纷来
国梁专题交流学习、现场观摩。

国梁好样的！任重道远，勇往直前，加油！
（布谷夫：本名刘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

市作家协会主席团成员；邹雨桃：四川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