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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重庆，笼罩着一层朦胧的雾气，汽
车接近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时，挂满枝头的
柑橘像一串串金黄的小灯笼。司机说，青龙
的橘子甜，他回老家时路过渝北，经常拐到这
里买一兜。

10多年前，青龙村还是山地环绕、位置偏
僻的“吊脚村”（意为“边缘村”）。20岁出头的
黄志外出打工，要走40多分钟山路才能到隔
壁镇上再坐车进城。现在，青龙村村口就是
公交车站，沿路开车几分钟就能到镇中心，这
里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柑橘智能种植基地。

黄志现任青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
任。在青龙村智慧果园管理平台上，2000多
亩果园全景呈现，他在办公室动动手指，就可
以查看平台传来的长势、湿度、紫外线照射时
长等数据，系统还会根据果园采集的数据自
动生成“园区长势分析”“估产分析”。

在外打工时，黄志轻易不提起老家，“太
穷了，说不出口”。2010年，黄志在外做建筑
生意小有成就，但每次深一脚浅一脚踩着泥
回家都不是滋味，索性直接放弃主业，回到青
龙村打算“干出点事”。

当时村干部队伍整体年龄偏高，基本都
在 50岁以上，黄志成了队伍中唯一的年轻
人，他负责打字、传送文件等需要操作电脑的
文书工作。

2016年，黄志正式接任村党总支书记
后，迎来的第一大任务就是土地宜机化改造、
发展规模化种植业。当时，渝北区打算在新
修好的统景镇至大盛镇的公路沿线建设柑橘
产业带，最初准备在青龙村开展试点，通过流
转300亩土地种植柑橘。

青龙村长期难以发展，最大的掣肘因素
就是土地分散。

“有村民家的地像桌子那么大，只能种几
窝玉米。”黄志回忆说，青龙村从20世纪80年
代实行包产到户后，土地几十年没有大动作，

丘陵山地本就耕地稀缺，不同位置的土地肥
沃程度不一，为确保公平，每家土地优劣搭
配，一亩地被划成许多小块，分给几家甚至十
几家，“山顶有，山腰有，山沟沟也有”。

黄志走访发现，碍于山地限制，青龙村耕
种费时费力，除去肥料、人工等成本，种植收
益很少。而随着在家种地的农民老龄化，年
轻人外出打工，种地缺少好手、帮手，土地出
现了撂荒。

提出土地宜机化改造后，青龙村村委会
收到村民各种各样的“想法”。为了让村民看
到大规模种植的好处，黄志组织村民代表外
出参观学习。其中，既有对土地宜机化改造
不理解的“顽固派”，也有改革意识较强的村
民。他们前往贵州、成都、潼南等地区，看到
农业产业发展的现状后，村民们达成了共识。

不到 3个月，青龙村所有耕地都进入宜
机化改造范围。刚开始，上级部门不敢相信，
有关部门实地调研后发现，青龙村真的超额
完成了任务，全村 2000多亩土地统一整治、
规模种植。

整治后，青龙村的土地栽上了果树，逐步
实现机械化、智慧化生产。2019年年底，青龙
村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社注册成立，黄志
任理事长，村民们拿到了股权证。2021年年
初，合作社实现纯收益 187万元，首次分红。
兑现了给村民的承诺，黄志心中也更有底气。

青龙村基础设施也在提档升级，村民的
生活迈向现代化。灰顶白墙的“小别墅”排列
有序，街道整洁干净，村口就是公交站，这些
实实在在的变化增强了村民的归属感。农民
与集体的关系更加紧密，农民也自发爱护村
庄环境。在旅游旺季，村民提醒到访的游客
不要乱扔垃圾，主动维护青龙村环境。

产业发展过程中，黄志带出了一支年轻
的队伍。目前，青龙村村两委成员有10人年
龄在 28岁到 42岁之间。柑橘种植服务队共

30人，全部由年轻人构成。
这些 80后、90后“新农人”，主要负责监

测果树生长、制定培育计划。青龙村的柑橘
产业依托丘陵山地无人果园管理平台及其配
套体系，通过地下埋设的传感器，持续监控果
树的生长状态，实时采集数据并进行分析，评
估果树生长效果，反馈到手机、电脑等终端。

青龙村今年还启动了电商团队建设，包
括返乡青年和被青龙村产业发展吸引来的外
村年轻人。黄志还计划成立电商孵化基地，
培养更多电商主播。

黄志也在和村庄共同成长，先后获“重庆
市乡村振兴贡献奖先进个人”“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个人”、渝北区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

对青龙村的未来发展，黄志有长远的打
算——集中养老。

前些年村里一位老人瘫痪需要护理，子

女在外工作，村委会虽然尽力提供帮助，但也
无法做到24小时陪护。提起这件事，黄志现
在还十分难受，“生活上有其他困难，村委会
都可以想办法解决，但日常护理确实需要亲
人或专业照护人员”。

“青龙村这个大家庭就是我这个小家庭
的缩影。”黄志的父亲今年 70岁，母亲 63岁，
如果不是他回村工作，老人可能会面临在村
中无人照料的情况。

青龙村1200余名村民中，60岁以上的约
有四分之一。黄志希望通过持续发展集体经
济，提升软件、硬件设施，实现村民就地养
老。目前，青龙村正在规划建设农村养老中
心，推行集中养老模式。

黄志说，农村发展得再好，就业容量也有
限，作为村里老少信得过的干部，能做的就是
尽量减少在外奋斗的年轻人的后顾之忧。

据渝北时报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幺儿，你看你笑得好乖哦！这么多年
了，屋头终于有张全家福了。”1月20日，春节
将近，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桐楼乡细沙村
六组一处院坝里，62岁的徐文学一家人围成
一圈，细细端详着手里的一张全家福，“拍得
好！今年过年，最好的礼物就是这张全家福。”

冬日的暖阳下，一家人的笑脸如阳光般
灿烂。

不仅是徐文学一家，春节前，桐楼乡许多
村民都将收到一幅用相框装裱好的全家福。
这些全家福从何而来？

12年来第一次全家团圆

“来，大家靠近一点。左边的对联低一
点，对，很好。过年开不开心？开心了就要笑
起来……”1月 15日，细沙村五组，摄影师刘
陵波正在为 54岁的村民赵佰值一家拍摄全
家福。

镜头前的 6个人是四世同堂的一家人，
84岁的曾祖父和1岁3个月的曾孙都在镜头
里开心地笑着。

“乡党委、政府在春节前给我们拍全家
福，这个事情对我们家来说特别有意义。”赵
佰值激动得甚至有些微微颤抖，“12年了，这
是我们家第一次全家团圆。”

为何赵佰值一家 12年才迎来第一次全
家团圆？

原来，赵佰值30岁的长子赵秋江入伍12
年，一个月前才刚刚退伍回家。

“没想到我们拍摄的第一家就有这样感
人的故事，这说明我们给村民拍摄全家福非
常有必要。”桐楼乡党委书记张倩告诉记者，桐
楼乡是彭水最偏远的乡镇之一，许多村民常
年在外务工，因此许多家庭几年都难得团圆
一次，“今年，我们乡人大结合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提议邀请县摄影家协会的摄影师在全
乡范围内为大家拍摄全家福，留存家的记忆，
感受乡的变化，让年味更浓、亲情更暖。”

“娃娃的妈妈呢，怎么少了一个人？”拍完
赵佰值一家，刘陵波检查照片时突然发现了
问题。

赵秋江略带遗憾地说：“孩子的妈妈林娜
在彭水县人民医院工作，因工作繁忙，无法赶
回家拍摄全家福。”

“保家卫国、救死扶伤，你们家为大家作
贡献，12年来第一次团圆，全家福怎么能少
一个人。”张倩立即决定，“等娃娃妈妈回来
了，我们再来补拍，绝不让你们留遗憾！”

新媳妇第一次进家门

桐楼乡普子村三组，50岁的村民赵昌恩
家中，一场热闹的喜宴正在进行，一旁的全家
福摄影师、彭水县摄影家协会主席周玖林却
眉头紧锁，“现场来来往往的人群会影响拍
摄，背景还要避开临时搭建的遮雨棚，要拍出
喜庆的感觉并不容易。”

“要不人站到前面的坝子，这样背景能干
净一些。”周玖林身旁另一名摄影师张琳建议。

“不行，今天办喜事，新媳妇第一次进家
门，全家福还是要以房子为背景，放到前面坝
子，背景就看不见房子了。”看着眼前热热闹
闹的喜宴，周玖林努力想着办法。

“小赵是我们老生产队的第一名大学生，
现在在广东开公司还找了广东媳妇，可要拍
好一点哦。”周玖林和张琳正商量之际，参加
喜宴的村民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赵昌恩的儿
子赵黔川和儿媳妇陈美君的情况。

周玖林这才得知，赵黔川大学毕业后就在
广东创立了一家物流公司，并与陈美君相识相
恋成婚，如今两人的孩子已出生三个多月。

不过，在此之前，陈美君从未回过彭水。
“今年过年，新媳妇第一次进家门，我们

就挑了个好日子，热热闹闹地把喜事办了，这
么重要的全家福，可得好好拍。”乡里来给自
家拍全家福，赵昌恩觉得很是及时，对全家福
的拍摄要求也提高了几分。

最终，周玖林和张琳决定将拍摄地点放
在房屋的侧面，“以喜宴和房屋侧面为背景，后
期再将背景虚化处理，重点突出赵昌恩一家
人，这样既保留了喜庆气息，又有家的背景。”

“来，大家看镜头，笑容多一点、喜庆一
点……”敲定拍摄方案后，周玖林和张琳用
快门定格着喜宴上一张张笑脸，也定格着赵
昌恩一家的幸福生活。

第一次住上三层小洋楼

细沙村村民徐文举一家常年背井离乡，
对“幸福的生活”期盼更深。

“我们在新疆承包土地种棉花，一年到头不
着家。”5年前，徐文举在家乡老屋地基上盖了新
房，“5年算下来在屋头的时间不到50天，出门在
外渴望全家团圆，也希望有一张全家福。”

为了拍好这张全家福，1月15日上午，徐
文举一家七口早早地换上新衣，等待摄影师
李洪卫到来。

到了拍照时，徐文举和老伴抱着两个孙
子坐在前排，两个儿子和儿媳妇站在后排。

李洪卫尝试拍摄几张后，总觉得少了些
喜庆气息，于是他将春联作为拍摄道具，让徐
文举的两个儿子在后排高高举起。

咔嚓、咔嚓！一张全家福顺利拍摄完成。
“春风及第如意家，瑞气临门吉祥宅。”徐

文举看着摄影师相机里的照片，轻声念着春
联的内容，“好、好、好！我们老徐家祖祖辈
辈，第一次过上这样的好日子哦。”

徐文举邻居徐文学一家也在这天迎来了
团圆时刻。

当李洪卫来到徐文学家中时，徐文学的
儿子徐小东和爱人张茂愉正忙着整理刚刚收
购的中药材黄精。

2024年 9月，原本在广东做电商的徐小
东两口子为了照顾年纪渐长的父母，回到了
村里。

回村后不久，徐小东发现村里盛产中药
材黄精且市场需求量大，“这恰好适合发展电
商产业。”发现商机后，徐小东开始收购黄精
并以直播带货的方式销售黄精。

“粗略算了下，去年大概挣了十来万元，
今年希望能更进一步。”如今，徐小东两口子
靠着自己的勤劳，不仅过上了好日子，还为父
母在家乡新建了三层的小洋楼，让老两口住
进了新房。

“看镜头，莫看别处，一二三，好！再来一
张……”摄影师一次次按下快门、拍下一张张
笑脸，冬日暖阳中，一张张全家福传递着幸福
和温暖……

彭水县桐楼乡村民收到春节好礼笑开颜：

“今年过年，最好的礼物是这张全家福”

1月15日，摄影师在为彭水县桐楼乡的村民拍摄全家福。重庆日报通讯员 廖唯 摄

□ 大渡口报记者 张永香

近日，一辆其他垃圾收运车准时来到大
渡口区融创春晖十里小区，驶向垃圾直运接
收点，收运员检查垃圾分类情况，确定符合要
求后，将该小区的其他垃圾倒进收运车后，又
按照规定好的垃圾收运线路驶向下一个直运
接收点……

这是大渡口区“公交车式”生活垃圾直运
模式中的一幕。所谓“公交车式”，是指设定
时间表和线路，让垃圾收运车辆像客运公交
车一样按照线路图到站收取垃圾，然后运送
到中转站。

塑料污染治理是人民群众关心的“关键
小事”，为扎实推进全链条塑料污染治理工作，
2024年大渡口区持续开展塑料污染治理专项
整治，推动全域“减塑”为生态环境“减负”。试
点“公交车式”生活垃圾直运模式便是全区加
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处置的举措之一。

2024年，大渡口区在所辖 52个居民小

区、公共机构开启“公交车式”生活垃圾直运
模式，现已设置直运接收点 71个，投入压缩
式垃圾收运车辆16台，淘汰不合规运输设施
12辆，关停垃圾收集站9座，从源头上有效减
少了收运设施不规范、集中收集点臭气噪声
扰民、二次污染等问题。

“在试点小区增设智能监控设备，兼备自
动感应、摄像头捕捉、垃圾溯源处理等多项智
慧功能，依托‘一网统管’智能监控系统，对投
放点、收集点等进行24小时监管和AI值守。”
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智能
识别垃圾桶满溢、小包垃圾落地、桶边环境卫
生、作业人员在岗、不分类投放收运行为等情
况，形成“发现、派单、整改、销项”闭环管理。

截至目前，“智慧分类”系统已覆盖27个

小区，试点小区厨余垃圾分类率由 17%提升
至35%。

与此同时，在全力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
源头减量上，大渡口区对快递回收网点开展
宣贯培训，解读相关法律法规，现有 27个快
递回收网点均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寄
递企业规范包装操作比例达到 95%，电子商
务类邮件快件不再二次包装比例达99%。

此外，大渡口区加大固废资源循环利用
领域优秀企业的招商引资，加速推动固体废
物“无废化”利用项目“生根发芽”，依托三峰
环境产业链发展垃圾焚烧、烟气净化、飞灰处
理等固废治理技术装备，加快推动三峰环境
灰飞项目、盎瑞悦危险废物处置应用技术推
广项目建设。

“2024年，大渡口区完成废弃农膜回收
2.4吨，肥料包装物回收0.5吨，农膜回收率为
98.37%。”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除了加强废弃农膜回收全过程监管，全
区还要加强河湖水漂垃圾常态化清理和旅游
景区塑料垃圾治理工作，确保塑料垃圾得到
有效治理。2024年，全区累计清理岸坡消落
区生活垃圾230余吨，出动人员4500余人次，
打捞漂浮垃圾90余吨。

加强食品销售者的宣传引导、鼓励更多企
业申请绿色产品认证、引导消费者自觉抵制不
合格塑料购物袋及农膜……2024年以来，大渡
口区持续开展宣传引导，不断健全塑料污染多
元共治体系，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塑料污染治理
工作，推进全区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

渝北：“吊脚村”华丽变身“中心村”

大盛镇青龙村太合场。渝北时报记者 任天驹 摄

生活“减塑”环境“减负”

大渡口试点“公交化”生活垃圾直运模式

□ 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1月 19日，年关将近，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谭家坝，
150张圆桌整齐排列，热腾腾的饭菜逐一端上桌；一侧的
舞台上，彩带舞、诗朗诵等节目让人应接不暇，热烈的掌
声此起彼伏。

永利村第二届“村晚”正在这里举行，这场“村晚”没有明
星，只有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讲述着永利村的新变化。

这天一早，永利村 9个村民小组 80余位志愿者便在
谭家坝忙开了：院坝外，大家用砖头搭成临时的灶台，砍
柴、烧柴，动作麻利；洗菜、拌菜，井然有序。院坝内，150
张村民自家的桌椅整齐摆开，等待着辛苦劳作、远道而来
的邻里乡亲。

上午8时，距离“村晚”演出还有3个小时，村民们紧
张地进行着最后一次歌舞排练。

“开席喽！”上午11点，伴随着厨师的一声吆喝，独具
乡村特色的菜品陆续端上餐桌，鲜香嫩爽的家常鱼、肥而
不腻的回锅肉……在“千人坝坝宴”上，村民大快朵颐。

一侧的“村晚”舞台上，见义勇为奖、尊老抚幼典范等
村民代表一一上台接受表彰，村民自编自导自演的腰鼓
舞、花球舞、歌曲等节目轮番上演；台下，2000余名村民逐
一签字、按手印，领取每份价值50余元的米、油实物分红。

“后进村的名字，我们听了许多年，但今天，你看！永
利村修通了产业路，村民有了‘摇钱树’！”舞台上，永利村
村民齐声朗诵诗歌《永利人》。

永利村位于云阳县西部，过去因交通不便，村里种植
的李子等产品运不出去，村里的账本时常有“窟窿”，这让
永利村成了当地的“后进村”。

没有集体收入，永利村能用于公共事务的资金捉襟
见肘，直到2018年村子还只有一条土路。也就是在这一
年，邻近的几个村陆续将土路硬化，水果得以运出去卖
钱。永利村没有资金和项目支持该怎么办？永利村党支
部书记万丹和村干部只好向村民“化缘”。

越来越多村民达成共识后，村里众筹到的修路资金
也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最终，永利村仅用一年时间
就修通了两条共6.7公里的水泥公路，次年村民又自发二
次筹款将产业路延长到11公里。

新公路修通后，永利村的柑橘和枇杷当年就增收38
万多元，让村民们看到了生活变好的希望。

后来，永利村账本上收入一栏账目逐渐多了起来：招
商引进生态养殖场有了分红、建起村集体劳务公司有了
劳务收入、水果直播带货有了销售收入……2020年，永
利村的集体收入达到103万元，利润超过33万元，成了当
年全县村集体经济收入的“状元”。“我们在构思‘村晚’节
目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修路的事。”万丹说。

“我骄傲，我是永利人！”
“我自豪，我是永利人！”
……
在节目《永利人》的诗歌朗诵声中，万丹表示：“明年，

永利村‘村晚’还要继续办！”

云阳县永利村村民自编自演“村晚”——

讲述家乡新变化
背后有苦更有甜

□ 万盛报记者 戴鑫

“自从装了屋顶光伏，每个月都有收入，生活越来越有
奔头。”近日，在万盛经开区石林镇茶园村，村民冯世安家的
屋顶光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工作人员仔细检查了光伏所
使用的电力线路，并详细询问冯世安屋顶光伏运行情况。

光伏发电作为新能源之一，随着技术的升级和模式
创新，已经逐渐进入普通群众家中。日前，万盛经开区积
极引进光伏企业，东林街道为企业提供注册登记及免费
办公场地等服务，助力企业快速落地生根。

据了解，农村光伏项目应用场景主要为屋顶光伏，主
要由TCL光伏科技公司投资建设分布式光伏项目，公司
租赁农户闲置屋顶安装光伏板发电，并提供并网服务，屋
顶光伏经光能资源的互补利用，为农户提供长达25年稳
定可靠的电力收益。“从项目建设到后期运维，农户都不
需要承担任何费用，包括后期房顶漏水等维修工作，都由
公司处理。”TCL光伏科技万盛片区负责人王洪卫介绍。

自项目实施以来，农村房屋成了“聚宝盆”，村民当起
了“电老板”。截至目前，万盛经开区屋顶光伏已经签约
600余户，完工80余户，并网率达50%。

□ 铜梁报记者 汪洋 濮加红

近日，在铜梁区侣俸镇保宁村，施工人员正在加紧铺
设水管。据了解，2024年高温干旱期间，保宁村出现自
来水水压不足等问题，再加上自来水管网覆盖不全面等
原因，村民生产生活用水受到较大影响。通过这次实施
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保宁村将实现自来水全覆盖，确
保村民正常生产生活用水。

“这里位置偏远，原来的供水管道覆盖率低，水量和
水压都不足。”重庆市铜梁区龙源乡镇供水公司项目现场
负责人黄恩勇介绍，根据铜梁区水利局收集的用水情况
和前期勘察设计，将改造供水主管和农户家水管。农户
只需自行搭接好管道，便可使用自来水。

据了解，2024年以来，铜梁区分别在侣俸、围龙、安
溪、土桥镇等地，通过新建供水管网、新增一体化泵站、一
体化水处理设施等方式提升水质和水量，让4600余户共
计15000余名村民吃上更加安全、放心的自来水。

“我们持续以城乡供水一体化为主抓手，累计投资
1.6亿元，实施侣俸、围龙等16个镇街，300公里农村老旧
管网改造，通过安装加压设备、净化设施，提升水量、水
质，农村自来水普及率提升至 97%。”铜梁区水利局副局
长尹远明表示，下一步，将重点围绕“3+2”城乡供水一体
化布局，加快建成太平、同心桥水厂，力争 2027年，全区
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率及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9%。

万盛

乡村屋顶“换装”
村民享“阳光红利”

铜梁

实施农村水网改造
4600户村民用上自来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