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5年5月9日 星期五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阳晖看重庆

□ 新华社记者 黄兴

《一个人的莎士比亚》《海森堡》《天鹅之
歌》……在刚刚过去的4月份，渝北区中央公园
连续上演一部部优质戏剧。这项名为“戏剧
树”的活动，利用中央公园阳光草坪为天然演
出场地，以大树为标志，让夜色作幕布，观众席
地而坐，在惬意的氛围中感受戏剧的魅力。

在中央公园，上演的不光是国内外经典剧
目，这里还常开展川剧变脸、音乐会等文化活
动，市民在家门口就可遇见多样化的艺术。居
住在中央公园附近的市民廖洨洨，就常在下班
后来到中央公园观看演出，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渝北地处重庆主城区北部，产业集聚度
较高。记者从渝北区文旅委获悉，鉴于近年

来渝北市民群众年龄结构、教育程度都发生
较大变化，对高品质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愈发
旺盛，为此渝北着力做大优质文化服务供给，
并重点面向年轻群体开展各类文化活动。

近年来，青年夜校在多地走红，广受年轻
群体青睐。瞄准青年文化需求，渝北区将青
年夜校教学点嵌入紫薇路网红街区、城市民
宿等地，由文旅部门提供师资，企业或街区提
供场地，打造一个个“小而精”的专业。渝北
区文旅委主任曹兴建介绍，青年夜校下沉到

年轻人扎堆聚集之地，开设专业既涵盖书法、
国画、非遗等传统文化领域，又包括戏剧表演
等现代艺术形式，助力提升青年群体的审美
素养和文化自信。

在近期的几度书店，每周二及周三晚上，
百纳技艺授课教师现场演示传统拼布技法，
年轻学员在穿针引线间感受非遗技艺的魅
力。“课程吸引了大批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
们既学习了感兴趣的文化知识，也结识了志
同道合的朋友。”几度书店负责人袁鑫说。

作为守护城市“书香”的重要载体，城市
书房让公共阅读融入百姓生活。近年来，渝
北区还建成10余座城市书房，不少还建在商
圈、社区，既形成阅读空间，更成为小型沙龙
举办地……

优质文化艺术，一头连着百姓生活，一头
还连着产业发展。在高品质文化需求牵引
下，渝北区近年来着力吸引了麦芽传媒等一
批文化企业落户，重庆演艺集团等演艺公司
也在当地落地布局业务。

5月6日，家住秀山县钟灵镇凯堡村的村民余明学拿
出了账本和计算器，夫妻俩坐在堂屋，一笔一笔地算着今
年的春茶采摘收入。最后的计算器数据显示为 60053，
两口子笑得合不拢嘴。

“今年春茶纯收入共6万元，比去年收入多好几千块
钱了。”余明学一家共种植茶叶20亩，像他这样的茶农在
秀山比比皆是。

“凯堡村共有茶叶基地 8000亩，茶叶也是全村经济
收入的主要来源。”钟灵镇宣统委员王雨婷介绍，曾经的
钟灵既不通公路，也没有茶叶加工厂，茶农只能“单打独
斗”，收益甚微，一度出现了茶园无人管的状态。

2002年，从福建引进的茶企落户凯堡。从此开始，
凯堡村的茶叶面积从 1000余亩发展到 8000亩，形成了

“万亩茶村”，家家户户种上了茶叶。
有了茶企的入驻，村民采茶后直接把鲜叶卖给加工

厂，当天就能换取收入，大幅提振了村民的发展信心。
据介绍，目前凯堡村共有 600余户、2400余人，种植

茶叶的农户达到 500多户，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种
植模式，每年户均可增收万元以上。

钟灵镇凯堡村的蜕变，是秀山茶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日前，秀山春茶采摘工作全面结束。2025年春季，

这一片“绿叶”为秀山茶企、茶农带来14.1亿元的收入。
据了解，秀山茶叶基地共 19万亩，可采摘面积 12.6

万亩，成为重庆市最大的茶叶基地县，茶产业是秀山县乡
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重庆铜顺茶业有限公司位于秀山县梅江镇兴隆坳现
代农业园区，茶叶基地面积近3000亩。今年春茶的鲜叶
采摘量达到 80余万斤，产值达到 1000余万元。这几天，
随着春茶采摘全面结束，该公司已将第一轮夏秋茶采摘
提上日程。

“与春茶相比，夏秋茶虽然相对品质较低，但产量
高。在以前，传统的春茶采摘结束后，大量的夏秋茶资源
被浪费。”秀山县农业农村委经济作物中心主任龙云辉介
绍，2018年，秀山县出台《夏秋茶奖补政策》，为收购秀山
鲜叶加工夏秋茶的本地企业提供补助。

通过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茶叶加工企业收购夏秋
茶鲜叶进行加工的积极性大大提高，当地茶叶的采摘季
从5月延长到了10月，彻底改变了夏秋季“茶叶基地不采
摘、茶企不加工、茶农无收益”的情况。

“初夏的时候，茶叶生长得很快，虽然春茶采摘刚结
束，但是 5月中旬就可以采收夏秋茶了。”重庆铜顺茶业
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顺华介绍。

“这几年，每年夏秋茶都实现了 6亿到 7亿元的经济
收入，茶叶年综合产值接近 20亿元。”龙云辉介绍，秀山
茶叶真正实现了一年春夏秋“三季生金”，冬季做好管护
为来年丰收打基础，茶产业让全县2.8万农户端稳了“生
态饭碗”。

如今，在秀山县，茶产业已覆盖 22个乡镇（街道）、
109个村（居）、2.8万农户，培育茶叶加工企业45家、茶叶
专业合作社66家，打造的“秀山毛尖”品牌价值达到6.34
亿元，成功获评中国区域特色美丽茶乡、全国“三茶”统筹
县域案例、中国百县百茶百人等，茶产业已成为“生态富
民产业”。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 华龙网记者 羊华

近日，奉节青龙镇大窝社区像过节一样
热闹，会议室里，社区党支部书记文金平主持
召开了群众大会，一来为了分红，二来是为下
一步的发展作部署。

巧合的是，几乎同一时间，我市在铜梁区
召开了“和美乡村建设现场会”，奉节《新“清
管用”工作机制高效盘活利用集体“三资”推
动强村富民》，被纳入了全市典型案例。

大窝社区，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大
窝景区，是奉节4A级景区之一，作为“和美乡
村”的一个样本，它的前身却并不“和美”。

为了弄清大窝蝶变之谜，记者深入实地
采访，解析大窝带“小窝”的奉节和美乡村建
设新路径。

辉“磺”不再

时隔八年，记者再度来到大窝，见证了天
翻地覆的变化。

国营老厂一磺厂关停、与大窝村合并而
来的大窝社区，彼时的乡村风貌正在打造。

“饭都吃不饱，花钱搞旅游啷个得行？”
村民们普遍不理解，但在大窝实现事业

起步，并牵头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文金
平，却有十足把握——大窝不仅风景底子好，
还有全县稀有的一磺厂工业遗产，高海拔也
适合微度假和避暑。

为了打消乡亲们的疑虑，文金平带头出
资，吸引村民入股，成立了村集体经济组织，
开启了涅槃重生之路。

文金平告诉记者，大窝社区所在地曾富
含硫磺，1951年，四川省奉节县硫磺厂，即一
磺厂就建在了这里。最红火的时候，一磺厂
年产量超过 7000吨，创造税收 1100余万元，
占全县生产总值三分之一。

“儿要进厂，女要嫁厂，幸福大家享”，曾
在当地广为流传，甚至奉节城里姑娘也托人
到一磺厂找对象，这座大山里的矿厂，吸引了
全国各地近4000人前来工作和实现梦想，厂
内设有子弟学校、职工医院，就连电影院都是
全县最大的。

“开采硫磺对生态破坏很大。”文金平说，四
周青山变荒山，石漠化严重，部分土地受硫磺侵
蚀酸化，厂部核心区域寸草不生，棕叶子河沟和
三里峡河沟常年被污染。2004年，随着建制调
整，一磺厂原厂区和大窝村合并为大窝社区。

在此之前，当地已启动了生态修复工作。

1998年进行体制改革，一磺厂硫磺生产线全
面停止，煤炭行业发展迅速，经勘察一磺厂煤
炭储量1260.3万吨，1999年至2011年11年时
间，总生产煤矿170万吨。2012年至2015年，
随着国家政策调控，当地对一磺厂实施政策
性关闭，这座老厂也因此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文金平是土生土长的大窝人，翻墙看电
影、打望“南腔北调”的青年职工成为了儿时
难忘的记忆。

时间却像硫磺一样具备侵蚀力，半个世
纪过去，一磺厂已成残檐断壁。

文金平带着记者在一磺厂旧址参观，在
一座只剩四周墙壁、窗无玻璃、房顶不知去向
的硕大建筑前，他大声说道：“这里就是一磺
厂的电影院，能容纳900人一起看电影，看演
出，厂里开大会也是在这里。”

文金平和一磺厂职工引以为傲的室内高
档电影院，如今却落魄成“露天电影院”。

在一磺厂职工和村民看来，这些残檐断
壁已是“负资产”，只能让外人笑话他们的“落
魄”，文金平却不这么认为。

“嘿！这里的老坛子赶紧抱走，可以用来
做景区的点缀。”文金平在电影院放映室找到
了几个废弃坛子，他说，这些坛子是厂里用来
腌泡菜的，供厂里几百人吃饭呢！

文金平对老物件有不同的想法，大窝社
区返“老”还童的计划也在悄然推进。

金“窝”归来

大窝社区多了很多光环，最有分量的就
是国家4A级景区。

“看，你以前来的时候，海豚湾还在打造，
现在不仅有了观景台和无边际泳池，还建了
接待中心和民宿群。”文金平向记者介绍了八
年来的变化，这里还在建一条上山路，建成后
就可以跟其他景区连成一体。

其他地方建景区，通常会让村民流转土
地并外迁，重新进行规划建设，大窝却不一
样，将整个社区都纳入景区范围，让每一个原
住民都“住”在了景区里。

青龙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样的想法
得到了县、镇两级政府的高度认可和支持，大
窝社区属于高海拔地区，以前就风景优美，在
石漠化治理中打造景区，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上级政府部门积极批复项目资金，加上集体经
济组织自身筹措的资金，在解决了钱的困境
后，这座满身疮痍的社区开始向“景区”蝶变。

2015年，文金平开始着手石漠化综合治

理。那时，很多村民和一磺厂老职工都质疑
他在作秀，也不相信种了几棵树就能解决发
展问题。甚至，社区向一磺厂职工收水费都
受到了阻拦。

那时，社区水资源受到硫磺侵蚀，不得不
从远处山上引水过来。

文金平自己搞过实体产业，喜欢冷静应
对问题，他对群众所有的“问责”和抱怨，都笑
脸以对，然后一事一议加以解决。

采访中，一位老人从居民楼走了过来：“文
书记了不得，他把我‘策反’了！当时我们老职
工都有戒心并拒绝缴水费，他就让我加入到了
群众工作中来，在潜移默化中感化了我。现在，
我是社区的水费‘征缴员’，和邻里关系好着呢。”

说到居民楼，也是大窝社区的一大创举，
主要分为两类“小区”。

第一类是高山生态移民集中居住区，第
二类则是大窝建设的廉租房社区。

大窝作为距离县城近两个小时车程的山
村，却率先实现了社区化居住，其中，廉租房
是奉节建设较早、规模较大的一个。在分房
时，社区采取了老人住底楼、其他人抽签的形
式，避免了矛盾的出现。

解决了安居问题，“乐业”也安排上了。
大窝社区利用峡谷、溶洞等自然风光以

及硫磺厂工业遗址，打造出一个集自然景观
游览区、极限运动体验区、工业遗产参观区于
一体的乡村旅游景区，并在2020年被评为国
家4A级景区。

随着社区人气越来越旺，大批离开家乡
的村民回来了，他们有的办起了农家乐，有的
开起了超市。每年大窝社区游客接待量有十
几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超过800万元。

三“资”盘活

大窝社区的重生，是奉节盘活集体“三
资”推动强村富民的一个缩影。

在刚刚落幕的全市“和美乡村建设现场
会”上，奉节《创新“清管用”工作机制 高效盘
活利用集体“三资”推动强村富民奉节县》入
选了典型案例。

奉节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农
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是实现农民共同富
裕的重要物质基础。加强农村集体“三资”管
理利用，有利于稳定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
度，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力，增强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服务功能，密切党群干群关系。

奉节县在专项整治工作中发现，不少乡

镇和村社存在集体“三资”底数不清、状态不
明、监管缺位、效益不高等突出问题，一定程度
损害了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合法权益，未
能发挥出其实际效益。为此，该县坚持问题
导向，创新“清管用”工作机制，对农村集体“三
资”起底核资清查“家底”、统一规范管好“家
事”、多元赋能壮大“家业”，有效推动“三资”增
值增效实现强村富民。相关经验做法在全市
推广，奉节县入选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
委员会账务分设改革试点县、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试点典型单位、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

在具体施策方面，坚持因地制宜、多措并
举发展壮大集体经济，促进群众致富增收。

首先，夯基提能鼓干劲，实行村集体经济
发展与村支两委干部考核、任用、奖评、报酬

“四个挂钩”，出台容错纠错、激励奖励、责任追
究等系列制度，有效解决部分基层干部“想干
不敢干”“能干不愿干”“无顾忌乱干”等问题。

其次，搭建平台助增产，出台了《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倍增提升行动方案》《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结对帮带工作方案》，搭建村企联建平
台，按照资源互用、优势互补、效益互享的原
则，对参与村集体经济组织结对联建并取得
成效的企业，优先安排项目资金，优先申报国
家、市、县等荣誉。累计动员399家经营稳定
的企业与 376个村开展结对联建，助力村企
扬优势、补短板、增效益。

此外，创新模式促增收，以着力打造“经
营实体”为重要抓手，鼓励集体经济组织村村
联合、飞地联建，因地制宜发展生态特色产
业、开发农旅融合园、经营资产租赁、承接项
目建设、开展社会化服务等业态，推动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促进村庄变景
区、农房变民宿、田园变乐园，推动村强民富。

“在上级政府的帮助下，我们不断规范基
层治理、集体经济组织运营和‘和美乡村’的
建设。”文金平说，这次每个股东分红了 40
元，钱虽不多，但让大家看到了发展的希望，
目前，大窝高标准农田整治项目正式启动，和
美乡村人居环境建设、林业改造、望月湖基础
设施提档升级等关乎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的民生项目也在积极推进。

“和美乡村”的奉节实践，让“小窝”傍大
窝，大窝变“金窝”，这样充满活力的新农村建
设场景，正在奉节大地徐徐展开。

秀山

一片绿叶“撬起”20亿产值

茶农采摘春茶。（秀山县农业农村委供图）

大窝带“小窝”和美乡村的奉节路径
“分红了”“分红了”……

以优质供给满足“文化刚需”
——重庆渝北区提质公共文化服务见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