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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综合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1 月 27
日，农民日报《中国乡村振兴新闻传播影响
力评价榜单（2020）》正式发布。 该榜单是基
于中央 18 家新闻单位媒体信息数据检索
研究生成。 巫山在传播影响力县级排名排
行榜中位列 174。 其传播指数与四川巴中南
江县并列。

据悉， 为营造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良
好氛围， 及时反映各地对乡村振兴宣传的

重视程度和传播效果， 把握把准农业农村
工作正确舆论导向， 提高乡村振兴新闻舆
论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农民日报社三
农发展研究中心、技术部联合组织开展《中
国乡村振兴新闻传播影响力评价》 课题研
究。

该课题基于中央 18 家新闻单位媒体
信息数据，就省、市、县三级地方在 18 家中
央媒体刊发的新闻产品（传统媒体、新媒体

及会议展览）进行全网涉农关键词搜索，统
计其涉农稿件报道数， 通过构建传播指数
模型与大数据计算， 计算得分进而排名形
成乡村振兴新闻传播影响省级 10 强、地级
100 强、县级 500 强名单，并分析得出《中国
乡村振兴新闻传播影响力评价研究报告》。

榜单数据来源于 18 家中央媒体的新
闻网站、电子报、微信、微博、APP 相关涉农
稿件。 监测周期为 2020 年 1 月 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重点监测关键词包括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粮食安全、抗疫保供等 40 个
关键词。 传播指数模型综合考虑了传统媒
体（新闻电子报报道）、新媒体报道、会议报
道（中央媒体参与举办）三种数据类型，并
分配相应权重，其中新媒体报道比重最高。
传播指数相同的排名， 依据为指数小数点
后第四位并依此类推。

中国乡村振兴新闻传播影响力评价榜单发布
巫山县级排名 174 位

20 余天的忙碌后， 赵长华的农家乐赶
在春节前终于装修完成。 1 月 25 日一大早，
赵长华将一楼一底的房子里里外外收拾干
净。 特别是门楣上那块“鱼头湾农家乐”的
招牌，他更是擦拭了好几遍。“现在，我们既
能办餐饮，也能接待住宿了。 ”

鱼头湾农家乐， 地处巫山双龙镇安静
村肖家冲，与大宁河鱼头湾隔河相望。

“这个农家乐，2012 年就开起了，不过
直到这几年，才算搞出点名堂。 ”赵长华拉
过两张凳子， 邀请重庆日报记者在院坝里
坐下，聊起了当年事。

一家农家乐的困惑
多年前，肖家冲交通不便、土地贫瘠，

村民面朝黄土背朝天， 辛勤耕作只能填饱
肚子。

生活艰辛， 但时任安静村村支书的赵
长华却有一个梦想：希望带领村民吃上“旅
游饭”。

“我们紧邻小三峡，只要交通方便了，
来耍的人肯定多。 ” 赵长华手指小三峡介
绍， 肖家冲正对着的鱼头湾， 春夏绿树成
荫，秋冬红叶漫山，美不胜收。

正是源于这样的梦想，2012 年，赵长华
率先在村里开起了“鱼头湾农家乐”，“总要
有人第一个吃螃蟹，我就带个头。 ”

作为全市 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双

龙镇的基础设施逐年改善， 到肖家冲看鱼
头湾的游人也逐年增多， 但赵长华的农家
乐却没有多少起色， 这也让一些想开农家
乐的村民打了退堂鼓。

“为什么游客不愿意留在村里吃饭
呢？ ”赵长华百思不得其解。

一桌“农家菜”的转机
转机，源于一桌农家菜。
四年前，趁着假期，巫山县职教中心副

主任冉伟等人到鱼头湾游玩， 并在鱼头湾
农家乐用餐。

可一餐饭吃完， 冉伟等人却直摇头，
“我们想吃点当地的农家菜，上桌的不是城
里的卤菜，就是城里常见的菜品。 ”

原来，为了招待好游客，赵长华总是到
城里买来卤菜，也学着烹饪城里的菜品，可
游客们却总是不满意。

“游客来就是想吃农家菜、特色菜，你
拿城里的东西招待别个，当然没人来哦。 ”
看着愁眉不展的赵长华，冉伟忽然想到，职
教中心有旅游专业、烹饪专业，完全可以帮
助赵长华解决农家乐的发展问题，“把老赵
的农家乐搞好了， 说不准还能带动其他村
民，我们也能为脱贫攻坚做点事情。 ”

深入交流后，冉伟与赵长华一拍即合，
达成了村校合作共建乡村旅游农家乐示范
点的协议。

随后， 巫山县职教中心为鱼头湾农家
乐添置了电视、冰箱、电饭煲，新建了花台、
广告箱、整修了厕所。

冉伟还邀请了“巫山陈记夜市”掌勺陈
嗣红手把手教赵长华如何利用当地食材、
野菜制作特色菜肴、农家饭。“职教中心还
选派了专业教师实地进行文明用语、 中餐
摆台、房间整理等培训。 ”

村校共建带来的变化显而易见， 鱼头
湾农家乐的接待量逐年上升。到 2020 年，赵
长华一家经营农家乐的年收入超过了 30 万
元。

一个旅游梦的实现
在肖家冲， 获益于村校共建的并不仅

仅是赵长华一家。
“我一个月要在鱼头湾农家乐帮工 20

天左右，一天 150 块工钱。”家住安静村三组
的陈英堂是村里的贫困户。 靠着在鱼头湾
农家乐帮工，她每年能有两万多元的收入。

除了陈英堂，贫困户赵本学、赵长双也
时常到鱼头湾农家乐帮工， 每年收入一万
多元。

贫困户赵本家则在赵长华和巫山县职
教中心的帮助下，于 2018 年开起了农家乐，
每年纯收入近 5 万元。

如今， 鱼头湾农家乐年平均接待游客
5000 人左右，解决了周边村民 17 人长期就

业务工。
在鱼头湾农家乐示范点的带动下，肖

家冲已发展了农家乐 3 家、民宿 1 家，每年
带动周边村民近 200 万元的农副产品销售
和务工收入。

“我种的菜、喂的猪，大部分都卖给老
赵了。 ”靠着种菜喂猪养鸡卖给鱼头湾农家
乐， 安静村五组贫困户王启科每年能纯收
入 3000 余元。

赵长华介绍，仅自己的鱼头湾农家乐，
每年能带动近 70 户村民的农产品销售。

不仅如此，乡村旅游的发展，也极大地
改善了村容村貌，以前“脏乱差”的肖家冲
现在屋舍干净，交通便利。

“目前安静村有农家乐 33 家，算是吃上
旅游饭啰。 ”赵长华古铜色的脸庞上绽放着
笑容。

冉伟告诉记者， 以鱼头湾农家乐为起
点， 巫山县职教中心先后在全县建起了 12
个乡村旅游农家乐示范点， 帮助 60 多人实
现稳定就业，100 多人实现季节性就业，每
年带动农家乐经济收入 400 余万元，带动农
副产品销售收入 1000 余万元。

转自《重庆日报》

“农家乐”的农家终于乐了

本报讯 （记者 向海燕 文 / 图） 眼下，正是大
棚蔬菜上市的季节，位于金坪乡袁都村现代农业产业园
的温室大棚内，各种蔬菜喜迎丰收，有效带动了当地农
户稳定增收。

1 月 26 日，记者走进蔬菜大棚内，一片翠绿的蔬菜
映入眼帘，新鲜欲滴的油麦菜、小青菜、香菜已经成熟，
村民正穿梭其间忙着采摘、分拣、装箱，大棚里一派繁忙
的景象。

在暖融融的阳光下，袁都村村民翁万堂和妻子也在
自家的大棚里采摘蔬菜。他们熟练地将刚铲下来的菜用
皮筋绑成小捆，一握一绑间，一捆捆油麦菜就被整齐地
码放起来。

“把菜绑成小捆，方便运输保存，也方便人们挑选购
买。 ”翁万堂一边拣菜一边说，“我们家种植了 6 亩地大
棚蔬菜，今年已经种了 4 茬菜，算下来有 10 万余元的收
入，如果种土豆、玉米的话一年收入不到 1 万元，所以种
大棚菜太划算啦。 ”说到收入，翁万堂停下手里的活，脸
上的笑容一下子漾了开来。

以往，袁都村就有村民零星种植蔬菜，村民们主要
以种植陆地菜为主，规模小，经济效益低。为提高村民收
入，改变单一的农产品结构，村委会和驻村工作队不断
学习别村经验，结合本村实际，并于 2017 年年底引进蔬
菜大棚种植技术，在村里搭建起蔬菜大棚。 为提高蔬菜
产量和品质，袁都村每年都会邀请山东的蔬菜植保专家
针对菜农开展种植管理技术培训，这让袁都村民学会了
不少温室大棚管护技术，蔬菜大棚每年都能种植四茬蔬
菜，既保障蔬菜产量，蔬菜品质也不断提高。

2018 年， 第一茬蔬菜的收入就让心有疑虑的村民
们乐开了花。“2 月份第一茬在大棚里下种的油麦菜、莲
花白，4 月中旬就抢鲜上市。 ”

该村的大棚蔬菜在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下，蔬菜上
市时间早一些。上市早，市场价高，村民的收入一下子翻
了几番。 目前，全村 4 座蔬菜大棚，25 户村民共种植 16
亩蔬菜，每年可种植 4 季蔬菜，每一季蔬菜平均亩产值
1 万余元。 一年村里光种植大棚蔬菜的收入就有 20 余
万元。

袁都村：蔬菜大棚丰收

村村民民正正在在采采收收蔬蔬菜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