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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2017 年， 双龙镇被列为重庆市十八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自这场波澜壮阔
的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 双龙镇以创建
生态产业、乡村文明、乡村治理示范镇为
突破，将“福文化”融入群众思想，带着追
求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双龙” 走出深
闺，正蓄势腾飞。

三溪乡， 曾是我县 3 个县级深度贫
困乡镇之一。 近年来，三溪乡党委政府因
地制宜发展高中低三带产业经济。 如今，
低山地带的脆李、 蜜柚等水果沿着峡谷
地带大片蔓延伸展， 中山地带规模发展
生猪、山羊、土鸡等养殖产业，高山地带
各类中药材、 核桃、 烤烟茂盛生长在田
野、山林间。 集“果、肉、药”产业于一体的
三溪乡，已由过去的深度贫困彻底蜕变，
旧貌换新颜。

这些年， 抱龙镇通过“公司 + 农户
+”发展模式，着力打造“埠头柑橘园”“贺
家脆李园”“紫鹅蜜柚园”“青峰核桃园”

“青石乡村旅游”等 5 个产业示范片以及
高山烤烟示范片，实现“以点带面”示范
带动，带动 1400 余户贫困户脱贫致富奔
小康。

巫峡镇,人均耕地少，土地成本高。要
将产业效益最大化，必须在“精”字上做
文章。 作为巫山脆李和柑橘产地核心区
域， 巫峡镇在沿高速路村社发展脆李
12000 亩， 在沿江沿河村社发展柑橘
10000 亩，在城郊和高山村社发展蔬菜保
供基地 10000 亩等。

春天， 铜鼓镇满山遍野的李花竞相
开放，白皑皑、粉仆仆，呈现一幅巨大的
花之海，春之图。 现在，柳池、双庙、鲍田、
铜鼓、 龙湾等 9 个村种植脆李 6705 户
19500 亩。

近年来，竹贤乡大力发展核桃产业。
目前，全乡种植总面积超过一万亩，总棵
数达 22.2 万株。在“巫山核桃，百年好合”
全县核桃品牌框架下，打造“百年好核在
竹贤”品牌，以竹贤乡供销社为龙头，对
核桃进行统一包装、 统一销售、 统一宣
传，唱响“百年好核桃在竹贤”，核桃产业

已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产业。
二

大昌镇紧紧围绕“绿色发展、特色发
展、转型发展”总要求，科学制定产业扶
持政策，优化特色产业结构，完善利益联
结机制，巩固产业扶贫效果。 立足大昌山
地立体气候明显的特点， 重点规划发展
柑橘、脆李、蜜柚、核桃和烤烟等现代特
色效益农业，形成低山柑橘、中山脆李和
蜜柚，高山核桃和烤烟为主的“三带”农
业产业体系。

目前，大溪乡已建成大溪“莓园”、军
营“橘园”、官田“菜园”、江南“李园”的农
旅融合“四园”；构成“大溪村———小水
果、养殖，开峡村———脆李、柑橘，官田
村—无公害蔬菜、 樱桃等小水果， 平台
村———脆李、柑橘、车厘子，军营村———
柑橘，平槽村———养殖、蔬菜、乡村旅游”
的产业格局。

邓家土家族乡在神树村、邓家村、池
塘村种植烤烟 1500 余亩，年产值 400 多
万元；在伍绪村、神树村、池塘村、楠木村
发展以党参、 贝母、 天麻为主的中药材
5000 余亩，年产值 8000 多万元；在邓家
村发展茶树 800 亩……全乡基本实现村
村有骨干产业，户户有致富项目。

福田镇曾经是煤炭产业重镇， 随着
2016 年煤矿全面关闭，镇党委、政府深入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形成了柑橘、脆
李、茶叶的“三棵”摇钱树，谱写了福田产
业发展的春天。

在官渡村黑耳坪、龙台村、双月村等
处建起了脆李园，在竹林、水平等村建起
了柑橘园，在二台、石佛等村建起了核桃
园，在双树、尚家等村建起了药材园，在
桐园、松林等村建起了梨园……2021 年，
官渡镇特色生态产业总面积将达 7 万
亩，实现一村一个或多个园，一户一个或
多个产业。

近年来， 红椿土家族乡着力盘强道
地药材、做精黄色烤烟、激活绿色旅游等
产业，在产业发展上结出了累累硕果。 目
前，全乡共种植药材 12700 亩，培植市级

中药材种植微企村，发展微企 316 户，从
事药材产业达 3000 余人。

三
在溪沟村戏溪水，尝柑橘；金线村看

油菜花，住民宿；朝元村避酷暑，品农菜；
华家村赏李花，摘果子；同心村登险山，
赏红叶；望霞村睹神女风采，盼朝阳……
两坪乡正生机勃勃， 依托独一无二的地
理优势，“一村一品” 初具规模，“农旅结
合、生态两坪”正凸显成效。

骡坪镇， 将绿色生态理念融入以乡
村旅游为重点的产业发展之中， 在发展
思路中“固绿”、传统文化中“添绿”、在乡
村旅游“植绿”、在高山沃土中“种绿”，让
游人有好听的、有好看的、有好玩的、有
好品的、有好吃的，描绘一幅生态兴业、
生态宜游的绿色画卷。

庙宇镇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总抓
手，大力致力于农业综合开发，加强基础
设施建设，着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全
镇农业得到长足发展。 一个集示范、辐
射、科普、生产、文化、扶贫带动等功能于
一体的现代化粮油科技扶贫示范园正在
建立。

栽下摇钱树，收获致富果，2800 亩巫
山脆李、300 亩葡萄在培石乡蓬勃发展。
目前， 全乡五大产业园初现规模，7 个专
业合作社实现规模发展， 户户有了致富
产业，家家有了稳定收入，一条条致富路
慢慢渐行渐宽，越发坦荡。

平河乡种植脆李 5200 亩、柑桔 2200
亩、核桃 1000 亩、蜜柚 500 亩。 目前，全
乡正以培育休闲度假小镇和发展“巫山
脆李”为重点，实现农旅结合、培育“一村
一品”，打造平河特色，打响平河品牌，多
渠道实现持续稳定增收，实现“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

春来花香万里，夏至桃李芬芳，秋赏
恋橙满枝，冬品橘橙甘甜。 曲尺乡不仅是

“中华名果”巫山脆李、“巫山恋橙”原产
地，还是“中国脆李之乡”“三峡醉美花果
之乡”。

四
龙溪镇结合土壤、地理区位实际，明

确高山带种核桃，中低山带种柑橘、脆李
和小水果的总体产业布局， 集中连片流
转土地、规模化种植 3500 亩。 全镇脆李
种植 2900 户、 核桃种植 1800 户、 柑橘
（花椒、茶叶）种植 2100 户，实现在家的
农户 98%都有种植业， 切实解决“种什
么”的问题。

建平乡抢抓全域旅游建设的难得机
遇，将旅游确定为乡域经济主导产业，巧
抓“文旅”“农旅”融合，已打造成远近闻
名的休闲观光乐园。

官阳镇在雪马、三合、新民、鸦鹊、梨
坪等村都大力推广中药材种植。 目前，全
镇已形成以党参、独活、大黄、牛膝、云木
香、木瓜等药材为主的中药材产业，中药
材正逐渐发展成为帮助官阳人摆脱贫
困，走向富裕的特色产业。

绿色生态已经成为笃坪乡一张靓丽
的名片。 当前，笃坪乡正全力打造“渝东
最大的烤烟基地、 库区最大的中药材基
地、全县最大的食用菌基地、全市最大的
大蒜基地”。

走进金坪乡袁都村的现代农业产业
园，田垄里，舒展着火艳艳的色彩，一个
个红彤彤的番茄成熟待采,一根根青翠欲
滴的黄瓜十分喜人……如今， 袁都村已
成为烟台与巫山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典
范。

当阳乡，以绿色乡村旅游为主线，围
绕“一心三线三点”的旅游发展思路，资
金向旅游倾斜、要素向旅游集中、基础围
绕旅游配套、 产业围绕旅游布局重点打
造精品风情场镇这个中心，平当线、当葱
线、 当九线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和倒钟坪
乡村旅游点、 忍子坪乡村旅游点和中心
坪乡村旅游点三个精品乡村旅游点，让
越来越多的村民端上“旅游金饭碗”，吃
上“旅游饭”。

……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

新奋斗的起点。 ” 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更加美好的
日子， 伴随着仲春时节的清风扑面而
来。 （文字由记者向君玲整理）

过去， 部分乡镇
的基础设施落后，产
业匮乏，不少群众等
靠要思想严重。 自
2015 年脱贫攻坚工
作启动后，各乡镇强
规划、补短板，或发
展产业， 或易地搬
迁， 或激发内生动
力。 如今，已实现村
村有主打产业、户户
有增收项目。 山 乡 巨 变

下庄路。 记者 卢先庆 摄

两坪乡光伏发电产业。 记者 向君玲 摄

大昌镇柑橘产业。 记者 方丹 摄

铜鼓镇龙湾村李花开，村民笑了。 记者 王忠虎 摄

福福田田镇镇柑柑橘橘产产业业。。（福田镇供图）

大大溪溪乡乡沙沙落落田田园园风风光光。。 龚龚福福勤勤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