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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图
时至初冬，正是果树进入冬管的时候，龙

溪镇邀请县果业发展中心专家走进该镇，对
全镇所有产业管护队伍进行核桃、柑橘、脆李
等冬季管护技术的现场培训。

“现在，我们种果树，就要像以往种庄稼
一样种好管好。 ”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说，

“并且要做好‘龙溪红橘’老字号品牌，从而打
造‘七色田园’。 ”

说起龙溪红橘，对巫山人，特别是上了年

纪的人来说，都不陌生。 堪称是家喻户晓，妇
孺皆知。 每当红橘成熟的季节，只要去龙溪，
都难免要带些红橘回家，或让家人享受，或送
亲朋好友。 那酸酸甜甜的味道，想起就会让
人口舌生津。 可后来随着外出“打工潮”的兴
起，红橘没人管了，这一当地土特产便越来越
少。

近年来， 该镇科学布局， 围绕全镇
“1+3+7+N”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打造发展
“七色田园”的思路，即青色精品李园、橙色精
品柑园、白色精品茶园、绿色精品菜园、红色
精品橘园、褐色精品核桃园、紫色精品花椒
园。坚持示范引领、长短结合、林下套种蚕豆、
魔芋、中药材等，实现产业持续发展。

陈恢毅介绍，为建设“七色田园”，实施乡
村振兴，将主要在种好、管好、卖好上狠下功
夫，以持续推动产业“接二连三”。

所谓“种好”，就是实施“田园风光 + 休
闲旅游”“果蔬基地 + 采摘体验”“美丽乡村
+ 中医养生” 等乡村振兴重点项目， 推进文
旅、农旅、商旅融合发展，建立种植主体备案
制，新培育 20—50 亩规模家庭果园 30 个，引
入社会资本建设 50 亩以上大业主果园 20
个、100 亩智慧果园 1 个， 建设避雨大棚、灌
溉系统、田间步道等配套设施，打造一体化标

准果园 3000 亩。
“管好”则坚持“走出去、引进来”的形式，

组织镇村干部、家庭果园代表到北碚金刚碑、
贵州六盘水、巫溪红池坝及曲尺、福田、大昌、
双龙等乡镇，学习借鉴产业发展、乡村振兴和

“三变改革”经验，邀请西南大学、市农科院、
县果业中心专家对脆李、柑橘、核桃、蚕豆管
护技术现场培训。建好专业管护队，开展各类
技能培训， 培养科技示范户和新型职业农民
50 名、村级技术骨干 100 名、基地技术员 200
名。 发挥“土专家”作用，对专家授课、现场技
术传授、种植能手技术分享制作 APP 和微视
频，点对点传授技术，实现农户技能培训全覆
盖。

“卖好”即引导企业和合作社抢先注册商
标， 打造“相思白茶”“龙溪红橘·百年贡橘”
“宁河天赐”“老鸦蜂糖李”等特色品牌。 通过
提升白茶、核桃、脆李、红橘深加工能力，不断
增加特色产业附加值。推进智慧农业发展，实
施高效节水灌溉，推广运用新型能源，建立绿
色无污染产品生产链。 引进下庄天路电商平
台，建好金融进村网点和电商服务点，通过政
府搭台，线上线下服务，实现网络销售与传统
渠道商同步发展。由此，让龙溪土特产品卖向
全国。

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日前，记者走进曲尺乡，只见漫山遍

野的柑橘挂满了树枝，沉甸甸的果子如小
小的红灯笼一般， 密布在翠绿的树叶间，
迎着一江碧水，在阳光的照射下投射着金
灿灿的光芒。

陈文明是曲尺乡柑园村的柑橘、脆李
种植大户。 开辟有数十亩荒山种植柑橘、
脆李。 现在，他每年果子收入都在几十万
元。 这也是近些年来，曲尺乡在县委县政
府正确领导下，围绕“美丽花果名乡、特色
产业强乡、乡村旅游大乡”发展战略，全力
推进特色产业发展进程。 紧紧围绕“巫山
纽荷尔、巫山脆李”两大特色水果支柱产
业，不仅让村民尝到了甜头，鼓了腰包，更
是让曲尺成了县城名符其实的后花园，美
丽的花果之乡。

据曲尺乡党委书记徐培涛介绍，截至

目前， 曲尺乡已累计种植脆李 2.1 万亩，
达到丰产期 1.8 万亩， 全年产量达 2 万
吨， 实现产值 2.4 亿元。 栽植柑橘 1.8 万
亩，丰产期 1.2 万亩，实现产量 1.2 万吨，
实现产值 9600 万元。安装太阳能杀虫灯，
发放脆李刷白剂、有机化肥、脆李管护技
术指导工具包等，基本形成脆李物理病虫
害防御体系。 进一步完善道路、农田水利
体系，全面配套设备设施。 大力培育农村
电商，与淘宝、微信、淘实惠、巫山汇等平
台合作，构建起线下与线上相结合的营销
体系。 将脆李推向市场的同时，曲尺乡还
实行品牌化营销，先后在一线、大中城市
成功举办“巫山脆李”上市推介会，建立稳
定的农产品营销网络，加强“农商、农超、
农餐对接”。

而今， 曲尺乡产业发展规模化种植、
标准化管理、品牌化营销、链条化延伸。以

巫山脆李为主体，按照“因地制宜、宜林则
林、特色优先”的原则，以企业和大户为重
点，引导农户全面参与。以科技为支撑，与
西南大学进行校地合作，实施定向培训和
巫山脆李选优提纯工程，强力推进巫山脆
李品质升级换代， 建立 30 亩实验教学基
地。 以市场为导向，2014 年 6 月，“巫山脆
李”荣获“中华名果”称号，巫山被授予“中
国脆李之乡”。 2015 年 9 月，“巫山脆李”
成功在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注册成为地
理标志商标。以增收为目的，利用地理、生
态和资源优势，“以山水为景、 以花果为
媒”，推进特色农（林）与乡村旅游高度融
合，成功举办“踏青赏花李最美 - 巫山李
花节暨重庆首届无人机航拍大赛”， 到曲
尺赏花品果已成为巫山市民的休闲旅游
方式。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初冬时节， 走进三溪乡，

只见田间地头挂果的蜜柚又
大又圆，映衬在沿途的彩叶林
间，更添几分丰收的喜悦。

“蜜柚浑身都是宝，柚子
皮、瓤、籽、果肉等都可以降血
压、美容养颜。 三溪独特的立
体季风气候，坡度较大，不会
积水 ， 特别适合柚子生长
……”说起蜜柚，三溪村 2 社
村民袁堂斌是滔滔不绝。 早
年，他在外打拼事业，年收入
在 100 万元左右。 2008 年，他
回老家时在房前屋后种植了
一大片蜜柚，并委托其父亲帮
忙管护。 渐渐地，蜜柚逐渐长
成，并有了收成。 于是，在三溪
乡政府的极力邀请下，袁堂斌
回到了村里，带领村民们走起
了种植蜜柚致富的道路。

有了致富带头人的辛勤
耕耘，三溪乡党委政府也从多
方发力，发动低山地带百姓集
中连片种植蜜柚，组织对果园
进行清园管理， 做好施肥、打
枝等管护；引进福建三红蜜柚
的管护经验，对百姓多次进行
管护培训；围绕“基地 + 农户
+ 订单”的发展模式，打造精
品果园。 同时，在果品销售上
下功夫，实现订单销售。 如今，
三溪乡的蜜柚产业已成为当
地的绿色富民产业。

近年来， 三溪乡围绕
“12345” 的产业发展思路，结
合全县农业 “1+3+2” 产
业布局，立足三溪山地立体气
候和峡谷地貌实际，制定“三

带”产业发展规划，在中低山带种植蜜柚
5000 亩、纽荷尔 1300 亩、脆李 14000 亩；
高山带种植核桃 12000 亩。同时，抓好脱
贫攻坚成效巩固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壮大农业产业市场主体， 打造农业特色
产业，创建农业知名品牌。以农村集体经
济三变改革、三社融合为契机，抓实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户稳定增收， 实现村
村有主导品牌、户户有特色产业。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 下一步，三溪
乡将在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
标准化生产上发力，全力打造产业支部，
以生态产业为主导、以集体经济为纽带，
积极探索“党支部 + 合作社 + 电子商
务”的发展模式。 同时，在数字果园的推
广运用上下功夫， 把大数据等现代科技
运用到技术、销售等领域，组建社会化服
务队，通过托管代管模式，彻底解决不愿
管、无人管的难题。 并通过“三变”改革，
建立健全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
集体经济和农户产业相互促进， 实现农
民对集体资产由“共有”到“共享”，更好
实现富民兴村。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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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谚有言：“荷莲一身
宝，秋藕最补人。 ”时下，又到
了莲藕采收季节， 记者在巫
峡镇西坪村看到， 藕农们正
抓紧采藕、清洗、运输，以供
应市场，一派繁忙景象，处处
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不仅莲藕种植区处处有
着村民们忙碌的身影， 在柳
树村的折耳根基地， 村民向
天金躬着身子， 查看折耳根
的长势情况。

据了解， 该村原有的活
水地全部栽植了折耳根。“栽
植折耳根收入不错”，向天金
说，“亩产值一般都在两三万
元左右，行情好时，可达四五
万元。 ”

近 年 来 ， 按 照 全 县
“1+3+2”产业部局，巫峡镇提
出了打造县城“菜篮子”和

“果盘子”的发展规划，在沿
江沿河沿路以四个片区发展
以脆李、柑橘、蔬菜为主导的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同时，还
积极培育经营主体， 强力推
进农业科技创新， 带领村民
改变传统的种植方式， 积极
发展设施农业。

目前,累计培育 127 个新
型种植主体，其中龙头企业 2
家， 农民专业合作社 34 家，
业主果园 91 家。 新建果园
8000 余亩， 实现柑橘 10400
亩，脆李 14330 亩，其中 2021
年新发展脆李约 3200 亩。 沿
江沿河 7100 亩业主果园进入“数字果
园”应用体系。 重点打造的文峰、七星农
业现代产业园万亩脆李示范园近 700 亩
已进入丰产期，常年产量 700 吨，效益可
达到 700 万元。

巫峡镇还鼓励农民成立家庭果园和
专业合作社，通过“村集体 + 专业合作
社 + 农户”经营模式，集中打造集农科
示范、 农旅观光为一体的巫山脆李数字
示范园。同时，积极推广数字化果园可视
平台管理建设项目，建立标准化数据库，
形成数字化果园可视平台管理， 实现农
产品全程可追溯。

下一步， 巫峡镇将结合交通区位优
势，鼓励市民发展电商和直播带货，做强
盘活三农产业，促进产业融合式发展。积
极培育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等经营主体，健全全程社会化服务体系，
大力推广“龙头企业 + 家庭农场 + 农
户”的组织方式，通过土地入股、集体资
产入股等方式，创新分红模式，鼓励支部
领办企业，从根本上缓解自身“造血”功
能不足的问题，逐步壮大集体经济，促进
集体经济造血式发展， 让老百姓的钱袋
子一天天鼓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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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11 月，便是柑橘类水果开始成熟的

季节。 走进大昌湖晚熟柑橘股份合作社，只见
漫山遍野的柑橘挂满枝头， 合作社负责人谭
开平每天都要到柑橘园走一走， 看看每棵树
的挂果情况。 挂果多的他还要数一数，上手掂
一下重量，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大昌湖晚熟柑橘股份合作社位于大宁湖
北岸，种植的晚熟柑橘以纽荷尔、红肉脐橙、
默科特、沃柑、鲍威尔 5 个品种为主，由于柑
橘园水绕山，山环水，且因三峡库区独特的温
润气候，产出的果子肉质细腻、汁多甜醇。

“再过一段时间，收购商就要上门，又要
忙上一阵子了。 ”谭开平介绍，合作社种植的
晚熟柑橘于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陆续采收，
销售到重庆、四川、湖北等地，每斤售价均在
3—3.5 元，村民足不出户，收获在家的柑橘就
被上门客买走了。

近年来，大昌镇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发展思想，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
章，将绿色发展理念融于乡村振兴工作中，在
低山片区以发展柑橘、乡村旅游为主，种植柑
橘 53000 亩，目前已有 16000 亩柑橘进入丰产
期，每年可创经济收入近 6500 万元，柑橘已
成为该镇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此外，大昌镇按照全县“1+3+2”产业发展
布局，在中山片区发展 15000 亩脆李，高山片
区大力发展核桃、烤烟、中药材、养殖产业。 同
时，还形成了大昌雪枣、大昌月饼、白果羊肉
等 10 余个生态农业特色品牌。

下一步， 大昌镇将紧紧围绕打造旅游重
镇为契机，大力发展旅游农业、观光农业、生
态农业，以产业为平台，以龙头企业为载体，
全方面融入旅游观光， 通过建设一批现代设
施农业、娱乐休闲、农耕文化与农事体验为一
体的休闲农业观光园和科技教育基地， 拓展
产业功能，提升产业知名度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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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尺乡：产业绘就美丽花果乡

大昌镇：柑橘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果”

满满山山成成片片的的晚晚熟熟柑柑橘橘。。

巫巫峡峡镇镇白白水水村村村村民民在在采采摘摘柑柑橘橘。。

村村民民向向正正丙丙在在果果园园采采摘摘柚柚子子。。

曲曲尺尺乡乡果果农农在在采采摘摘柑柑橘橘。。

果果农农采采摘摘红红橘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