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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达。 在官渡镇水平

村，一片片橘林随山势起伏，郁郁葱葱，放眼

望去，一颗颗果实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醉
人的丰收景象。 几年前还是杂草丛生的荒
山，如今摇身一变，成了当地农民眼里的“香

饽饽”。
“以前收入不多，主要靠种几亩田，还有

打一些零工。 ”水平村 2 社村民何亨曲回忆。
“如今，政府给我们规划，发种子、肥料，还给
我们上课，教授技术等。 我种了 700 多棵柑
橘树，去年已经有 200 多棵挂果，收入了六
七千元，预计将来柑橘全部丰产后，能收入
十几万元。 ”说起家庭收入的变化，何亨曲一
脸幸福。

近年来，官渡镇党委政府成员通过走村
入社，外出考察，统一思想，召开群众干部会
等方式，在发展产业方向上不折腾、不犹豫、
不懈怠，明确以种植为主，养殖为辅，种养结
合的工作思路，坚定不移发展“1+3+2”现代
山地特色效益农业。 同时，让老百姓清楚知
道，什么地区该种什么。 如低海拔、河谷地
带，当以种植柑橘为主；中海拔地区以种植
脆李为主；高海拔地区以种植核桃、烤烟、中
药材为主。 并且鼓励果园内套种矮杆粮油作
物，实现水果粮食百花齐放。

官渡镇面积 6.44 万亩， 退耕还林面积
1.2 万亩。 为实现 8 万亩生态产业目标，官渡
镇引进 6 家农业企业，通过土地流转的方式

发展产业 6400 亩，在竹林、双月、官渡、三堰
等村开垦荒地， 发展产业 2100 亩， 并通过
“补天窗”方式栽植苗木 4.3 万株，增加种植
面积。

截至目前，官渡镇发展脆李 2.6 万亩、柑
橘 2.5 万亩、核桃 1.3 万亩、小水果 0.8 万亩，
中药材、烤烟 0.4 万亩。

产业发展起来了，谁来管，很重要。 为
此，官渡镇建立 4 种产业管护机制，即：品种
专管制、包片负责制、服务网格制以及绩效
考核制。 同时，广泛开展技术培训，编印《春
夏秋冬管护技术规范》摘要，组织专业技术
人员开展“田间教学”管护实操。 并由大户带
动管护，成立专业合作社统一管护，统一用
工，统一结算，确保“种得下、管得好、见得
效”。

目前，官渡镇已完成 7 个商标认证、6 个
“绿色认证”、3 个“无公害认证”、2 个“有机
农产品认证”。 下一步，将从“种好树、管好
园、搭好台”三个方面，以愚公移山的精神，
协同发力发展产业， 绘就绿色产业之地，将
官渡镇打造成全县最大的农业产业镇。

“种好树 管好园 搭好台”
绘就绿色产业之地

本报记者 方丹 文 / 图
近日，在大溪乡大溪村，一片片橘

林随山势起伏，郁郁葱葱，放眼望去，一
颗颗果实挂满枝头，呈现出一派醉人的
丰收景象，把山间点缀得多姿多彩。

“我种了 3 亩柑橘，今年能收 2 万
多斤，收入 3 万多元。 ”大溪村 6 组村民
李永春告诉记者，在村里，他种植的柑
橘面积虽然不多， 但进入丰产期后，一
年收入也不错，“种果树比种其他农作
物强多了，收入翻了几倍。 ”

“明天有果商预订了几吨柑橘，今
天我们要全部采摘完， 明天装车……”
在田间，村民们一边采摘果实，一边集
中运送到装车地点。 村民纷纷说：“家门
口种了致富树，日子越过越好。 ”冬日暖
阳下，村民们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
悦。

近年来，大溪乡紧紧围绕“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战略，结合全县“1+3+2”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布局，以脆
李、柑橘、蔬菜、精品小水果等产业为发
展目标，因地制宜，科学规划，积极转变
发展方式，实现产业化发展新突破。

目前，大溪乡已建成“莓、李、橘、
菜”为代表的“四园”产业基地，构成“大
溪村———小水果、脆李，开峡村———脆
李、 柑橘， 官田村———无公害蔬菜、樱
桃， 平台村———脆李、 车厘子， 军营
村———柑橘，平槽村———干果、蔬菜、乡
村旅游”的产业格局。

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大溪乡积极推
动乡村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优化

“农业 + 旅游”“农业 + 文化”产业结构，
延展柑橘、脆李产业链，助力特色产业
建设，助推乡村振兴。 作为大溪文化的
发源地， 大溪乡围绕历史文化资源，通
过打造具有历史记忆、乡土风情和地域

特色的乡村旅游休闲项目，利用大溪文
化引申产业推广，不断扩大文化对产业
的影响力。

近年来，各村通过将农户改建成特
色农家乐，改变乡村风貌，巩固农旅结
合，在建设生态农旅乡的过程中，得到
显著成效，不仅拉动生产内需，更为乡
村带来效益，提高农户的经济基础。

下一步，大溪乡将着力于“农业 +
文化”的相交融和，通过大溪文化传播
带动产业发展； 加强学习培训手段，增
强管护能力， 实现农业现代化种植，持
续推动农业产业发展，扎实推进乡村振
兴。 同时，继续推进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工作，组建产品销售平台，为产品“走出
去、走得远、走得好”打好基础，实现经
济效益。

转变发展方式 实现产业发展新突破

本报记者 曾露 文 / 图
曾经的福田镇是煤炭产业

重镇，随着 2016 年煤矿全面关
闭，该镇立足本地实际，积极推
动产业调整优化转型， 深入践
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理念， 因镇制宜、 因村制
宜，着力打造柑橘、脆李、茶叶
三大种植产业， 实现多产花开
分外香。

———产业规模实现新突
破。 特色效益农业种植规模突
破 5 万亩， 总产值达 5750 万
元。 其中柑橘 2 万亩、脆李 2 万
亩、茶叶 1 万亩。

———产品销售迈上新台
阶。 反季节柑橘（默科特）年产
量突破千吨，远销马来西亚、俄
罗斯；永华生态面、巴山一滴等
本土企业完成产业链升级，产
品走向北京、成都等市场。

———品牌效益展现新气
象。“巫山秀芽”荣获重庆市“三
峡杯”名优茶叶金奖，“霄峰茶”

“清露茶” 等驰名品牌不断涌
现。

近年来， 福田镇党委政府
通过广泛调研，结合本地实际，
以分片打造、以点带面，集群发展的“三品两
区一中心”发展战略，积极探索产业管护服
务模式，建立“三管合一”社会化管护服务模
式。 同时，以“政策支持、群众参与、提高收
入”为工作思路，鼓励大户承包经营，探索建
立集体经济分红模式，成立种植、养殖等专
业合作社，提高种植规模和技术水平。

在此基础上， 福田镇加大资金投入，不
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硬化道路 117 公里，
新修、整修道路 247 公里；新修整修水池 123
口 3.7 万立方米， 铺设饮水管道 75 万米；投
入 400 万元完成轿子、双凤、金凤等村农田
水利整治工程，支持产业发展。 同时，投入
450 万元建成江北片区果品分拣中心； 投入
2100 万元完成高桥、凌云、轿子、水口四个片
区涉 19 个村的万亩滴灌项目， 持续优化产
业配套设施。

不仅如此，该镇还围绕全县“1+3+2”产
业部署，形成“低山带柑橘、中山带脆李、高
山带茶叶”产业布局，打造“清露茶”“霄峰
茶”“晚熟柑橘”“永华生态面”等独具福田特
色的农业品牌；培育打造福田茶叶文化观光
园、现代特色高效农业体验园、高山生态旅
游区等微型企业，并依托电商平台，深入推
进“互联网 +”销售模式，促进生产销售高效
对接。

下一步，福田镇将提升优质产品供给能
力，做强做优柑橘脆李产业；加强产业经营
主体培育，发展休闲农业、旅游农业等新型
生态循环产业。 同时，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
度，以“广大群众最关心、产业发展最需要”
为原则，高标准建设果品分拣中心项目配套
设施，规划建设果品包装盒厂和冷链仓储基
地，逐步将其打造成为江北片区果品销售集
散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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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忠虎 文 / 图
入冬以来，为壮大核桃产业发展，进一步

促进脱贫攻坚成效巩固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连日来，官阳镇积极组织人力物力，掀起
了核桃产业的管护热潮。

近日， 官阳镇邀请县林业局产业中心工

作人员走进鸦鹊村核桃种植基地， 指导对核
桃的冬季管护工作， 并在核桃种植专业合作
社召开了座谈会，了解当前核桃发展状况。随
后，技术专家还深入后乡、三岔、金龙等村，实
地调研现场指导，专家现场示范讲解拉枝、嫁
接、树木整型等技术，对核桃的修剪整形、水
肥管理以及病虫害防治工作提供了技术支
持，指出了当前核桃管护存在的不足，提出了
今后管护工作的方向。

据了解，官阳镇结合自身实际，以实施乡
村振兴为抓手，立足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
布局，提出了打造高山精品烤烟大镇、畜牧养
殖示范镇、中药材发展特色镇、核桃种植强镇
目标。 截至目前，该镇 2021 年在雪马、老鹰、
金顶等村发展烤烟 3595 亩。在三岔、后乡、鸦
鹊等 9 个村，发展种植核桃 12800 余亩。在三
合、新民、梨坪等村发展中药材种植业，已形
成以党参、独活、淫羊藿、大黄、牛膝、云木香、
木瓜等药材为主的中药材产业 1 万余亩。 在
麻林、三岔等村打造生猪、山羊养殖小区，实
现整村连片发展。共培育生猪养殖大户 8 户，
去年出栏生猪 2 万头， 有效带动了低山带村

民脱贫致富。
“我镇在产业发展中，主要是强化了组织

领导、网络营销和创新发展模式。 ”官阳镇主
要负责人介绍。据悉，官阳镇今年以来专题研
究“1+3+2”特色产业发展工作 3 次，进一步
细化完善了《官阳镇“1+3+2”特色产业发展
实施方案》，形成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
管，镇农业服务中心、扶贫开发、经济发展办
公室等紧密配合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在
产品销售方面，积极与神女药业、鼎立元药业
有限公司等县上龙头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定
向销售，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同时，以电商
扶贫为契机，积极探索“互联网 +”发展模式，
汲取先进的网上销售经验， 在全镇范围内成
立了电商网点。并积极探索“种养结合”“循环
农业”等现代农业模式。利用现有的经济合作
组织的辐射带动力， 按照“合作社 + 基地 +
农户”等，将合作社懂技术、善管理的人员，与
周边群众签订合作协议，提供必要的种苗、猪
仔等和关键的生产技术， 实现经济合作组织
与农户的“双赢”，避免了单打独斗的局面。

本报记者 王忠虎
“投产树的冬剪，对主枝、

副主枝上的徒长枝进行利用，
改造成骨干枝或枝组， 不利用
的疏除。三年树的冬剪，自落叶
后进行，根据不同的树龄、树势
和树冠大小， 先选留骨干粗枝
……”近段时间以来，在双龙镇
的白坪、安静等村的脆李园，技
术人员正在对果农开展脆李冬
管的技术培训。

“做好脆李的冬管，有利于
树的过冬和来年果子的品质，
希望广大果农认真学， 掌握好
管护技术， 同时做好脆李、柑
橘、核桃、板栗等产业的冬季管
护工作。”双龙镇党委书记易前
聪在现场向果农叮嘱。

据了解， 双龙镇在产业发
展方面，坚持科学设计，切实优
化产业布局。截至目前，全镇种
植巫山脆李已达 2.3 万亩、柑
橘 1.1 万亩、 干果 1.1 万亩；引
进培育各类经营主体 112 个，
为推动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奠定了
坚实基础。

易前聪介绍， 该镇科学规
划“1+2+3+N”生态产业，建设
“一带两心三片”生态产业发展
示范片。并依托立体气候，在海
拔 400 米以下发展柑橘， 在海
拔 400—800 米发展脆李，在海
拔 800 米以上发展核桃、板栗，
并坚持长短结合， 林下套种蔬
菜、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以
“三横两纵”为主线，集中连片
打造“1510”产业示范带动片，
完成 5000 亩以上脆李柑橘现
代农业科技示范园 1 个，2000
亩以上巫山脆李特色示范基地
5 个，500 亩以上特色产业精品
园 10 个建设任务。

同时，该镇瞄准优质资源，
积极精准招商， 吸引社会资本建设 50 亩以
上大业主果园 59 个，其中龙头企业 5 家。鼓
励农户自行协商土地“单户经营”、农户自愿
组合“联户经营”，重点培育 20－50 亩适度
规模，以职业果农为主体的家庭果园 39 个，
坚持“能人兴村”战略，以党建促产业，培养
村干部带头人 14 名，致富带头人 15 名。 鼓
励有实力的经营主体对农户的承包地进行

“托种托管”，政府给予一定财政补助。 全镇
现有社会化服务组织 5 个， 种管面积 2200
亩。 为消除集体经济“空壳村”，20 个村筹资
65 万元，与民营资本组建双龙福公司，负责
特色旅游产品开发和农副产品销售，集体经
济收入显著增加。 农民变股民，农民参与直
接受益。

该镇还以村集体组织为引领， 探索出
“村集体 + 龙头企业 + 农户”“村集体 + 专
业合作社 + 农户”“村集体 + 家庭果园 + 农
户”“村集体 + 托管托种”“乡村旅游 + 农
户”等五种经营模式，建立农户与经营主体
利益联结长效机制， 全力促进生态增绿、产
业增效、农民增收。

“下一步，将改变传统的技术指导模式，
推行 1（土专家）+10（经营主体）+N（周边种
植户）或考虑以镇、村为单位建立一支专业
管护队伍，对脆李、柑橘实行统一管护。试点
试验脆李避雨设施建设， 尽快搭建销售平
台、加快保鲜仓储冷链物流建设，探索解决
脆李裂口问题。 在继续发展上主要注重‘查
漏补缺、缝块连片’，加大后山片区产业发展
力度，早日建成双龙福镇。 ”易前聪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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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核桃冬管 促进产业发展

何何亨亨曲曲一一脸脸幸幸福福的的摘摘柑柑橘橘。。

现现场场示示范范。。

官渡镇

大溪乡

官阳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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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田间采茶。

柑柑橘橘丰丰收收，，村村民民笑笑开开怀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