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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曾露 文 / 图） 田
野里农机轰鸣，旋耕机来回穿梭，挖掘机
挖泥修坎，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很快变成
飘着泥土气息的田地，呈现出勃勃生机。 4

月 11 日， 记者在官渡镇桐园村一处抛荒
地复垦现场看到了这样一幅景象。

入春以来，为了让“沉睡”的土地重返
活力，实现荒地变良田，官渡镇强力推进

撂荒地治理工作， 多措并举打好“组合
拳”，全力推进镇域撂荒地复耕复垦，促进
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创收致富。

在整治撂荒地工作中，官渡镇成立专

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制定主要领导亲自
抓、分管领导具体抓、片长包片、驻村干部
包村的工作机制，明确责任，传导压力，确
保整治工作高效开展。 并带头深入田间地
头，逐户逐块摸清底数，对撂荒地位置、承
包人、 耕作人及耕作情况全面登记造册。
根据摸底情况制作全镇撂荒地分布图，因
地施策、逐一销号。

同时，建立督查验收制度，将各村撂
荒地整治工作推进情况定期在全镇进行
通报。 并严厉打击破坏耕地及随意改变用
地性质的行为， 对造成耕地环境破坏，未
经批准擅自改变耕地性质，影响农作物生
长的单位和个人， 依照法律法规严肃处
理。

其次，各党支部积极发挥党建引领作
用，向县农业农村委申报高标准农田整治
项目，并引入社会资本注入，鼓励村干部、
致富带头人流转撂荒地复耕复种。 并利用
院坝会、微信群、大喇叭、宣传标语和宣传
栏等多种形式广泛开展宣传，吹响向撂荒
地宣战的号角。

截至目前， 官渡镇共发放相关政策、
措施等资料 5900 余份，张贴宣传标语、横
幅 360 余条， 下发农业生产技术宣传册
3600 余份，切实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思想认
识，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为实
施复耕种粮，确保粮食增产增收打下了坚
实基础。

官渡镇：打好组合拳 昔日“荒山”变良田

本报讯 （记者 侯月） 近年来，骡
坪镇把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作为推进乡
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破解集体经济发
展“短板”，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成效
明显。

骡坪镇辖 18 个村（居）96 个社，人口
35811 人，有基层党支部 20 个，党员 587
人。

“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党员
看支部。 ”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需建强
基层党组织，选好班子，带好队伍，增强
“内功”， 努力打造集体经济发展的强劲
“引擎”。 该镇选优配强 174 名村“两委”班
子，17 名第一书记，611 名驻村帮扶队员
三支骨干队伍， 选派 11 名村干部远赴山
东参加产业发展培训，进一涉增强党员干
部干事激情，激发全员活力。 全镇紧扣“一
区一心两地三带”战略布局，充分发挥党
委“举旗定向”、支部“战斗堡垒”、党员“模

范先锋”的组织优势力量。
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党建”“文旅党

建”“生态党建”等品牌，强力推进全镇 17
个村集体经济“一村一品”产业格局。 立足
各村区位、资源、特色产业等实际，采取

“龙头企业 + 农户 + 村集体”“联村抱团 +
龙头企业 + 农户”“骨干社 + 农户”等多种
模式，自 2018 年以来，累计整修新建农业
灌溉水池 18 口 5000 立方米，硬化农业产
业便道 35 公里， 集中连片整治土地 6000
亩。 全镇累计争取基础设施项目 130 个，
投入资金 1.2 亿元。同时，争取产业项目资
金 1200 余万元，实施产业项目 12 个。 整
合土地复垦、财政扶贫、三变改革等资金
转为村集体发展资金和贫困户股金 502.5
万元， 为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强筋壮
骨”。

茶园村作为市级美丽乡村， 海拔 800
米以上，位于渝宜高速公路楚阳出口 3 公

里，103 省道贯穿全境， 从县城乘车约 30
分钟里程。 近年来，茶园村党支部以茶叶
产业为依托，采取“党员 + 产业 + 农户”的
模式，每名党员联系 1—5 名农户，组织成
立沈家河农业专业合作社， 流转茶园 60
亩，仅茶叶产业销售额达 5 万余元。 玉水
村党支部统一流转村民 200 亩土地，实行
脆李与茶叶套种， 由合作社牵头管护、农
户务工增加收入，并按照年 6.5%保底收益
进行分红。

截至目前， 骡坪镇种植茶叶近 5000
亩，成熟采摘区近 1500 亩，每亩产量 130
斤， 可为茶农至少带来近千万元的收入，
带动了该镇 2000 余农户种茶增收。

近年来，骡坪镇组织村民通过“集体
收入的分红、土地入股的股金、家门前务
工的薪金”三份收入一起拿，让村民致富
门路活起来，致富步伐快起来，村集体经
济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该镇依托大垭云中

花谷、茶园七彩乐园、龙河清凉戏水、楚阳
梦里水乡，积极开办“农家乐”及“水上乐
园”等生态休闲乡村旅游项目，培育新增
农家乐 60 余家， 成立 3 家旅游合作社，
153 户农户合股联营吃上了乡村生态“旅
游饭”。 巫山米大洋芋、唐氏辣酱、鸳鸯高
山生态草莓、大垭高山有机蔬菜、茶园神
龙芽茶等一批集体经济特色产品精至呈
现。

如今的骡坪镇村集体经济逐步实现
由“经济空壳”向“破零复壮”，由“单打独
斗”向“整体融合”的转变，基层党组织的
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显著提升，全镇不断焕发
乡村振兴新气象。

骡坪镇：党建引领村集体经济发展见成效

挖掘机在开垦荒地。

本报讯 （记者 肖乔） 4 月 12 日，在大昌湖国
家湿地公园，上百只小白鹭集聚在湖边滩涂，或休憩觅
食，或漫步走动，或挥舞翅膀翱翔，与湖水、树林在烟雨
迷蒙中构成了一幅灵动的春日美景图。

小白鹭又叫鹭鸶，因全身雪白又被唤作“雪客”，体
长 52-68 厘米，属中型水鸟。 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湖汊
众多、滩涂遍地，小白鹭喜食的各种小鱼、黄鳝、泥鳅、水
生昆虫等十分丰富，一年四季饱餐无忧，大昌湖成了它
们的“美食打卡地”。

大昌湖是三峡工程蓄水后，库区形成的面积较大的
湖泊。 近年来，随着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生态环境不断
向好，环境优美，水草丰富，鱼虾众多，既是留鸟安居的
天堂，也是候鸟补给的驿站。

据大昌湖国家湿地公园管理人员介绍，公园的鸟类
由以前的 131 种增加到 143 种， 每年到大昌湖越冬的
雁、鸭类大中型游禽和涉禽有 1 万余只。

大昌湖成水鸟“打卡”地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谭瑜州 文 / 图)� 春风
一笑绿山冈，喜见银芽处处芳；兰指翻飞随蝶舞，采来云
雾压千筐。 读着这一首诗，眼前便是一幅栩栩如生的采
茶图。

4 月 3 日，时值清明假期，也正是骡坪镇茶园村采
摘清明茶的时节，记者走进了骡坪镇茶园村。远远望去，
株株茶树整齐排列，占据着几个山坡，如同给大地铺上
了一层翠绿的地毯。 其间，有茶农正在采摘清明茶。

清明茶， 顾名思义就是清明时节采摘的茶叶嫩芽。
因这个时候的茶叶，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一
年之中的茶叶佳品。所以，在茶园，看到的处处是采摘茶
叶的茶农。 嗅着茶叶的清香， 情不自禁地走进茶园里。

“远山含翠飘薄雾， 近处浅草吐新绿” 的意境便呈现出
来。 加上伴着沁人心脾的茶香，真是令人心旷神怡。

“骡坪镇因地制宜，发展茶叶这一特色产业，不断推
动产业振兴，壮大以集体为主导的产业经济，实现农业
增效，农民增收。 ”骡坪镇副镇长袁宏炎介绍。

截至目前，骡坪镇种植茶叶近 5000 亩，成熟采摘区
近 1500 亩，每亩产量 130 斤，可为茶农至少带来近千万
元的收入，带动了该镇 2000 余农户种茶增收。

茶园村作为市级美丽乡村，海拔 800 米以上，位于
渝宜高速公路楚阳出口 3 公里，103 省道贯穿全境，从
县城乘车约 30 分钟里程。堪称占尽了交通之便利。近年
来，骡坪镇以茶叶产业为依托，借“民俗旅游”建造茶园
村骆家屋场、农耕博物馆、挽草堂民宿等，成了踏青采
茶、寻觅乡愁、了解农耕文化的好去处，从而点燃了“乡
村旅游热”。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这里就迎来了 300 余名游客来
体验茶叶采摘的乐趣。

骡坪镇：茶园村里茶飘香

游客体验采茶。

兹有重庆市巫山县巫峡镇平安村 2 组罗云
富，身份证号 512227197307100650,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张，发票代码 050001800104，发票
号码 45014568,声明作废！

兹有宋阳凡遗失增值税发票一张， 发票代
码 050001900104， 发票号码 32441618, 声明作
废！ 2022年 4月 15日

遗失声明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谭瑜州）
农谚说：清明前后，种瓜种豆。 这一时节，也
是水稻播种的繁忙时候。以往，在有“巫山粮
仓”之称的庙宇镇，人们挽起裤脚，都在田中
脸朝黄土背朝天地辛勤忙碌着。 4 月 13 日，
记者在该镇的永安村看到，天地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余晓辉， 穿着一套防晒
服，站在硬化了的田坎上，手握操作柄，正在
指挥着一架精量条直播无人机进行水稻直
播作业。

据了解，精量条水稻直播无人机是通过
GPS 和 RTK 技术，可使田间播种位置实现
定位到厘米级，并且播种量精准。 在水稻实

行全程机械化的基础上，减少了育秧和栽插
环节。更省时省工省力。据悉，这一款水稻精
量条直播无人机， 目前在西部地区仅有一
台，它的播种实现了条直播。所谓条直播，就
是用无人机播种成行成条，而且无人机的种
子仓可以调节间距， 也就是调节水稻的行
距。 播种量可在 1 公斤至 5 公斤范围内调
节，非常精准。

实施精量条水稻直播无人机，也是该公
司开展农业科技创新，真正实现了水稻全程
机械化。

“我们的水稻全程机械化包括了土地耕
整、筑埂、开沟、播种、施肥、统防统治、机收

等几个环节。 实现水稻全程机械化，不但降
低了劳动强度，还能减少生产成本，更能有
效地增加千粒重和有效穗数。 ”庙宇镇种粮
大户、天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尚前
介绍。 水稻实现全程机械化与原人工相比，
亩节本增效达 400 元。

记者看到，在开展精量条水稻直播无人
机的另几块田中， 有的驾着拖拉机正在耕
地，有的在进行机械筑田埂······隆隆机器
声，伴着哗哗流水声，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春
耕春播景象。 这些昔日的“泥腿子”，虽是在
泥水中劳作，身上却没有沾上一点泥土。 衣
着干净整洁，皮鞋锃亮。“没想到，与老一辈

相比，同样的在地里劳作，却染不上一点泥
土。”今年 24 岁的无人机操作员余晓辉感慨
地说。 原来，这都是实现农业机械化给山区
农民带来的好处。

“我们庙宇镇现有水稻种植面积一万余
亩。 目前，全程采用机械化作业达到百分之
六十五以上。”庙宇镇宣传委员翟友成介绍。
下一步，庙宇镇将对现有耕地质量和附属农
业设施多渠道、多方式进行提升，发展稻田
公园，创建田园综合体，更大规模地提高农
业机械化水平。

水稻播种 科技助力

我县种粮大户用上精量条直播无人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