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snews@163.com

2022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一责编 方丹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方丹

电话:023-57737953

4

急 ( 常 ) 用电话 报警 :110� 火警 :119 � 急救 :120 � 交 警 :57682131 � 气象 :57914202��� 印刷 ： 重庆重 报印务有 限 公 司 承 印（电 话 ：023 －62805775） 内 部 资 料 免 费 赠 阅

铜鼓，1928 年前为湖北省建始县之
铜鼓堡，1952 年划属巫山县。这里崇山峻
岭，交通不便，是从事秘密革命活动的一

块好地方。 聂维祯、聂维尧等共产党人在
铜鼓堡的革命活动， 深深影响着巫山人
民。

“五四”运动前夕，出身望族的铜鼓
堡青年聂维祯、聂维尧兄弟，赴武汉、北
京求学。“五四”运动发生后，他们在内忧
外患、民不聊生中，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
真理，接受革命思想的熏陶，逐步成为中
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先进分子。

1924 年和 1925 年；聂维祯、聂维尧
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们肩负组织重
托，从京城回到铜鼓堡，建立了鄂西最早
的党组织。 他们以学校为基地、教书为掩
护、教学为载体，办贫民学校、农民夜校，
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的组织。 他们深入
发动群众， 组织抗税抗捐， 筹建农民武
装，发动武装暴动。

为保存革命武装， 建始县委决定主
动撤离县城，转往建（始）鹤（峰）边境苏
区与贺龙红军汇合。 聂维祯、聂维尧等率
精干队员 100 余人向南转移。 但共产党

的影响和渴求翻身解放的希望， 一直深
深地扎在铜鼓人民心中。 铜鼓堡，有秀丽
的自然景观和丰富的物产， 有地缘变迁
留给人们无尽思念的历史渊源。

新中国成立后， 特别是改革开放以
来， 铜鼓各项事业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 为打造红色革命传统教育基地，传
承革命先辈的优良品质， 充分利用铜鼓
得天独厚的历史积淀、红色资源、文化底
蕴、地缘变迁、人文景观以及自然资源，
该镇编撰了《红色巫山》———《铜鼓堡故
事》一书，客观地再现了铜鼓堡人民追求
自由、勇于革命、忧国忧民的革命斗争精
神。 而今，这里成了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的红色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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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春赏百花秋望月，夏
有凉风冬观雪； 这里有悬棺之
谜， 锁龙传说； 这里是贡米之
乡，是红色之地；这里更是有江
南边陲重镇之称的铜鼓镇。

从县城驱车向南， 经过长
江大桥，沿 S102 行驶 53 公里，
便到达了铜鼓镇。

近年来， 铜鼓镇始终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
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深挖地方文化资源，
立足“红色铜鼓堡、 古来贡米
地”这一文化定位，坚持山水同
奏，着力打造“农业强镇，粮油
生产基地、 生态养殖基地和红
色文化教育基地”，谱写着铜鼓
镇的绿色华章。

航拍铜鼓镇柳池村集中安置点。

近年来， 铜鼓镇党委政府牢固树立粮食安全
意识，以“三变改革”“三社融合”为抓手，通过党组
织牵头，打造“三级合作组织”，大力发展粮油产
业，壮大集体经济。

“屯上稻米香，进贡皇上尝。 ”在铜鼓镇双庙
村，有 10 多亩丘水田生长的稻谷品质上乘，清朝
时曾经作为“贡米”进贡皇上。因此，双庙村也被称
为巫山的“贡米之乡”。

“我们这里的水稻日照条件比其他的地方好，
因此要早收割 10 多天。 ”双庙村村民余德华说，在
巫山，当地的稻米好吃，给皇上进过贡，是家喻户
晓的事情。“我们这儿海拔偏高，昼夜温差大，不容
易生害虫，基本上用不着喷农药，所以特别好吃。”
余德华告诉记者，每年出新米时，煮出来的饭，那
香味儿几里路之外都能闻到。

“为了巩固铜鼓屯上贡米的种植面积，保障粮食安全，
我们争取了 5000 亩的高标准农田整治， 通过整治可以降低
老百姓的成本，激发大家的种粮积极性。 同时，我们镇组织
成立了两级专业合作社，镇级联合社负责三品一标的创建、
市场化营销和市场化服务，村级联合社，由党支部引领就负
责组织老百姓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带领下，现在 7 个村已经
投资了 100 万无购买了两台农机。 今年的种植面积已经达
到了 3000 亩。 ”铜鼓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赵祖群介绍。

在粮油发展上，该镇还通过党员带头，组建了粮油专业
合作社 5 个，在巩固现有 3000 亩粮油面积的基础上，稳步扩
大播种面积，负责粮油生产的育苗、播种、收割等工作。 再就
是支部领办，成立了集体经济联合社 11 个，全体村民为社
员，共享利益分红，联合社率先带头发展优质品种水稻 150
亩，带动其他农户入社 350 亩，实行标准化、绿色化生产，组
织统一收购初级粮油产品并销售给镇级综合服务社。 同时
党委牵头，打造镇级农业综合服务社 1 个，由涉及粮油生产
的 5 个集体经济联合社分别出资 20 万元组建，并在铜鼓镇
粮油基地核心区水流村，修建粮油仓储基地 1 座，购买中型
旋耕机、收割机各 1 台，在为社员提供机械化服务的同时，
对外提供社会化服务， 对服务社成员生产的粮油初级产品
实行统一收购、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销售，按照每社
18%分红比例（10%留作服务社发展）进行效益分红，预计今
年村集体经济均能实现经营性收入 5 万元，2023 年以前完
成“屯上贡米”“屯上菜籽油”品牌打造，到 2025 年各村实现
经营性收入 20 万元以上，收益 5 万以上。

“下一步，铜鼓镇将紧扣县第十五次党代会确定的加快
建设生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奋斗目标， 全镇干部
群众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紧紧围绕镇第五次党代会提出的

‘一镇三地’目标，讲好英烈故事，传承红色基因，锚定乡村
振兴，打造粮油重镇，坚持山水同奏，谱写铜鼓镇的绿色华
章。 ”铜鼓镇党委书记曾云峰表示。

（本版文图均由记者 王忠虎 陈久玲采写）

日前， 走进铜鼓镇柳池村大堰塘安
置点， 只见一憧憧砖混结构的洋房倒映
在一潭绿水中，水塘的周围，垂柳依依，
好一幅“山居图”画卷。

“我们安置点位于柳池村 5 社，距铜
鼓镇政府 6 公里，交通方便，自然环境很
好。 ”铜鼓镇党群办王维介绍。

铜鼓镇柳池村大堰塘安置点于 2013
年开始建设，至 2018 年底，安置点建设
全部竣工。 该点位于铜鼓镇东部巫（山）
建（湖北建始）公路 32 公里处，与官渡镇
水库村相邻。 安置点占地约 60 亩，建成
房屋 29 栋，12000 平方米， 现入住 124
户，436 人。房屋按照巴渝新居图集，统一
风貌，农户自建。 修建文体广场一个；村
级活动中心一个；铺设人行道 800 米；铺
设雨水管网 650 米及污水管网 600 米；
架设电网 1500 米； 安装 2KV 变压器一

台， 太阳能路灯 36 盏， 大理石护栏 750
米；修建 300 方人饮池一口；安装饮水管
道 3 千米。

近年来， 柳池村紧跟县委县政府步
伐，以“激励干部担当作为，提升群众满
意度”十大行动为抓手，大力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 一方面，组建一支由党
员、青年团员、周边群众为主的环境保护
志愿队伍，坚持每周开展一次义务活动，
用实际行动感染周边群众。 另一方面，大
力开展“文明户”“清洁户”评选，采取精
神嘉奖与物质奖励并行的激励措施，让
群众逐步形成了爱护环境的行动自觉。
与此同时，柳池村积极引导，鼓励群众发
展起了 15 家农家乐， 凭借着宜居的环
境、优质的服务，让百姓在家门口吃上了

“旅游饭”。

位于铜鼓镇青松村的重庆市田袁旺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9 年 1 月，
为县外市内招商企业、市农业龙头企业，
县蛋鸡产业龙头企业。

蛋鸡产业孵化园地处铜鼓镇青松
村，距县城 62 公里，距铜鼓镇 11 公里，
平均海拔 1260 米， 环境条件适宜养殖。
园区占地面积 206 亩， 其中鸡场占地面
积 63 亩。 蛋鸡产业园设计存栏蛋鸡 100
万只，同时开展种苗、技术、信息等服务，
计划带动周边乡镇养殖户发展蛋鸡 100
万只。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他们拟建设蛋
鸡圈舍 21 栋 4.5 万平方米， 配套建设年
孵化 200 万羽鸡苗孵化场 1 个，年生产 7
万吨鸡饲料厂 1 座， 年产 2 万吨生物有
机肥厂 1 座， 年屠宰 200 万只蛋鸡加工
厂 1 座。 现已经流转果园 700 亩。

为了确保蛋鸡养殖过程不对环境产

生污染， 公司采用了粪污自动收集、分
离、处理系统，引进国内最先进的好养发
酵罐和异位发酵翻堆技术， 对鸡粪进行
无害化处理。 为了提高有机肥料肥效、解
决季节用肥矛盾， 公司引进年产 2 万吨
的生物有机肥生产线一条进行加工处
理。 此外，公司还投资建设了先进的地上
中温厌氧发酵罐沼气处理系统， 处理鸡
场、肥料厂生活、生产污水问题，年产 2
万立方米沼气， 还可以为鸡场及周边农
户提供生产生活用能，多措并举，使整个
鸡场的生产运作形成绿色、 无污染的闭
环。该公司采用“公司 + 集体经济组织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使农户、合作社、村
集体组织抱团发展，形成目标共识，风险
共担， 效益共创， 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
体，凝聚强大的发展活力。

该镇还将青松、茅坝、葛家、水流 4

个村的中央壮大集体扶持资金 174 万
元，通过入股的方式注入该公司，每年能
够收到保本固定分红约 11 万元左右，切
实増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

此外， 通过吸纳周边农户加入合作
社，利用现有条件与农户合作。 该公司采
用“公司 + 集体经济组织 + 合作社 + 农
户”模式，使农户、合作社、村集体组织抱
团发展，形成目标共识，风险共担，效益
共创，利益共享的利益共同体，凝聚强大
的发展活力。 实行“六统一分”的管理方
式，即统一养殖技术、统一种苗发放、统
一疫病防治、统一饲料采购、统一产品销
售、统一标识品牌和分户养殖管理，公司

则为农户提供种苗、饲料、防疫技术，并
以合理的价格回收鸡蛋， 社员通过签订
保证书， 确保鸡蛋质量达到公司规定要
求。 截止目前，该公司已经带动周边农户
300 户 1000 余人从事蛋鸡养殖行业。

项目计划投资 7575 万元，年计划产
值 4.5 亿元。 力争通过 5 年时间，将园区
建设成为集科研、培训、养殖、销售、饲料
加工、屠宰冷藏、有机肥生产等为一体的
蛋鸡产业园、 现代化农业示范园，“巫山
鸡蛋”主要生产基地。

人心植绿 百姓添金

生活在安置点的村民。

生态优先 环保致富

红色之地 人杰地灵

居民观看了解红色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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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米生产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