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mail：wsnews@163.com

2022 年 9 月 2 日 星期五责编 刘朝明 美编 董申熬 校对 刘朝明

电话:023-57737953

2 经济

本报讯 （记者 吴友琼 文 / 图）
近段时间，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出现不同
程度干旱。 连续几天的降温降雨一定程度
上缓解了旱情对农作物的影响，趁着雨后
的凉爽， 村民们忙着在田间播种、 施肥
……一派繁忙景象。

8 月 31 日，天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
雨，两坪乡周家村蔓菁菜种植大户彭文林
正在自家菜地里播种蔓菁菜种子。

“早上 6 点就出门了，干了一上午，这
块地终于完成了一半。”52 岁的他，常年和
土地打交道，皮肤被晒得黝黑。 坐在田坎

上边休息的彭文林告诉记者，他家种了 13
亩蔓菁菜，一年收入 10 多万元，比在外面
打工强多了。

周家村距县城 15 公里， 该村土壤肥
沃，地势平坦，特别适合种植蔓菁菜，周家
村种植的蔓菁菜个头娇小、 根细无筋、辛

辣味浓、质地脆嫩、口嚼无渣，深受消费者
青睐。 特别是腌制好的蔓菁菜可以卖到每
斤 5 元，且供不应求。

“蔓菁菜的生长周期很短，7 月播种，
一个星期出苗，12 月份便可以丰收了
……” 彭文林念叨起蔓菁菜的种植经，总
是有说不完的话。

彭文林种植蔓菁菜已有 10 多年了，
虽然之前在种植、加工蔓菁菜方面遇到了
很多困难， 但随着一道道难关被克服，经
验也丰富了，成了村里的种植能手，每年
都会有很多村民前来向他“取经”。

“今年夏天高温天气持续，一直不敢
播种，这几天下雨了，才敢播种，往年七八
月份早就出苗了，今年足足推迟了半个多
月。 ”彭文林说。

在彭文林家的院子里，横七竖八的架
着几根晾晒蔓菁菜的木杆和绳子。 彭文林
说，11 月底至 12 月中旬，是周家村人一年
中最繁忙的时候， 家家户户都要忙着采
收、晾晒、清洗、腌制蔓菁菜。

“我一年除了种植蔓菁菜， 还种了 5
亩黄瓜、4 亩四季豆、4 亩茄子、苦瓜，这些
蔬菜一年又有 5 万多元的收入”。 谈起收
入，彭文林黝黑的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

像彭文林这样勤劳的种植户在周家
村还有很多。 尽管一年到头没得空闲，但
是村民通过种植蔓菁菜， 腰包越来越鼓，
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目前，周家村正在积极筹办果蔬加工
厂，添置现代化环保生产设备，积极研发
蔓箐菜加工新工艺， 开发即食新产品，提
高蔓菁菜的附加值。

近年来，两坪乡鼓励村民充分利用村
里闲置的土地，大力发展果蔬产业。 如今，
该乡在周家、华家、石龙等村，发展了以蔓
菁菜为主的蔬菜 1.38 万亩， 预计年产量
1.8 万公斤，为农民增收 5000 余万元。

周家村：小小蔓菁菜 “种”出新生活

村民播种蔓菁菜。

本报讯 （记者 何岸 潘远胜 文
/ 图） “第一秤，共 4 袋，合计 169.5 斤，可
以装车。”8 月 29 日，随着竹贤乡阮村村会

计杨元庭一声长长的吆喝， 拉开了该乡
“香辣娇艳”辣椒开秤收购序幕。

上午 9 时，辣椒收购首先在种植户杨

元坤家开秤，乡领导、村干部、村民代表齐
聚收购现场，共同见证收购的喜悦。 大家
齐心协力将采摘好的辣椒搬运到收购车
前过秤、计数、装车。

“一共 26 袋，合计 1300 余斤。 ”听着
杨会计的报数，杨元坤说，头一茬辣椒还
没有红完，这里只是一半采摘量，今年如
果不是天干少雨，辣椒收成还要好，这个
辣椒品种不错。

据了解， 该辣椒品种名为香辣娇艳，
由石沟村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谭军引进，
市供销合作社提供产业发展帮扶资金 20
万元， 重庆智慧农服集团提供统一配肥、
统一技术指导、统一保底收购全程社会化
服务，采取‘村集体 + 农户 + 订单收购’
发展模式。今年在竹贤乡石沟、下庄、阮村
试种 170 余亩。

此次收购由重庆智慧农服集团区域
公司奉节橙博仕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全权
负责， 在竹贤乡基层供销合作社配合下，
以 2.3 元 / 斤价格进行收购。 公司定时派
车到村入户开展统一收购，以减少种植户
自己运到公司交售的成本，让农户种植无

风险，收益有保障，有效解决了辣椒种植
户的后顾之忧。

当日，共采收阮村、石沟辣椒约 12000
余斤。 由于种植时间不同，下庄村和其他
种植户将在下步进行采摘。 公司承诺将根
据采摘量，适时组织开展后续收购，确保
辣椒应收尽收。

“特别感谢市供销社的帮扶支持，前
期农户没有投入一分钱，如今又联系公司
到村入户进行收购， 只要销售有保障，种
植户有了收益，老百姓发展产业的积极性
就会越来越高。 ”竹贤乡副乡长任伟鹏说
道。

“通过今年的试种，足以证明竹贤的
环境气候适宜发展辣椒产业。我们将继续
加强与重庆智慧农服集团的沟通联系，认
真做好总结，积累发展经验。 ”石沟村驻村
工作队第一书记谭军表示， 将安心驻村，
尽心帮扶，力争多为竹贤乡村振兴添砖加
瓦。

竹贤乡：“香辣娇艳”辣椒成熟上市

收购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王光平） 8 月 30 日，县委副书
记熊伟主持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粮食和重要农
产品生产保供、耕地保护建设“三个工作专班”调度会，
研究部署相关工作。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培训会议精神和全市农业生
产抗旱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粮食和重要耕地保护
建设、农产品生产保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三个工
作专班牵头单位情况汇报，并对《守住守好“三农”工作
三条底线 2022 年下半年重点任务》 等有关事项进行了
审议。

会议要求，要全面落实耕地保护硬措施，牢牢守住
耕地保护底线，不断推进耕地整改工作。 要抓住抗旱防
汛、晚秋粮食生产等关键环节保粮食丰收，继续深挖撂
荒耕地排查利用潜力，切实抓好蔬菜、畜类等重要农产
品生产，加快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产品加工业发展。
要扎实抓好 2022 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中期评估，紧盯关键全面查漏补缺，全力以赴
做实迎检工作，以常态化工作的方式走访入户解决实际
困难，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群众增收，不断提升农民群众
的满意度和幸福感。 要刚性落实责任，建立健全督导考
核、追责等机制，确保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县领导刘海燕、杨苹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乡镇（街
道）设分会场。

我县召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等工作调度会

本报讯 （记者 陈久玲） 近日，记者在红椿土家
族乡偏岩村看到，烟农们正在烈日下对烟叶浇水，为一
棵棵碧绿的烤烟注入新的活力。

今年以来，连续高温少雨天气威胁着红椿土家族乡
烤烟的产量和质量，为保证烤烟的正常生产，红椿土家
族乡干部群众全力打好抗旱保烟的攻坚战，力争将旱灾
损失降到最低。

据了解，该乡为应对极端干旱天气，组织各村党员
干部和技术人员做好摸底排查， 及时掌握烤烟受灾程
度、水源情况，进一步摸清水源，制定抗旱方案，整合各
方力量，主动抗旱，做到抗旱保苗“一村一案”，连片面积

“一片一案”，力争抗旱不漏一块地、不漏一棵苗，争取烤
烟丰收，扎牢农民增收的“钱袋子”。

今年， 红椿土家族乡 81 户种植户种植烤烟 2500
亩，建成烤房 140 余座，预计收购烟叶 6500 担，预计收
入 1100 余万元， 烤烟已成为红椿百姓致富增收的黄金
叶。

红椿土家族乡：
打好抗旱保烟的攻坚战
扎牢农民增收“钱袋子

本报讯 （记者 郝燕来） 又迎来了一年的开学
季，学生们又开始为新学期采购入学装备，燃起了新一
轮的“开学经济”，学校周边的文具店销售非常火爆。

8 月 31 日，记者在几家大型文具店内看到,琳琅满
目的文具摆满店内，笔记本、文具盒、笔、书包等各种学
习用品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学生、家长驻足选购。大家
纷纷表示，新学期的到来，购买新的学习用品，希望有一
个全新的开始。 学生选购最多的是各种笔和作业本、橡
皮擦、笔袋之类的文具用品，而早在开学前几天，商家也
早早备足了货源，让学生们能一次性买齐所需要的各种
文具。

同时，除了各种文具用品热销之外，篮球、羽毛球、
跳绳等运动工具也受到了很多学生的追捧。

新学期 文具产品热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