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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
山

山多地少是我县
最为显著的特点，人均
耕地少，难以实现标准
化、规模化、机械化种
植。 近年来，我县始终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
基调，以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高
质量发展脆李 30 万
亩、柑橘 20 万亩、中药
材 20 万亩、核桃 15 万
亩、烤烟 5 万亩、生态
畜牧 100 万头，科学应
对各类农业风险挑战，
有效稳住了农业基本
盘，农业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走出了特色产业
发展优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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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天气逐渐转暖。 樱桃花、
李花、桃花、油菜花在巫峡大地的春风里
灿烂绽放。

春潮涌动备耕忙。近日，记者走在庙
宇镇，处处是机器“闹春耕”的景象。

在永安、长梁等村，有的村民用旋耕
机翻耕水田； 有的村民驾着拖拉机筑田

埂； 有的村民用植保无人机对油菜进行
施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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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日“泥腿子”，如今在田间劳作，身
上衣服干净整洁。“随着时代的进步，科
技发达了，农民都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
都是机器作业了。”永安村党支部书记张

述典说，现在利用无人机播种、施肥，不
仅提高了种植效率， 还缩减了人工劳动
力。

庙宇镇，素有“三峡粮仓”之称，水稻
种植面积 1 万亩，基本实现集中育秧、拖
拉机耕地、激光平地机平地、高速插秧机
插秧、无人机植保、收割机收割、大米烘

干加工等技术。
“我们按照农田水利化、 农田宜机

化、农田生态化、农田田园化、建设标准
化、建设规划化、管理智能化的思路，推
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节水灌溉、宜机化改
造、有机肥替代化肥等，加快弥补产业基
础短板，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和质量。 ”县

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说， 到 2025 年，
全县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
将提高到 50％。 同时，进一步完善科技
支持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 完善县乡村
科技服务体系， 确保全县特色产业技术
服务到村、到户、到田块。

“你们村发展的是晚熟脆李，现在
剪枝正当时。 ”3 月 8 日，巫山县脆李协
会组织的“三峡老农夫社会化服务队”
来到两坪乡向鸭村果园，进行社会服务
管护。

只见技术人员手拿修枝剪刀，现场
为种植户进行修剪示范，演示脆李果树
修枝整形技术，还与种植户进行互动交
流。

老农夫社会化服务队，是一家致力
于“服务三农最后一公里”的新型企业。
其主要提供农业生产托管，农业生产资
料的购买、使用，智能农业管理，生物有
机肥研发以及农产品的生产、 销售、加
工、运输、贮藏等服务。 截至目前，全县
果品主导产业规模达 50 余万亩， 其中

脆李 30 万亩、柑橘 20 万亩，发展农业
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2022 年 12 月，我县成功创建国家
“巫山脆李”标准化示范区。示范区采取
“单户种植、联户管理”的模式，由农户
分散种植，专业合作社或专业服务队统
一标准化管护，全县成立脆李专业合作
社 150 个，组建修枝、打药、施肥等标准
化服务队 23 个，搭建了集项目管理、种
植主体备案、生产溯源和产品销售为一
体的 APP 平台“巫山数字果园”，统一
实施脆李产业精细化管护，有效带动巫
山脆李种植从小散型向标准化、规模化
转变， 培育发展了一大批专业大户、专
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我县还积极引导农民走测土配方、

降低化肥、控制农药、推进有机肥的管
护，实现有机农产品种植，推动我县逐
渐成为区域性的有机农业区县。

在曲尺乡月明村、曲尺村试点推广
测土配方施肥，并在当地建立测土配肥
站，根据果农需要上门现场测土，然后
根据土质制作肥料， 及时送到农户手
中，指导农户进行科学管理与施肥。

月明村村民黄在坤介绍，2021 年
初，他家开始施用测土配方肥。这两年，
土壤得到改善， 有效缓解土质板结状
况。 树上的果子看起来果面光滑，卖相
更好；品尝时，果子的甜度高、水分足。
他还透露：“果子品质变好，每亩增加产
量 20%—30%。 ”

截至目前， 我县整合各类资金 8.6
亿元，实施项目 530 余个。 建设高标准
农田 20.32 万亩， 建成万亩种植示范基
地 20 余个、1000 亩示范片 30 余处。
建成无害化厕所改造 99307 户、 公厕
126 座。建成卫生填埋场 2 座、乡镇生活
垃圾压缩转运站 11 座，301 个行政村生
活垃圾得到有效治理。建成农村废弃物
储运中心 3 个、乡镇回收点 25 个（村级
63 个），全县回收率达到 91%以上；全县
通村通畅率和农村动力电、光纤通讯覆
盖率均达 100%； 农村饮水安全集中供
水率、自来水普及率均达 99%以上。

曲尺乡素有县城的“后花园”之称，
也是名符其实的“花果之乡”。 而今，已
成了乡村旅游的打卡地。

3 月，李花盛开时，正是曲尺乡果农
们忙碌的时节。 记者了解到，果农不仅
要管护脆李树， 还要忙着经营农家乐，
销售晚熟柑橘……大家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

曲尺乡发已展脆李 20000 余亩，柑
橘 12000 亩，柑园、曲尺、伍柏等村成为
产业发展示范村。 各村利用“农业 + 旅
游”“旅游 + 生态”等模式，将观光旅游、
休闲度假、亲子教育、文化传播融为一
体，打造精品乡村旅游目的地。

2022 年， 竹贤乡石院村将产业发
展、环境整治、生态保护等乡村振兴重
点任务有机结合，通过实行“积分制”管
理，有效调动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
性，以行动换积分逐渐成为了全体村民

的生活习惯。
如今，有了奖励机制，村民房前屋

后的卫生质量有了明显提升；村民自觉
维护环境，讲道德、守纪律、崇简约的良
好氛围逐步形成。 通过“积分制”管理，
越来越多的村民在乡村治理中从“要我
参与”转变为“我要参与”，加快形成共
建共享共治的美丽乡村的步伐。

据了解， 我县不断健全以党建为引
领，自治、法治、德治、智治融合，村集体
经济组织充分发展的“1+4+1”乡村治
理体系。 推广乡村治理“积分制、清单
制”“院落制”，“积分制” 行政村覆盖率
达 80%，“清单制”实现行政村全覆盖。

今年，我县将全力打造全国优质生
态产品供给地。 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稳
定特色效益农业 100 万亩，建设国家级
脆李种质资源圃，建成柑橘、脆李等产
业示范区，农业增加值增长 6.3%。 发展
特色消费品工业。 打造食品、中药材等
专业园区， 投用 10 万平方米多功能厂
房，培育果酒、烤鱼冷酸鱼预制菜等消
费品。

易前聪表示，下一步，将坚定不移
抓好粮食生产，稳住农业基本盘，并围
绕“提高农民收入”这条主线，持续深化
农村改革， 抓好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持续聚焦现代抓配套，聚焦山地强
规模，聚焦特色树品牌，聚焦高效重融
合，加快把巫山建成全国现代山地特色
高效农业示范区，全面推动农业农村现
代化。

到 2025 年，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提高到 50％

以产业发展为抓手，建设美丽宜居乡村

50 余万亩果品发展农业专业化社会化服务

村民铺地膜。 曾露 摄

刘绪海（左）给村民传授脆李管护技术。 曾露 摄

2022 年建成的庙宇镇长梁村“千年良田”试点项目区。杨林村柑橘种植户方孝位查看柑橘生长情况。 曾露 摄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向君玲采写）

福田镇柑橘产业。 县农业农村委 供图

铜鼓镇春光。 曾露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