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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年来，为切实保障
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
给，桐梓县在大豆和玉米种植适
宜区域，实施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提高耕地利用率，增加土地
单位面积产出率，实现玉米不减
产、增收一季豆的目标。

近日，笔者走进桐梓县茅石镇，
见玉米采收已经进入尾声，农户们
在田间地头抢抓时节采收大豆。

周明银是茅石镇的种植大户，
今年他种的大豆玉米迎来丰收。“今
年我种了50亩玉米带大豆，玉米收
入 9万元左右，大豆收入 3万元左
右。”周明银高兴地说。

据了解，茅石镇从去年开始
以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模式发
展粮油种植，今年该镇以“3+2”
的模式种植大豆玉米 2600亩，为
农户提供种子、肥料、薄膜、田间
管理技术指导等，由合作社统购
统销，主要销往广东、广西、湖南
等地。

“今年我们玉米产值 500余万
元、大豆产值150余万元。接下来，
我们将围绕油菜和蔬菜保供发展秋
冬种植。”茅石镇农业服务中心副主
任熊龙燚说。

在桐梓县楚米镇元田社区，
600余亩大豆玉米全部成熟。“今年

村里给我们发了玉米、黄豆种子套
起种，两行玉米、三行大豆，我家种
了 7亩多地，这两天正忙着采收玉
米。明年还要继续种，希望有更好
的收成。”元田社区青杠园组村民
覃克琴说。

据了解，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是根据大豆和玉米的生长特性，
采用大豆带与玉米带间作套种，利
用植物边行效应，让玉米高位作物
边行优势更为突出，大豆低位作物
受光空间更为充分，从而实现作物
协同共生，实现“一地双收”。

今年以来，桐梓县通过“党支
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组

织方式，在该县25个乡镇（街道）适
宜区域进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面积达6.23万余亩。

“今年，我县预计玉米平均亩产
380公斤、大豆平均亩产82公斤，玉
米平均亩产值 1200余元、大豆平均
亩产值 500余元，综合总产值将突
破 1.1亿元。在接下来的秋种工作
中，我们将进一步科学规划、合理布
局，扎实抓好技术服务，加大农用物
资的投入，选好高产优质的品种，完
成56.2万亩的秋冬季农作物种植任
务。”桐梓县农业农村局农推站负责
人梁晔说。

（王洪娅 曹园园）

桐梓县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迎来“双丰收”

本报讯 近年来，绥阳县郑场镇清
源村围绕“组织功能强、人才队伍强、集
体经济强、治理能力强、要素保障强”的

“五强组织”创建要求，依托村股份经济
合作社、产业龙头、产业基地，采取“党建
引领农旅融合+数字化推动乡村振兴”等
方式，探索乡村振兴发展新路径，增强乡
村振兴硬实力，着力打造“花香稻甜·富
裕清源”，助力乡村振兴样板。

“你的蜂蜜、谷子在销售或者技术方
面有需要帮助的都可以给我们提出来。”
清源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荣鑫
询问村民产业发展的需求。

为真正做到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清
源村坚持党建引领，融合打造了“党群连
心”数字化乡村管理平台，组织修订村规
民约，成立红白理事会，推行“党建+村管
事”治理模式，深化村民自治实践，提升善
治水平。健全完善“党支部+网格党小组+
党员联系户”的党组织体系，做到联系服
务群众精准化、精细化。

“我们种的高粱、水稻、油菜都是政
府发放的种子，我们村还新建了产业路，
帮助我们发展产业。”谈起清源村干部主
动联系群众、服务群众，清源村红庄组村
民徐成琴连连称赞。

为持续深化“双培养”工程，清源村
积极动员乡贤、在外优秀企业家、乡村能
人参与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目前，该
村共吸引种植养殖大户、“土专家”“田秀
才”以及在本地和外地发展的优秀企业
家、乡贤人士 20余人，为乡村振兴提供了
人才保障。

清源村因地制宜、合理布局，走出
了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绿色
产业可持续发展之路。“我村采取‘支
部 +股份经济合作社 +大户 +农户’的
组织方式，今年以来，共种植山银花
4000余亩、稻谷 2500余亩、辣椒 1600余
亩、高粱 1400余亩、烤烟 300余亩，在坝
区打造了 1700 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
地，实行集中育苗，同时对种子、化肥
给予补助。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理、机械化收割，为坝区稻油
轮作提供了示范。今年，清源村还通过提供社会化服务，实现村
集体经济收入 4.6 万元。”清源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
荣鑫说。

为满足产业发展需求，2022年，清源村编报了金银花加工厂、
精米加工厂、榨油厂三个项目，形成从种植到加工的产业链条，切实
促进集体经济壮大、农户稳步增收、村民稳定就业，目前各项目正如
火如荼建设中。

“今年，我家养了 50多头猪、30多桶蜜蜂，还种了 12亩水稻。我
家还新修了住房，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日子也越过越红火。”细算着今
年的收成，清源村村民徐成琴难掩喜悦之情。

随着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不断深入推进，清源村在基础设
施建设、环境治理、综合旅游服务等方面全面提升，村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满意度不断提升。

“下一步，清源村将立足自身优势，发挥资源禀赋，围绕‘山上金
银花、山中林下经济、山下稻油轮作’的产业发展思路，发展壮大村集
体经济，全力推进乡村振兴。”王荣鑫说。

（贾满芬 王泽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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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买东西可以免费
领礼品，先到先得。”9 月 19 日，
播州区石板镇乡村振兴服务站
正式营业。

“这里有金山村的生态梨、
池坪村的辣椒、井岗村的蜂糖
李、茅坝村的特色烤鸭、天旺村

的生态蜂蜜。”乡村振兴服务站
门口的农特产品展板前，石板镇
各村党组织书记变身“销售员”，
为来往群众介绍农特产品。大家
纷纷表示，有一个平台将全镇的
农特产品集中起来销售，确实很
方便。

“服务站除了销售农特产品、
化肥、桶装水外，还将进一步整
合“党建 +积分”超市、代缴代
办、快递物流等服务功能，确保
发展壮大全镇 9 个村（社区）集
体经济的同时，持续做好服务群
众工作。”石板镇石板社区相关负

责人说。
下一步，石板镇乡村振兴服

务站将不断完善功能，并拓展延
伸组建“乡村振兴服务点”，真正建
设成为服务群众的“便利店”，壮大
集体经济的“实体店”。

（黄雪玲）

石板镇

建起乡村振兴服务站

9月19日，播州区尚嵇镇庐江村村民对水稻
进行机械化收割。图为收割现场。

（记者 樊明富 摄）

日前，在湄潭县黄家坝街道岩坪社区，湄潭
县红波农民专业合作社种植的马桑菌迎来采收
期。图为工人们采摘马桑菌。

（李晨晨 李正 邓娇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笔者在凤冈县天桥镇天桥村油菜集中育苗点
看见，村民们抢抓时节，翻地、起垄、打底肥……现场一派繁忙景
象。农技人员在田间地头，给村民们提供技术指导，为来年农业增效、
油菜增产、村民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以前我们收割完稻谷，土地就闲置了，现在村委会免费发放油菜
种子，帮助我们在稻谷收割完后种下油菜，又增加一笔收入。”天桥村
村民张学明说。

据悉，天桥村结合自身地理优势，紧扣“扩面积、提单产、增效益”
的发展思路，引导村民利用冬闲土地种植油菜，采用“集中育苗为主、
分散育苗为辅”的发展模式，提高土地利用率。

下一步，天桥村将深入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全力
抓好秋冬季农业生产工作，积极对接镇农服中心，做好技术指导，确保
村民稳产增收。

（向明远）

天桥村

秋种不误时 油菜育苗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