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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以来，汇川区山盆镇剑坝
村的蔬菜基地，随处可见农户在田
间地头移栽油菜的身影。

“政府免费给我们发放油菜种
子和肥料，还邀请农技专家到地里
给我们指导教授田间管理技术。”剑
坝村村民赵久辉高兴地说，他种植
的 3亩油菜，预计能产油菜籽 1200
余斤，收入4800余元。

为充分调动农户冬耕的积极
性，汇川区以“力量下沉·网格赋
能”行动为抓手，坚持“网格式”宣
传发动、“区域式”规划布局、“标兵
式”示范建设、“精准式”指导服务，
抢抓有利时节，加紧种植蔬菜、油
菜、小麦等越冬作物。该区各地纷
纷掀起冬种热潮，全力推进冬种生
产工作，守护好群众的“油瓶子”

“菜篮子”。
高坪街道通过实行党政主要领

导包片、班子成员包村（社区）、普通
干部包网格、村干部包农户的工作
责任制，加强统筹调度，以 10个油
菜基地示范点带动周边，组织群众
抢时间、抢天气、抢速度，确保种得
下、管得好、能见效。

为提升冬种效率，团泽镇充分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变“被动”为“主
动”，以党员“干”带动群众“跟”，“强
农服务队”化身“生产调研组”，深入
一线以“田坎会”“院坝会”等形式，
围绕当前冬种突出问题，讲政策、问
需求、解难事，帮助农户解决困难，
推动冬种有序推进。截至目前，团
泽镇组织冬种调研 21次，解决农户
冬种难题17件。

另一边，松林镇以集体增收、
农民致富为目标，按照“1名乡镇科
级干部或中层干部+1名村‘两委’
成员 +N 名镇村一般干部及志愿
者”的“1+1+N”模式进行编组，该镇
156名干部和 200余名志愿者下沉
网格，结合区级领导联系党（工）
委、镇街班子联系村级党组织、村
级党支部委员联系代表、无职党员
联系群众“四联系”机制，通过自
种、土地流转等方式，大力推广粱
油轮作模式，衔接高粱收获后的
土地空档期，把油菜种植作为秋
冬种主导产业来抓，全面助力乡村
振兴。

在沙湾镇，党员干部定期调研
示范点油菜种植推进情况，定向指
派农技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多措并

举实现党政联动、干群互动，有力有
序推进秋冬种工作。

“全镇 96名干部和 279名志愿
者编组下沉 40个村组网格，镇党委
班子成员共领办 8个 500亩油菜生
产示范点，党员志愿者们天亮走村
入户，天黑召开群众会，精心为老
百姓算好增收账，讲好惠民政策，
办好民生实事。”沙湾镇党委副书记
周谊说。

目前，汇川区整合下沉干部、科
技特派员、农技人员、驻村干部、农
村党员等力量组建“强农服务队”
70 余支，广泛开展“送政策、送技
术、送项目、送服务”活动 500余次，
为 2024年夏粮高产稳产打下坚实
基础。

（马红梅）

汇川区

“强农服务队”助农描绘好“丰”景

本报讯 走进道真自治县隆兴镇浣溪村花园组，只见村民
曾永发家门前堆满了建筑材料。曾永发告诉笔者：“去年夏天
入住的客人说我的房间太少了，所以我准备把自家的民宿扩建
一下。”

前两年，在外打拼多年的曾永发听说家乡发展起了乡村旅
游，毅然决定回乡开办民宿。于是，他将自家的房子进行了一
番改造，在 2023年夏天正式开门营业。令他没想到的是，整整
一个夏天他家的房间天天爆满。于是，趁着冬季，他对自家民
宿进行扩建，等今年夏天，就可以一次性接待近30人了。

据了解，浣溪村的森林覆盖率达 63%，平均海拔 1250米，
夏季气候凉爽，每年都能吸引不少游客来此避暑康养。如
今，浣溪村的民宿经济发展如火如荼，目前村内共有民宿 26
家，床位数 400余个，仅 2023年夏天就累计接待游客 1万余
人（次），实现增收 200余万元。

除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外，浣溪村还积极调整产业结
构，大力发展特色产业，食用菌就是其中一项。

一大早，浣溪村村民何加云就在自家的香菇大棚里忙碌
起来。只见他推着小车，在棚间来回穿梭，抓紧时间采摘新
鲜的蘑菇。何加云说，他种植了 3个大棚，初步估计 1个棚 1
季下来能有 1万多元的收入。

在浣溪村，像何加云这样的菇农不在少数。目前，该村共
有250余个食用菌标准大棚，每年能为每户菇农增收近8万元。

近年来，浣溪村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把乡村旅游和特色
农业产业作为主攻方向，不断丰富旅游、农业业态，打好产业发
展基础，积极探索农旅一体化发展模式，生态美、产业旺，村庄
宜居宜游宜业，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幸福感。

（向阳 杨丹）

浣溪村

农旅融合打造幸福和美乡村

本报讯 连日来，绥阳县宽阔镇抢抓时节，全力做好冬季
方竹管护，为今年丰产丰收奠定基础。

走进宽阔镇成片的方竹林里，只见工人们手持镰刀、修枝
剪等工具穿梭于竹林之间，遵循四砍四留的修剪原则，砍去多余
的竹子，清理出竹林间的杂物，加速方竹成林，增加竹笋产量。

“通过退耕还竹、林下造竹这两个项目，我们种植方竹的
面积已达 12000余亩。截至目前，已经见成效的面积达到 4300
余亩。”宽阔镇林业站站长江中亮说。

近年来，宽阔镇依托生态资源优势，多措并举抓好林下特色
产业，逐渐把方竹产业培育成为富民强镇的支柱产业，通过“企
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的组织方式进行种植，促进群众增收致
富的同时，一幅生态美、产业兴的动人画卷也在徐徐展开。

下一步，宽阔镇将继续扛牢生态责任，念好“山字经”，走
好生态致富路，进一步加强方竹产业的精细化管理，推动方竹
鲜笋产出提质增量，让群众腰包鼓起来、幸福生活美起来，为
乡村振兴提亮成色。 （刘昕 郑孟庭）

宽阔镇

做“竹”管护功夫助力乡村振兴

图片新闻

近年来，仁怀市鲁班街道通过招商引资
的方式，引进特色种植产业，在优化调整产业
结构的同时，盘活土地资源，壮大集体经济，
增加群众收入。图为连日来鲁班街道生界社
区的草莓成熟上市，游客前来采摘。

（罗画画 罗晓莉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走进绥阳县风华镇双
龙村千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只见
一株株油菜长势喜人，村民们正忙
着给油菜浇水、施肥、锄草，为今年
油菜丰收打下良好基础。这是双龙
村扎实推进耕地“非农化”、基本农
田“非粮化”整治的一个缩影。

“以前这里大多种植的是果树
和苗木，经过整治后，不仅提升了
土壤肥力，还形成了连片规模，这
让我们发展稻油轮作具有极大优

势，真正让良田回归为‘粮田’。”双
龙村千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负责人
裴开兴说。

为切实做好耕地保护工作，近
两年来，双龙村高度重视、主动作
为，围绕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政策，
持续推进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

“非粮化”整治，坚持还田于农、还田
于粮，坚决守牢粮食安全底线，筑牢
粮食安全根基。

“从 2021年开始，我村就对全

村土地进行排查和整治，今年计划
整治 120亩，目前已经实施 90%。”
双龙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郑
光明说。

同一时间，在双龙村桥上组的
耕地“非农化”、基本农田“非粮化”
整治工作现场，施工人员正对整治
地块进行清杂和翻耕作业。

“我们这片地之前种的都是桂
花树，栽了有十余年了，也没有什么
经济收成，现在村里帮忙整治，之后

我们打算种些油菜或水稻。”双龙村
村民吴鸿芬说。

截至目前，双龙村耕地“非农
化”、基本农田“非粮化”整治达 300
余亩。接下来，双龙村将积极引导
群众树立粮食安全意识，建立健全
整治长效机制，做好耕地“非农化”、
基本农田“非粮化”后半篇文章，积
极探索农旅融合产业，打造更多增
收项目，助力乡村振兴。

（娄云霄 张昌红）

双龙村

全力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乡村行·看振兴

本报讯 近日，桐梓县小水乡田上村乡村振兴服务站正式
挂牌成立。该服务站围绕为民、便民、惠民的服务理念，为村
民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切实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走进田上村乡村振兴服务站，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的柚子，
村民们正将柚子搬运到服务站进行售卖。“我们乡村振兴服务
站主要是为周边农户开展种植培训，提升他们的种植技术，提
高经果质量，同时帮助周边农户销售柚子、椪柑等农产品。”田
上村乡村振兴服务站经营负责人田贵义说。

据了解，田上村乡村振兴服务站按照“党总支部+合作社+
农户”的组织方式，以该乡固田黄金蜜柚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
体，为村民提供专业技术指导、产品购销等服务，通过整合村
民种植的农产品，以“线上+线下”的模式进行销售。截至目
前，已销售柚子10万余斤、椪柑3万余斤。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拓展乡村振兴服务站的经营范围，以
乡村振兴服务站为抓手，发展好、销售好我们的大娄山金柚、椪
柑、草莓等农产品，着力把乡村振兴服务站打造成为农产品出村
进城的供应端，切实让‘小站点’彰显服务群众‘大功能’。”小水
乡田上村党总支副书记王志洪如是说。 （王裕 刘秀娟）

田上村

乡村振兴服务站
让农产品“出村进城”

为确保农作物顺利越冬，正安县小雅镇农
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确保冬季
蔬菜稳产保供。图为农技人员向小雅镇工农村
蔬菜种植基地务工人员讲解蔬菜冬季管护要点
和技巧。 （张玲珊 徐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