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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种苗“育”出增收新希望
——记昌州街道乡村振兴“头雁”谭锦成

在位于昌州街道七宝岩村4组的重庆
市敏欣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育苗基地内，一排
排育苗盘摆放整齐，盘中初生的绿苗舒展着
嫩叶，青翠欲滴、长势喜人。

“苗好五成收，要观测出苗、长势和棚
内温湿度情况。”此时，公司董事长谭锦成
手上拿着绿苗，一字一句的给村民们讲解
育苗要领。

“过去自己育苗，稍不注意就容易出现死
苗、坏苗的情况，影响来年收成。如今，育苗
基地为我们解决了这一难题。”谈及育苗基地
带来的好处，村民们不加思索地说，对一手将
育苗基地建设起来的谭锦成，更是竖起了大
拇指。

从事农业工作，谭锦成已有十余年
“工龄”，但说到回荣昌发展，还得从2009
年说起。

那一年，谭锦成在潼南一家蔬菜公司工
作，他发现，公司大棚蔬菜比荣昌本地露天
小拱棚种植的，要早上市半个多月，抢占了
市场的先机。

大棚种植蔬菜销路好，经济效益可观，
谭锦成便想把在公司学到的种植经验，带回
家乡推广。

2011年，谭锦成掌握成熟的种植经验
后，毅然辞职返回吴家镇双流村，开始自主
创业种植大棚蔬菜。

“回到家乡第一件事，就是规划发展双
流村特色农业。”谭锦成坦言，双流村有30
多年蔬菜种植历史，主要以种植莲花白、糯
玉米为主，但几乎是露天种植。露天种植
靠天吃饭，种植技术低下，收益也不高，但
大部分农户顾虑到建大棚投入大，没人愿
意一试。

“我要把自家地建成大棚，做出示范效
益，再影响和带动身边人。”说干就干，那段
时间，谭锦成和家人每天往大棚里钻，泡在
菜田里，使用膜下滴管技术，提高肥料使用
率，减少湿度，降低蔬菜病害发生……

功夫不负有心人，四个月后，谭锦成的

大棚蔬菜比村民种植的早上市一个多月，质
量更好、产出更高，自然也卖出了好价钱。

每亩大棚年收入近2万元，收益是露天
种植的2至3倍。这下，看到效益的村民主
动找到谭锦成，都愿意跟着一起干，大棚种
植开始在双流村“遍地扎根”。

于是乎，通过示范种植大棚蔬菜和推
广大棚蔬菜种植技术，双流村上百户种植
户种植大棚蔬菜600余亩，每年增加收入
近千万元。

“大棚的收益是一方面，培育和推广蔬
菜嫁接苗也是关键。”谭锦成说。在进一步
调研后，2015年，他决定建设育苗中心，培
育和推广蔬菜嫁接苗。

在长期的工作和走访中，谭锦成了解到
昌州街道七宝岩村4组有一个老蔬菜基地，
因为常年累月种植茄果类、瓜类蔬菜，土传

病害比较严重。特别到了结果的时期，蔬菜
苗陆陆续续枯萎，导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
农民辛勤的劳动付诸东流，让谭锦成倍感惋
惜和痛心。

思前想后，谭锦成决定把公司搬到这
里，利用蔬菜嫁接育苗技术，为农户挽回损
失，增加收益。

目前，谭锦成的育苗基地共50余亩，有
育苗单体大棚60余个，连栋大棚5亩。经营
大棚蔬菜种植、销售及蔬菜种苗培育、销售，
蔬菜年产量可达200余吨。

“我们每年可培育茄子、番茄、黄瓜、苦
瓜等蔬菜嫁接苗50万株，辣椒、西葫芦、芹
菜、藤菜等直根苗80余万株，主要发往川渝
两地，年产值上百万元。”谭锦成介绍。大棚
育出来的幼苗长势好、抗病能力强、产量高，
优良的品质赢得源源不断的订单。

基地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当地农业发展，
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在基地务工的机会，每
天有70元的收入。

去年，谭锦成被我区推荐参加重庆市
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头雁”项目，期
间，他到山东济南、潍坊、青岛等地考察学
习，进行蔬菜花卉的现代育苗、先进栽培技
术、生产加工、仓储物流等全产业链实践学
习和交流。

“国家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也要
紧跟步伐，深思和借鉴外地的成绩经验，助
力建设美好新农村。”谭锦成表示，作为“头
雁”学员，将发挥带头引领作用，结合自身实
际，加快推进技术创新，带动农户发展大棚
蔬菜，拓宽蔬菜销售渠道，把好种好苗好技
术推广到千家万户。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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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的阳光温情流泻，处处
呈现出春和景明的美好景致！漫
步在昌元街道城郊蔡家坝田园
边，水果采摘体验园欣欣向荣，乡
村小别墅橉次栉比，小院讲堂文
明实践添活力，构成一幅和谐美
丽的生态画卷，生动诠释着近年
来重庆市荣昌区生态文明建设以
来的喜人变化。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一
个个精彩的美丽乡村故事，不断
在荣昌上演。

以蔡家坝为例，几年来，在当
地政府、相关部门的支持，以及
当地社区多方走访、充分征求村
民意见的基础上，对周边农户的
房屋进行了原生态的风貌改造，
整治排水沟渠，硬化人行便道，
修葺花池，补栽花草树木，新建
一处小院讲堂并安装健身器材
和娱乐设施。

同时，社区党组织通过开展
美丽庭院评比、积分制、小手牵大
手、“门前三包”等活动，激励村
民、学生学典型、争先进、当模范，
形成“比、学、赶、帮、超”的良好氛
围和长效机制的建立推广。

通过多种活动的开展，村民
们曾经的陋习也得到改变，大家
每天坚持“三定”“三勤”“三看”，
养成良好的清洁卫生习惯，乱堆、
乱放、乱搭、乱建等现象不复存
在。村民们说：“现在早上起来
第一件事情就是收拾庭院，不做还不习惯了。”

此外，小院讲堂通过讲理论、讲政策、讲法律、讲科技、
讲健康、讲典型、讲变化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带领村民
们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党史、叙乡情、话振兴”“小院发布会”“五美家庭”评选等
服务活动，也搭起了党与群众的“连心桥”。

蔡家坝的村容“靓”了，产业也跟着“兴”了起来。
在充分尊重民意的基础上，当地采用“合作社+公司+

农户”的经营方式，唤醒了100余亩“沉睡”的土地资源，打
造集旅游观光、农耕体验、休闲采摘、科普示范于一体的最
美田园综合体，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吸引不少常年外出
务工的村民，选择回家就业创业。

蔡家坝迎来“水清、树绿、景美、人和、产兴”的田园风
情，生态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村民们喜上
心头。

习近平总书记说，生态兴则文明兴。
美丽乡村建设不仅促进了村容整洁、乡风文明，还让各

种利民惠民的系列工程在乡村加速开花结果。“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农村比城市更向往”“农村也有诗和远方”渐
渐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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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通讯员 廖 丹）
日前，市委组织部、市人力社保局、团市委联合开展的2023
年“重庆青年五四奖章”评选表彰结果出炉，安富街道通安
村团支部荣获“重庆市五四红旗团支部”称号，昌元街道白
象社区团支部书记张峻玮荣获“重庆市优秀共青团干部”
称号。

安富街道通安村团支部积极打造清华大学乡村振兴工作
站，组织开展创业就业培训、宣传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80余
场；制定6条研学路线，接待来自广东、贵州等地研学团队

150余次；结合荣昌非遗陶文化，打造具有荣昌辨识度的陶廉
“青春倡廉”实践阵地；助力通安村荣获“全国民主法治示范
村”“全国文明村”“全市乡村旅游重点村”等荣誉称号。

张峻玮自任职以来，制定支部团员帮助计划，累计完成
212件；利用周末帮助困难家庭孩子辅导作业；在节假日、高
峰期组织团员青年担当辖区重要路口马路卫士等。2022年，
张峻玮还带领支部22名团员参与社区防疫工作，组织辖区大
规模核酸检测，开展送餐、送快递、送生活物资上门等工作，以
实际行动践行新时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青春榜样 荣昌一集体一个人获市级“五四表彰”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虹霖）莫道桑榆晚，为霞尚
满天。日前，由我区音乐爱好者组建的鑫然音乐艺术团，在黄
葛树广场开展了一场文艺演出，表演者中最年长的近80岁高
龄，最年轻的也近60岁。

演出在器乐合奏中拉开序幕，老年朋友们用二胡、笛子、
小提琴等众多乐器，表达了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的

精神状态。随后，集体大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独
唱和集体舞蹈等22个节目陆续登场，为市民们带来一场充满
激情、焕发“年轻”自信的演出。

“下一步，我们将通过文艺汇演等方式，把更多精彩节目带
到市民身边，既丰富自身的晚年生活，把欢乐传递给更多人。”该
艺术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老当益壮 荣昌一音乐艺术团奏响“晚年乐章”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通讯员 孙 珍）
近日，我区儿童公园新增的20余种游乐设施投用，能满足全
年龄段儿童的需求，成了市民遛娃游玩的好去处。

“园内新增了沙坑、秋千、转转椅、攀爬丘、跷跷板、大型滑
梯、攀爬架等20余种不同种类的游乐设施。同时，我们对基
础设施也进行了升级改造。”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儿童公园位于濑溪河畔，占地面积约5.46万平方米，本

次改建以儿童活动场地功能单一为问题导向，以星际探险为
主题，将银河虫洞、九大行星、流星雨等元素融入地面图案基
底，结合空间站、飞碟、飞船等太空元素设计设施造型，旨在打
造一个安全、适龄、童趣的儿童友好型公园。

下一步，该局将从儿童的特点和需求出发，将体育运动、
儿童成长与绿化景观相融合，继续为儿童提供便捷舒适、安全
有趣、文明友好的公园环境。

童趣十足 儿童公园新投用20余种游乐设施

戏曲进校
润泽心田

近日，我区 2023 年戏曲进校园、进乡村活
动首场演出在昌元街道新峰中心小学拉开序
幕。川剧演员们带来折子戏、变脸等绝活，还
邀请同学们上台互动，学习川剧表演基本动
作，让同学们感受川剧精彩艺术形式背后的辛
勤付出。

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