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清江镇积极探
索创新“高标准农田+”模
式，将高标准农田改造与农
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
等工作紧密结合，提升粮食
综合生产能力，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环境，大力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成促
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增绿的标杆，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高标准农田+”赋能乡村振兴
——清江镇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侧记

近日，记者走进清江镇塔水村水稻种
植基地，只见绿油油的水稻抽出健壮的稻
穗，稻谷渐熟、颗粒饱满。微风吹过，稻浪
起伏，形成独具特色的夏日画卷。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改造，今年水稻

产量将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当地种
粮大户罗道先指着身边哗哗流水的农排
水管感慨道，“高标准农田改造后，接通
了镇上的农排水管，禾苗再也不会‘喊
渴’。”

去年，清江镇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建
设，通过平整耕地、硬化水渠、修建机耕道
路等措施，农田实现集中连片，目前已建成
高标准农田1.1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同步完善了供
排水系、路系、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智慧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家之前不愿种的撂
荒地，如今成了种粮大户抢着种的‘香饽

饽’。”该镇相关负责人说，实施高标准农
田改造后，今年引进两个近千亩的大户，
带动50余户适度规模种植户，以及“N”
家农户种植水稻，形成“2+50+N”的产业
体系。

如今，清江镇水稻种植面积达7100
亩，今年亩产预计可达 1200 斤，年产量
4200多吨，年产值超1200万元。

第一产业：“散地”连成片 村民乐开颜

水稻种植条件好了，产量提升了，加
工、销售怎么跟上？

记者走进清江镇竹林村久丰水稻股份
合作社大米加工车间，伴随着机器的轰隆
声，流水线上的工人紧锣密鼓地完成每一

道工序，一袋袋优质大米打包码齐后，等待
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已接到50吨新米的订单。”该合
作社相关负责人笑着说，为迎接今年的丰
收，车间已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如今，

可日加工大米110吨。
这仅是清江镇众多水稻加工厂之一。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改造，水稻产量大大提
高，让更多人看到了机遇。目前该镇成功
引入、培育农业公司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50余家，建成粮食储存和加
工基地2个、粮食烘干设备5台套、大米加
工生产线2条。同时，开发香米、鲜米、定

制大米等系列产品，成功申报“荣粟”“鑫稼
源”等绿色品牌认证6个。

对于“家门口”发展起来的“火红”产
业，村民们也喜笑颜开。

“我在村久丰水稻股份合作社上班，一
年能挣近3万元。”塔水村村民李大姐乐呵
呵地说，能在“家门口”挣钱，她感到很满
足。

第二产业：做好“米”文章 走出新“稻”路

一“花”独放不是春，“三产”齐开春满
园。高标准农田改造，不仅让清江镇水稻
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口袋鼓起来,同
时，还让当地的环境美了起来。

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该镇把生态环
境改善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合,通
过统一设计、连片建设,将农田区打造成秀
美田园。

这段时间，清江镇河中岛“稻田艺术剧
场”格外热闹，成片绿油油的稻田，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打卡。从空中俯瞰，稻田中间
呈现出“强国有我”字样以及轮船、火箭、中
国地图等图案。

原来，该镇利用不同水稻品种间的色
彩差异，在田里“秀起了书法”“作上了
画”，这别具一格的造型，让游客颇为惊
叹。

不仅是游客，当地村民也为高标准农
田改造带来的变化点赞。

“以前外出旅游寻美，现在‘家门口’就

成了景区！”71岁的塔水村村民张大爷高兴
地说，“这日子真是越过越美了!”

在稻田附近经营副食品的商家也说
道：“现在游客变多了，我们的生意自然也
红火起来了！”

……
稻田带来的变化，仅是该镇农旅融合

发展的一个切面。
近年来，清江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打

造以河中岛为中心，向稻田艺术剧场、狮滩
半岛两端延伸的田园综合体；以“农耕体
验”为重点，积极申报市级劳动研学基地；
以“吃住”为突破口，打造民宿田园综合体；
以“运动”为突破口，建成滨河步道7.5公

里；以“旅游”为突破口，整合泸县屈氏庄园
等周边旅游资源；以“康养”为突破口，优化

“清江晓苑”康养中心运营，成功将有限的
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生态产业优势。

目前，该镇共发展民宿7家、农耕研学
企业1家，全年接待游客及培训、集训、研
学等各类人员2万余人次。

如今，清江镇用高标准农田改造这个
杠杆撬动农村产业改革，将农产品种植、加
工、销售以及观光旅游“三产”融为一体，正
逐步形成全面化、多元化、规模化的农旅融
合发展特色新格局，谱写现代农业赋能乡
村振兴的新篇章。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第三产业：稻田“一子落” 农旅“满盘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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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向虹霖）由区体育局主办的第二届全民健身运
动会男子篮球联赛，近日在区体育馆室外篮球场开赛。全区各部门、镇街、直属
中学、企事业单位共21支代表队300余人参加。

在当天的开幕赛上，两队选手全力以赴，攻防转换配合默契，内突外投
虎虎生风，拼抢拦截掷地有声，充分展现运动之美。伴随着一阵阵热烈的掌
声，场上比分交替攀升，场下观众目不转睛，时而欢呼雀跃，时而扼腕叹息，

畅享体育运动带来的闲情逸趣。
据了解，此次联赛将进行185场比赛，将持续至12月，旨在不断扩大我

区赛事规模和影响力，为篮球爱好者搭建体育平台，深化全民健身理念，引
领健康生活新时尚。

当天还为2022年篮球联赛获奖的9支球队颁奖，鼓励他们再接再厉，
弘扬体育精神。

荣昌第二届全民健身运动会男子篮球联赛开赛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记者昨日从区职教中心获悉，该校3
支参赛队伍在2023年重庆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中斩获佳绩。

本次大赛全市共有580支队伍参赛，经过初赛、网络评审、现场决赛、现
场展示及答辩等环节，共评出一等奖34个。区职教中心物联网技术应用专
业教学团队执教的传感器与传感网技术应用课程获得一等奖，将参与2023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选拔赛；汽修教学团队和畜牧兽医教学团队获得

二等奖。
“此次职业技能大赛展示出我校教师扎实的教学技能、进取的精神风貌

和求新求实的教学态度。”区职教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将总结本次大
赛经验，把各项比赛当做提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平台，引导教师积极参
赛，以赛促教、以赛促改，提升教师师德师风和专业素养，为努力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提供优质的师资保障。

区职教中心在市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佳绩

快 讯

■我区教育发展基金会日前召开第一届理事会第一
次会议，审议通过基金会章程，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长、
副理事长、秘书长。接下来，基金会将开展困难学生、农
村留守儿童、困难教职工资助工作，扶持农村基础条件薄
弱学校发展和改善办学条件等，促进荣昌教育事业高质
量发展。

■记者近日从区林业局获悉，川渝两地林业部门联合
印发《“川渝通办”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新办核发事项办理指
南》，正式开通林草植物检疫证书核发线上线下“川渝通
办”业务。也就是说，两地在受理条件、申请材料、办理流
程、办理时限等要素时，可实现无差别受理、同标准办理、
行政审批结果互认。

■市畜科院近日与四川省内江市农业科学院开展生猪养
殖技术合作及成果转化工作。接下来，双方将重点在内江黑
猪、荣昌生猪养殖技术等领域，通过共建研发平台、联合技术
攻关、科技成果转化、技术咨询和人才培养培训等形式开展广
泛合作。

■清江镇近日组织工作人员前往河中村堰塘屋基小
院，开展“同心”志愿服务宣讲进小院活动，通过悬挂横幅、
摆放展板、发放宣传单等方式，为当地群众讲解党的统一
战线政策、理论成果、典型事迹人物等知识，进一步增强基
层群众对统战知识的了解。

■古昌镇社区学校近日举办“家庭心理养育”公益讲
座，该镇民政社事办工作人员、村（社区）妇女儿童主任和

“协和之星”志愿者参加。讲座以困难群体家庭扶助为主
线，通过情景体验和角色扮演，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困难群
体心理问题形成原因，提高自身沟通技巧及心理调节能
力，推动困难人员帮扶工作走深走实。

■万灵镇和清江镇近日分别组织开展无偿献血志愿
服务活动。志愿者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仔细聆听注意事
项，填写献血登记表，依次接受健康征询、信息登记、血压
测量、血液检验等，检查通过后进行采血。万灵镇当天共
有30余人成功献血8700毫升，清江镇共有25人成功献血
5700毫升。

■重庆公安交巡警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荣昌大
队近日联合高速执法第五支队九大队，前往重庆长途汽
车运输（集团）有限公司荣昌分公司，开展暑期交通安全
检查宣传活动，重点检查客运公司安全责任主体落实情
况、客运车辆及驾驶人管理台账、驾驶员安全教育制度
落实、车辆GPS动态监控管理等情况，向驾驶员讲解疲
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预防措施。

■今年97岁、家住远觉镇狮子村的抗美援朝老兵周顺
英，近日带着一家人前往清流红色故居参观。参观过程
中，周顺英老人讲述自己和战友们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不畏
困难、不怕牺牲、英勇奋战、寸土不让的战斗事迹，教育后
人要牢记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不忘初心，永远
跟党走。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菁 张 雪 张泽美 刘佳
佳 赖家辉 廖国颖 向鸿霖 谭兴旺 通讯员 李佩
衡 田 言 庞雪琴

区妇联近日联合团区委、区科协到重庆唯美陶瓷
有限公司，开展2023暑期儿童安全教育实践活动。

活动现场，志愿者通过提问、播放视频、安全教育
互动游戏、科学救助培训等方式，向孩子们宣传防溺水
等暑期安全知识，帮助他们提高自我保护意识，预防和
减少安全事故的发生。

融媒体中心记者 赖家辉 通讯员 蒋 义 摄

安全“童”行 护苗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