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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园陶居”乡村美景 村民生猪出栏“钱”景好

深冬时节，来到安富街道“双昌”合作园，沿着一条新修的彩色公路
漫步前行，道路两旁的农房错落有致，精心设计的墙体彩绘点缀其间，古
朴乡村的绝美风光尽收眼底。不远处，绿树掩映间是一家民房改造的农
家乐，村民温永安正忙着帮游客采摘新鲜的橘子。

“现在村里环境好了，来这里游玩的游客越来越多。”温永安表
示，有了畅通的乡村道路、不断完善的基础设施，再加上自家房屋就
在“双昌”合作园新建的垂钓基地旁，这让他有了发展农家乐的底气。

如今，农家乐虽开业时间不长，但温永安和妻子已经接待了不少游
客，每天忙得不亦乐乎。“这两天又有游客订了十几桌的农家宴，日子是
越来越有奔头了。”温永安笑呵呵地说。

“可不是，元旦节3天假期，我们就接待了19桌游客，现在村里有人
气了，大家的腰包也慢慢鼓了起来。”看着乡村人气一天天变旺，周安柱
接过话来，脸上满是笑容。

原来，去年12月30日起，“双昌”合作园举行归园陶居乡村跨年嘉
年华活动。在垂钓基地附近，游客们白天吃年猪宴、玩充气城堡，晚上在
浪漫的彩灯下，看演出、赏烟花，好不惬意。

此次活动由运营公司主办，普陀村村委会以集体经济入股，作为当
地乡厨的周安柱则私人承包年猪宴，并聘请当地村民一起进行制作。宰
杀年猪、买菜、切菜、洗碗、打扫卫生……不少村民都在这次活动中谋得
一份“差事”，多了一份收入。

村民点赞声的背后，离不开安富街道以“双昌”合作园建设为契机，
大刀阔斧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坚实举措。

一方面，对“双昌”合作园核心区进行高标准农田整治，建成稻渔
综合种养示范基地；川渝联合打造的园区科技文化馆建成投用，为川
渝两地发展提供更多技术支撑；坐落在安富街道普陀村、隆昌市石燕
桥镇三合村交界处的琪金“双昌”智慧猪场建成投用，带动当地生猪产
业发展……一个个项目建成落地，为推动当地农旅融合发展增添了更
多底气。

另一方面，全面落实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升级、精神文明建设等
工作，大力推进“归园陶居——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合作园沿线文化
景观建设等项目，整治建筑立面、打造景观矮墙、栽种院坝绿植、安装照
明设施、修建人行便道、绘制艺术墙绘……村容村貌焕然一新，美丽风景
不仅宜居宜业，更为当地村民带来“钱景”。

接下来，该街道将继续依托农业农村特色资源，坚持农旅融合发
展路径，大力发展稻渔种养、休闲垂钓、水果采摘、农业观光等产业，开
发富硒茶、稻虾米、枳壳饮品等农特产品，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壮
大村集体经济，让乡村产业发展更好、乡村旅游人气更旺、乡村振兴底
色更亮。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杨 健

“疫病检查合格，可以装车。”“上车了，各位乡亲搭把手。”近日，双河街
道白玉社区唐太莉家3头生猪经检疫后，被送上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
司的运输车，唐太莉当即收到“货款”，脸上满是笑容，“有政府和企业的帮
助，咱们养猪省心不少。”

去年，双河街道通过“政府搭桥，村企联建”的方式，协助琪金集团以“公
司+大户（含合作社、小微企业、养殖大户）+脱贫户”的合作模式，与该街道
高丰村、白玉社区等村（社区）182户养殖户建立荣昌猪养殖合作关系，采用
统一猪种、统一保险、统一标准、统一技术、统一防疫、统一回购的方式，保障
合作养殖户收益，帮助村民实现可持续增收。

这样的收购方式，带动当地村民养殖荣昌猪1500余头，收购荣昌猪
12.8万公斤，助农增收逾36万元。

这只是双河街道发展特色畜牧产业的一个小切面。
去年以来，该街道锚定《国家（荣昌）畜牧科技城总体规划（2021—2035

年）》中“双河核心区”定位，通过编制乡村振兴项目库、推进荣昌猪资源保护、
实施农旅融合发展和农畜产品加工项目等，真正走出生猪产业振兴致富路。

生猪产业不断释放新动能，麻竹产业也焕发了新生机。
“冬季是采收麻竹的空档期，目前我们正组织村民清理多余的枝丫，以

保明年的麻竹长得更好。”重庆市荣轶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下称“荣轶公
司”）负责人陆钻介绍，去年种植的麻竹产值3000余万元，带动周边村民近
700人务工增收，实现劳务收入2700万元，今年力争实现更大收益。

“可不是，去年我和老伴采摘了一个多月的麻竹叶，收入上万元呢。”村
民谢孝琼一边修剪枝丫，一边说道，“麻竹‘活了’，咱们的腰包也鼓了。”

曾经“存活率”低的麻竹，如今为何焕发新生机？源于去年10月，该街道
携手荣轶公司共同创建“政企联建促振兴”党建品牌，联合实践“党组织+龙头
企业+集体经济+农户”产业发展模式。

为了使麻竹林有人管、管得好，荣轶公司创新推出“土地流转一社区共管一
队长直管一村民分包”的麻竹产业发展新模式，对流转麻竹进行统一矮化改造，
制定“六统一”（统一林地改造、统一设施改善、统一技术指导培训、统一种植标
准、统一林下清理，对产出农产品由企业统一收售）精细管护标准，实现由农户
放养式管护向公司标准化管护和优质高产转变。

值得一提的是，传统的“公司+农户”或“公司+集体经济+农户”模式，是由
公司集中统一经营管理，未能将集体经济、农户与当地优质管理、人力等资源有
机结合，而荣轶公司充分考虑现代化企业管理制度和农业传统生产模式优势，
将村（社区）干部、队长、农户融入公司管理，实现两者生产管理优势有机结合。

在这种模式之下，老麻竹渐渐焕发出新的生机，村集体经济发展有了支
撑，村民增收也有了奔头。

未来，该街道将立足现有产业基础，打造13000亩“猪—沼—竹”种养
循环麻竹高产示范片，促进荣昌猪、麻竹两大产业融合发展。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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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打扫美丽庭院 村民采摘麻竹叶（资料图片）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廖国
颖）近日，昌元街道开展水口寺农贸市
场周边占道经营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

解决乱停乱放、占道经营等突出问题。
整治行动中，该街道联合区城市

管理局、区公安局等部门，采取政策宣

传、劝导疏通、清理整治等措施，以柔
性执法为侧重点，引导市场周边门店
经营者不要占用消防通道和人行道，

劝导游摊和自产自销户入市规范经
营，严禁乱摆乱放。

通过此次整治行动，水口寺农贸市
场及周边经营秩序得到有效规范，道路
畅通得到有力保障。下一步，昌元街道
将持续探索长效机制，通过建立团队、
整合资源、共管共治等方式，加强市场
经营秩序管理，展现文明形象，为市民
营造畅通、整洁、有序的生活环境。

昌元街道

整治农贸市场 规范经营秩序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
丹 通讯员 熊贵英）“路灯亮了，晚上
再也不用摸黑出行，既方便又安全。”近
日，看着村道旁新安装的路灯，铜鼓镇刘
骥村村民陈续达高兴地说，感谢区政协社
法委以及社会爱心人士为村里安装路灯。

陈续达所说的路灯安装得益于区政

协“渝事好商量·委员进小院”协商活动。
由于刘骥村部分村道地理位置偏僻，一直
没有安装路灯，村民夜晚出行十分不便。
为尽早解决村民心头的这件“烦心事”，去
年10月，一场以“渝事好商量·委员进小
院——照亮红色乡村路”为主题的协商
活动，在刘骥村邓家院子举行。

活动中，区政协社法委部分委员、
区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以及澳龙生物代
表、刘骥村驻村工作队队员、村民代表
等围坐一起，共同商讨解决方案。通过
协商，最终由区政协社法委组织社会爱
心人士认领捐赠路灯100余盏，安装在
刘骥村各集中院落的公共地段；刘骥村

部分群众、铜鼓镇村干部共同认领100
余盏，安装于其他偏僻路段。

经过两个多月的勘查、施工，该村
最终共架设太阳能路灯203盏，照亮了
村民夜晚出行之路。

近年来，区政协“渝事好商量·委员
进小院”协商活动多次走进铜鼓村社院
落，通过捐资助学、安装路灯、修补道
路、帮助困难群众销售农产品等，真正
实现民声在小院倾听、民意在小院收
集、民智在小院汇集、民事在小院协商、
民心在小院凝聚，打通基层协商民主

“最后一米”。

铜鼓镇

委员一次协商 回家之路亮了

重庆市荣昌区广顺街道檬梓桥社
区居民委员会，遗失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开户许可证，证号：J6530017223502.

特此声明。
2024年1月10日

遗失声明

2023年度荣昌区“文化惠民活动”
照片有奖征集活动于12月10日结束。
本次“文化惠民活动”照片有奖征集活
动，面向社会共征集到34名作者的890
件作品，内容主要涉及我区2023年除夕
夜区人民广场烟花秀、元宵节、“千年荣
昌”历史文化周活动、端午节、七夕节、农
民丰收节、中秋节、国庆节等节日或者活
动照片。

2023年12月25日，由重庆市摄影
家协会2名副主席通过线上评审的方
式，从参评的作品中选出60件拟获奖作

品。2024年1月5日，由重庆市摄影家
协会、区文联、区文旅委、区融媒体中心
组成评审小组，对初评的60件作品进行
复评。共评选出一等奖10件、二等奖
20件、三等奖30件。

此评选结果自2024年1月11日—
1月15日分别在荣昌电视综合频道、荣
昌微发布公示。如有异议，请致电
023—87338639。

荣昌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荣昌区
融媒体中心

2024年1月11日

荣昌区“文化惠民活动”照片有奖征集评选结果公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