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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近日，清江镇河中村种植的600余亩榨
菜迎来大丰收，田间地头一片生机勃勃。

当天，在该村榨菜种植基地，满目翠
绿，生机盎然，100多位村民手脚麻利，

有的负责切割、有的忙着装袋、有的忙着
运输，大家各司其职，现场热闹非凡。

“今年榨菜产量高，质量好，已与乌
江榨菜集团签订收购合同，订单生产，亩
产可达2.5吨，每吨可卖840元。”该基地

负责人秦帅表示。
据了解，该基地采取“公司+种植

大户”模式，利用冬季闲置土地，大力
发展榨菜种植。目前，该基地共种植
榨菜600余亩，年产值超120万元。同

时，该基地可为当地村民提供就业岗
位 150余个，每年可为当地村民增收
近40余万元。接下来，该基地计划扩
大榨菜种植规模，带动周边更多村民
增收致富。

清江镇

“订单”榨菜获丰收 村民致富有盼头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连日来，远觉镇蔡家坪村组织党员干部，
在22个小院开展“三清一改”村庄清洁
行动。

活动中，党员干部们带头干，以“清理
生活垃圾、清理沟渠塘堰、清理畜禽养殖
粪污等农业生产废弃物，改变影响农村人
居环境不良习惯”为目标，针对性地进行

了环境卫生整治，对绿化带及群众休闲区
的枯枝杂草、白色垃圾进行地毯式清扫，
成为辖区一道亮丽风景线。

近年来，该镇通过“小院+”院落微

网格治理模式，推广运用积分制、清单制
等，并结合重大节假日，组织党员群众积
极参与村庄清洁行动，推动村容村貌进
一步改变，村民精神面貌进一步改观。

远觉镇

“小院+”院落微网格 推动人居环境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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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2023年，古昌镇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聚焦产业发展，引进企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
擎”，发展特色产业增强乡村产业“造血功能”，推动乡村振兴稳步向前。

近日，位于古昌镇冲锋村的重庆牧阳美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40余名工人“全副武
装”，正在生产线上忙着洗土豆、削皮、切块，为后期产品制作做准备。

重庆牧阳美食品有限公司2023年3月落户古昌，主要生产锅巴土
豆、红薯条、川味泡菜、休闲风味蔬菜产品，年产值2000余万

元。该企业的落户为周边群众在家门口就业提供了更多
选择。

“我以前在广州上班，听说家附近有了食
品厂就回来了，现在主要负责搬运和清洗

材料，每月能拿到5500元左右，挣钱顾
家两不误。”古昌镇新民村村民李方贵
乐呵呵地说。

除了为村民提供就业岗位，增加
家庭收入外，该企业还鼓励周边10余
户农户种植了400余亩青菜，为他们
的泡菜产品提供原材料。

走进古昌镇玉带村，只见“订单种
植户”杨成全正在给菜地松土、除草，一
颗颗青菜鲜嫩碧绿，长势喜人，再过一个
月，这批青菜将由重庆牧阳美食品有限公
司统一收购。

“企业落地给我们带来了实惠，种植的
青菜不愁销，去年11月我种了2亩青菜，现在

长势不错，预计亩产量2000余斤。”杨成全高
兴地说。

除了引进企业激活乡村振兴“新引擎”，古昌
镇还着力发展特色产业，增强乡村“造血功能”。

日前，记者来到古昌镇冲锋村1组的稻虾养殖
基地，只见基地负责人彭荣正带领村民收虾笼，随着

几下抖动，一只只活力十足、舞着大钳子的小龙虾便滚
落到桶内。
“2023年，在政府的帮助下，我们共承包100余亩水

田发展稻虾产业，总收入达20余万元，比在外面打工挣钱划
算，我觉得很满足。”彭荣表示。

彭荣只是古昌镇培育养殖户发展特色产业的切面。过去
一年，古昌镇按照“农业产业兴旺”的相关部署，积极向上级部门

争取政策，对稻虾种养基地的建设、龙头培育、市场拓展、品牌打造
等给予扶持，如今稻虾产业已成为古昌农村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

富民增收特色产业之一。
“目前，全镇从事稻虾种养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数量由2022年的

28家增长到2023年的35家，总面积达1400余亩，虾亩产约300斤，水稻
亩产约800斤，亩均纯收益约3500元以上。”古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仅如此，古昌镇在2023年立足资源禀赋，持续发展优质特色产业，种
植金丝皇菊150亩，柑橘600亩，红心柚1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103

亩，蓝莓30亩，通过念好“特色产业经”，助力乡村振兴。
向着新目标，奋楫再出发。接下来，古昌镇将以特色产业为引领，延长特色产

业链，推动特色农产品“走出去”，让致富产业真正推开百姓的幸福门。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陈 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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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峰高街道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联合社区文化服务中心，开展

“送春联·送政策·送文化”志愿服务
活动。

活动现场，书法爱好者受邀为

辖区群众免费书写春联，讲解“干支
纪年”法、十二生肖等民俗知识，营
造出浓厚喜庆的春节氛围。

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通
讯员 胡露月 摄

“三送”进社区 新春祝福浓

俯瞰河包俯瞰河包

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工人在生产线上作业

花团锦簇的农家小院花团锦簇的农家小院

收获小龙虾收获小龙虾

村民锻炼身体村民锻炼身体

“你看我们院子现在的环境，不仅路修好了，而且道路沿线家家户户都建有花台，旁
边还有健身场地，开门可见绿、推窗可见景，住着不比城里差……”1月25日，家住河包镇
黄檀村张家铺小院的村民廖和菊，一边在健身器材上活动，一边乐呵呵说道。

行走在张家铺小院，穿院而过的道路平坦整洁，房前屋后干净有序，庭院花台别具特
色。通过打造主题特色小院，这里的人居环境悄然改变，一幅和谐美丽的乡村画卷正
徐徐展开。

人居环境整治是一场持久战，如何花小钱办大事，让群众得到实
惠？去年以来，在河包镇党委、政府引导下，在上级相关部门支
持下，该镇以党建为引领，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作为基
层党建和乡村振兴的“先手棋”来抓。

一方面，该镇通过制定《五大行动工作方
案》《品牌小院建设方案》等5个工作方案，
按照镇级负责主导，村社组织实施，农
户出资参与，镇村户综合验收，专项
审定造价，分院独立核算的原则，
对重点院落、重要路段进行改造。

另一方面，通过结合当地村
民建房习俗，总结出建房要按规
划、绿化要栽乔木、院坝要建围
栏、房屋要用塑瓦、柴棚鸡棚
要整合、花台设置要合理、公
共区域要适用的建设方案，打
造出各具特色的院落34个，
不断提升乡村颜值。

但要想从“一时美”到
“持久美”，不仅要改善村庄
外在环境，更要提升村民内在
素养，推动乡村“颜值”与“气
质”全面提升。

为此，在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工作中，河包镇注重发挥群众
的主体作用，通过实施“乡村治理文明积
分”机制，即按照“院长管理、积分评比、村民
参与”的长效管理机制，按12户至20户划定47
个示范院落，以“1＋N”党员联户责任制为依托，选
派29名基层党员、人大代表作为小院院长。同时围绕
人居环境、村规民约、乡风文明等内容，制定正面评比清
单指标25项、负面评比清单指标18项，通过开展积分“赛马
比拼”，把环境整治从“任务命令”转为“激励引导”，引导群众积
极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为美丽乡村建设助力。

扫地、擦窗……1月26日一大早，村民赵祖国起床的第一时间就是清
扫房前屋后。作为积分评比的参与者，赵祖国对评比的每一事项都积极完成。

“实施积分评比后，院子里的变化还真不小。少了争吵、多了帮助，少了矛
盾、多了和谐，少了抵触、多了参与，大家其乐融融，生活也越来越舒心。”赵祖国称赞道。

环境好了，也引来远方的“客人”。
“去年，我们院子增设了停车场、游乐设施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和环境整治提升的双重叠加，也让我们院落的乡村旅

游越来越火，去年我的民宿就进账100万元。”作为环境的受益者，民宿经营者雷永建对环境的改善给出了高度评价。
如今的河包镇，一个个院落整洁美丽，一张张笑脸幸福温馨，小院“小美”促进了乡村“大美”，群众的幸福感满足感

不断提升……
接下来，河包镇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坚持因地制宜，从小院建设抓起，做到点上

示范、面上带动，连线成片推进巴渝和美乡村建设，让乡村产业更兴旺、生态更
秀美、生活更幸福。

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员 张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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