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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非

牛石镇

发展特色产业 昔日荒山变“金山”

8月 26日，笔者来到位于菜子岩山上
的市级贫困村牛石镇邓坪村。“爬上这座
山，就能见到远近闻名的‘刘魔芋’了。”牛
石镇镇长张志不断给笔者加油鼓劲。坡路
上，一阵风起，果压枝头的核桃不时掉落在
山路的草丛间，捡起来剥壳品尝，满口清
香。“喏，你再往那边看，豆地坪、骑龙
山，一坡连一坡的都是近年来新发展的核
桃林哩。”顺着张志手指的方向，笔者一
眼望去全是墨绿色的核桃林。据介绍，通
过党员干部示范带动，采取“农民以地入
股、土地出租入社”等形式，全镇已建成
优质核桃种植基地1200亩，大部分都已进
入试果期。

爬上山头，笔者一行来到一个叫桃儿
坪的山凹处，但见魔芋苗大都长到齐腰高，
叶绿杆壮，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魔芋地
里，几名干部模样的男人正在和两位老人
一起，忙着给魔芋苗锄草，老人正是人称

“刘魔芋”的刘文弟和他的老伴。由于儿子
远在他乡务工，3亩多魔芋和2亩多幼苗正
是锄草、施肥的紧要时节，缺少劳力，镇里
的领导获悉后，便组织几名党员干部和农
技员上了山。锄草时，发现一株魔芋的叶
子枯萎了，“刘魔芋”的老伴杨素凤习惯性
地直接用手扒掉，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牟
永全告诉她，发现魔芋烂叶，切记要拿刀子
割掉，不然整株魔芋都会烂掉。见大娘纳
闷地盯着他，牟永全说，“魔芋小气得很，这
割下来的坏叶不能扔在地里，会传染给它
的‘左邻右舍’。”祖祖辈辈靠山吃山的“刘
魔芋”告诉笔者，这几年，党的惠农政策上
了山，镇党委政府发展规划特色农业，资金
上补、技术上帮、信息上引，遇到沟沟坎坎
过不去时，地处深山也有远亲。这不，为了
帮助他发展好魔芋，镇上的干部腿都跑细
了。

本报讯 (记者 周友燕 文/图)昨（26）日，
在沐川县富和乡宋村高峰寺的有机猕猴桃
基地里，沐川县益民猕猴桃专业合作社理事
长李道珍和产业工人正在查看猕猴桃长势，
做采摘前的最后准备工作。李道珍告诉记
者，按绿色、有机产品管理及正常生长的红
心猕猴桃，每年采摘、销售时间在9月中旬以
后，但今年受气候条件影响，猕猴桃成熟期
提前，9月初便可采摘上市。

“虽然9月初才采摘销售，但目前已有上

千吨的订单，正式上市时更是供不应求。”李
道珍说，随着人们对绿色有机产品认知度的
提高，产品根本不愁销路，该合作社的绿色有
机猕猴桃远销重庆、上海、北京、天津等地。

“今年有机红心猕猴桃的批发价格为每
公斤20元至40元。”李道珍介绍，目前该合
作社红心猕猴桃种植面积达5万余亩，其中
有机认证1000亩、绿色食品认证12250亩，
今年气温、气候条件利于猕猴桃生长，红心
猕猴桃总产量将达4000余吨。

■杨长喜 刘君 文/图

五指攥拳形成“堡垒”，涓涓溪流汇聚成
河。近年来，沙湾区牛石镇8个农村党支部
的300多名党员，在镇党委政府带领下，紧
紧围绕“圆梦小康”主题，强化基础设施，优
化产业结构，建设美丽新村，新建50多公里
村组水泥路，打通进村入户通产业的“断头
路”，形成了坝、丘、山“三环路”网络；新建
1.4万多米水渠管网和20多口蓄水池，昔日

“很难榨出二两油”的荒山、坡地上，7960多
亩魔芋、核桃、猕猴桃、中药材等特色产业，
犹如汩汩新泉，滋润着山区农民追梦前行。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当天，笔
者穿行在金黄色的田野里，看见牛
石镇豆地坪村的“春晖家庭农场”里
一派忙碌景象，村民们正忙着收割
玉米杆，给700多亩黑杆芋、药魔芋
和核桃锄草、施肥。农场的主人李
志强告诉笔者，多亏了镇村干部帮
忙，农场的基础设施一年一个样，新
建了9条总长17公里的村道公路，9

公里的泥巴公路实现了硬化，修建
了1100米长的排水渠和23口蓄水
池、山坪塘，为农场和村民们的小康
路夯实了坚实基础。

优化产业结构，致富山区农
民。在新农村建设的路途上，难免
崎岖坡坎，只要基层党组织、党员
干部五指攥拳形成合力，就能让山
区农民过上小康生活。

俗话说，村看村、户看户，村民看
干部。潘福刚是牛石镇利农村的村
主任，人称“猕猴桃村官”。为了给乡
亲们趟出一条致富路，这两年，他在
山坡上小试牛刀，靠种植猕猴桃年收
入10多万元。同时手把手向村民传
授猕猴桃种植技术，全村已有30户
农户种植了红心猕猴桃200亩。

当天，笔者走进潘福刚的猕猴
桃园，一道道绿色的长廊里，毛绒绒
的褐色猕猴桃甚是喜人，几名城里
的客商正忙着和主人讨价还价。潘
福刚的徒弟们开心地表示，利农村
这条猕猴桃路真是走对了。

利农村地处山区，当地村民的经

济收入就靠喂几头猪养几只鸡，年轻
人外出打工贴补家用。一次外出考
察的机会，潘福刚发现家乡的土质很
适合种植猕猴桃，于是购买苗子回家
试种。如今，潘福刚的猕猴桃种植面
积已扩大到15亩，全部进入丰产期
后，每亩每年可采摘猕猴桃1500多
公斤，一年下来，种植猕猴桃的收入
可达10多万元。同时，他还在猕猴
桃地里套种花生、黄豆、生姜和蔬菜
等作物，以立体种植方式提高土地利
用率，使经济效益大增。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扩大生
产，让牛石镇真正变成‘猕猴桃之
乡’。”潘福刚对未来充满信心。

家庭农场一年一个样

“猕猴桃村官”有了新梦想

其实，在张志心里，“刘魔芋”是牛石镇魔芋产业的一块
试验田。如今，全镇已经发展魔芋1200多亩，由于大都是
外地品种，不服水土，受到死苗烂苗、产量不高等因素局
限，难以做大做强，做出品牌。“刘魔芋”去年在镇农技员指
导下培育的两分地魔芋，品质好、抗病性强、产量高，除了
留足种子，还尽赚了1700多元。老人手指着屋后的一片郁
郁葱葱的魔芋幼苗说，“这批‘接班苗’，除了自己扩种外，
全部供给镇里的乡亲去赚钱。”

“刘叔，莫急哈，你提的3公里上山水泥路和蓄水池问
题，镇里下个月就要开工了，老人家尽管甩开膀子干，为牛
石镇的魔芋产业多培育幼苗，政府就是山里人奔小康的后
勤兵。”张志的一席话让老人吃下了“定心丸”。

“刘魔芋”吃下“定心丸”

沐川红心猕猴桃
即将采摘上市

据《农民日报》报道，日前，一个名为北川“高山中
华土蜂蜜”的众筹项目，在“黑土麦田”的微信公众号上
启动，目标金额 5 万元。作为“黑土麦田”在全国发起
的第一个众筹项目，反响大大出乎发起者的预料，上线
后一天就筹集到了24145元，两天就完成预定目标，筹
集总金额达到57533元，超筹7533元。

大学生村官是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
主要是为了增强基层组织建设、促进农村发展、让农民
受益。近年来，各地大学生村官不仅充分利用自己的
所学和特长，为广大农村带去了新技术、新观念、新思
想、新文化，同时热心公益事业，积极为当地和困难群
众解决实际问题。北川“高山中华土蜂蜜”众筹项目的
成功，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从报道中可以看出，“黑土麦田”公益组织的发起
人之一秦玥飞曾获2013年度全国最美村官称号，肖琳
则是北川羌族自治县陈家坝乡平沟村的村支书，因为
2008 年参与汶川抗震救灾志愿者服务与北川结缘，并
从此决定留在那里，作为一名大学生村官为当地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2014 年，肖琳被评为全国最美村
官。今年 7 月，这两任最美村官在江西南昌举行的第
九届全国大学生村官论坛上不期而遇，一个为寻找合
适的众筹项目发愁，一个为村庄发展缺乏资金焦虑，于
是平沟村的“高山中华土蜂蜜”成为“黑土麦田”上线的
第一个公益众筹项目。肖琳表示，这次众筹到的蜂蜜
预售款57533元，除了购买村民蜂蜜的开支外，剩余的
资金将用于平沟村的产业发展建设。

其实，全国还有很多像平沟村那样拥有优质的自
然资源，却苦于缺乏资金、技术和门路的村庄，那里的
人们淳朴、善良，却生活在贫穷之中，亟需社会各界的
帮助。大学生村官有知识、懂技术，脑筋活、办法多，同
时对当地又十分了解，哪家的土鸡最香、哪家最需要帮
助都一清二楚，他们投身农村公益事业效果自然不一
样。另外，大学生村官掌握了最新的科技手段，善于创
新，众筹、微信、微博，都可以成为他们开展公益活动的
载体，这些平台能够在短时间汇聚众多爱心人士，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期待，将来有更多大学生村官
投身农村公益事业，让更多贫困地区和困难群众得到
社会各界的帮助。

期待更多大学生村官
投身农村公益事业

一、及时清园。清除园内杂草，将果园的枯枝落叶
及修剪下来的枝叶，以及采果后丢弃在园内的病果、病
穗、病叶和病枝，集中到园外深埋或烧毁，以消灭病虫
源。

二、及时修剪。秋剪继续进行摘心、打叉、除卷须、
抹除副梢和细弱枝蔓，摘除病害严重的叶片，以减少养
分消耗，调节树体养分流向，促进芽眼饱满老熟。

三、及时喷施采后肥。葡萄采果后，要及时喷施
叶面肥恢复树势，增强叶片的光合能力，每10天左右
喷洒1次0.2%的尿素、0.1%硫酸镁和0.2%的磷酸二氢
钾混合液，连喷2—3次，能有效提高叶片光合效率，恢
复树势，增加树体营养，还能补充养分，促壮枝蔓。

四、及时防病。葡萄采果后，仍要继续抓好对这些
病虫害的防治，及时给叶面喷洒一次0.8%—1%波美
度的石硫合剂水溶液，消灭吸附在枝蔓和茎叶上的病
虫。以后每10—15天叶面喷洒一次70%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消灭危害叶片的各种病虫，兼
防治叶蝉等害虫。

五、及时松土，防涝防旱。采摘后土壤易被踏
实，应立即进行一次中耕松土，增加土壤的通透性，
深耕松土宜在9—10月进行，这时被切断的根系可迅
速愈合，深耕可与施肥结合进行，雨水多时要及时清
沟排水，如遇秋旱或冬旱应及时灌溉，以保持适宜的
土壤湿度。

（本报记者 邓秀英 综合）

葡萄采果后巧管理

李道珍（右）查看猕猴桃长势

农技员田间讲解魔芋防病技术

农户在给黑杆芋除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