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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赵径 文/图

日前，记者在豆地坪村看到，300余亩桃园
里一片嫩绿，枝头已挂上果子。

曾经这里是一片“生病”的核桃树，如今变
成了生机勃勃的桃林。据豆地坪村党总支书记
方伟强介绍，2019年一个业主在村上流转了
1000亩土地种植核桃树，由于经营管理不善，
业主撒手不干了，留下满山核桃树。

“怎么办？谁来管？”村民们一时都慌了神。
“他们不干，我们集体自己干！”在村“两

委”会上，方伟强提出了这个“大胆”的想法，
“问题现在不解决，土地肯定会撂荒，老百姓也
会受到损失，关键时刻我们硬起头皮也得上。”
这么大的决定，村“两委”班子成员却没有多少
犹豫，纷纷表示同意和支持。

2019年 10月，35名村民代表按下了“同
意”的手印，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兜底”接手业
主留下的1000亩土地，以村集体经济前期的

桃树种植为基础，发展“官帽山”农业产业综合
体。

在牛石镇党委政府的指导下，曾经满山满
坡的核桃树，变成了10余种经济作物的“跨界”
组合。茶叶、胭脂脆桃、蜂糖李、葡萄、乌皮樱
桃，茶山上还套种了西瓜“错时”发展，果园里
还修整了鱼塘发展休闲垂钓。2020年，豆地坪
村发展农业特色产业2000余亩，实现集体经
济收入50余万元。

“集体的事情集体干，集体的效益集体算。
村集体把土地接过来了，发展起来了，大家的
腰包鼓了，群众的信心足了，对于我们来讲，就
是最大的收入。”方伟强说。

如今，豆地坪村的产业越做越红火，“官
帽山”农业产业综合体也初具规模，曾经的发
展蓝图逐渐从规划“素描”变成了实景“彩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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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村里环境好了，公路上垃圾没了，周
围都是绿树、青山，住起好安逸哦。”豆地坪村村
民柯玉华指着自家房子的外墙说，“我们村上桃
树多，风貌改造的时候，村上请人给我家房子墙
上画了桃花，和以前相比好看很多。”

记者看到，柯玉华家附近的农房均是白底
灰瓦，外墙都绘有不同的风景图案。

“以文化墙建设为重点，在住户外墙绘制
移风易俗墙画，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
传教育，把文化墙打造成美丽村庄亮点。”方
伟强介绍，全村共绿化美化庭院 5000 平方
米，实施精品林改造工程 200 亩，硬化通组

路、入户路 19 公里，公路硬化率 100％。围
绕“四清四拆”、“五边”环境顽疾，开展四季
战役、周末大扫除等清洁活动，定时清理垃
圾、柴草、杂物，农业生产废弃物等用于堆肥
实验。扎实开展厕污共治，村上卫生厕所达
100%。

“下一步，将着重发展特色农家乐和民宿
等一系列乡村振兴项目，着力打造一个景区化
的村落。”对于豆地坪村今后的发展，方伟强信
心十足，“我们将一手抓生态文明建设，一手抓
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美丽乡村‘豆地坪样板’，
争创省级‘乡村振兴示范村’。”

经济集体干 产业发展“有奔头”

近年来，沙湾区牛石镇豆地坪村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
理,流转千亩土地发展特色产业，大大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
从而有效助力乡村治理——

环境集体爱 生态宜居“有看头”

豆地坪村是沙湾区牛石镇集镇村，国道348线穿境而过，下辖12个村民小
组，有625户2060人。近年来，该村坚持党建引领社会治理，充分发挥基层党
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立足集体经济壮大增收，流转千亩土地发展茶叶、桃子、
葡萄、樱桃、李子等特色产业，并通过将闲置阵地租赁、向企业提供服务等方
式多元创收，大大提高村集体经济收入，从而有效助力乡村治理，先后荣获省
级“四好村”、省级卫生村、市级文明村等荣誉称号。

乐山日报公益广告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曾经，在村里流转了 1000 亩土
地的业主，因经营管理不善撒手不
干了，留下满山无人看管的核桃树。
怎么办？谁来管？村民们一时都慌了
神。

关键时刻，村“两委”站了出来：
由村集体经济组织“兜底”，接手业
主留下的 1000 亩土地，不让村民遭
受损失。如今，这里已成为一片生机
勃勃的“产业林”，茶树、脆桃、樱桃、
西瓜……十余种经济作物“跨界”组
合，让豆地坪村收获满满。2020 年，
该村发展特色产业 2000 余亩，实现
集体经济收入 50 余万元，“官帽山”
农业产业综合体也初具规模。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基层党组
织凝聚群众力量、开展各项工作的
物质基础，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
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豆
地坪村坚持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基
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关键时刻
迎难而上，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不断做大做强村集体经济，把主业
留下的“烂摊子”变成了村民增收的

“钱袋子”。此举值得点赞！
集体有收入，才能更好服务群

众。我们要立足实际，不断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下活产业棋，打通致
富路，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短评

发展特色产业 做强集体经济
■ 邓非

干净舒适的民居干净舒适的民居

本报讯（罗建中 文/图）近日，笔者在市中
区全福街道石农村采访时看到，一山一湾，一
片片绿油油的茶树长势良好，四组村民徐明春
正背着机器修剪茶树。他高兴地告诉笔者：

“在全福街道和村上的指导下，他家种植良种
茶树 15 亩，有 10 亩已投产。去年收入 4.8 万
元，纯收入3.8万元。今年仅春茶就收入3.5万
元，纯收入 2.5 万元。幸福的日子像芝麻开花
节节高。”

据了解，石农村有400多户农户种茶，占总
农户的80%，全村种植良种茶1000多亩，是当地
小有名气的种茶专业村。截至2020年底，全福

街道茶叶种植面积 5000 余亩，全年茶叶产值
2000余万元。

为帮助茶农增产增收，全福街道积极为茶
龙提供产供销“一条龙”服务，开展科学种茶技
术培训，大力推广经济效益好的黄金茶、福选9
号、奶白茶等优良品种。同时，充分发挥全福
茶厂、大福茶厂两个本土龙头企业的作用，把
茶叶加工销售到乐山、成都、福建等地，实现茶
叶生产、销售两旺。据统计，每年茶叶采摘旺
季，该街道有100多人在茶园采摘茶叶、在茶厂
上班，打工收入每天100元至300元不等，促进
了农民增收。

市中区全福街道

茶香飘四方增收喜洋洋

村民在修剪茶树村民在修剪茶树

1. 土地处理。整地做畦，水肥充足。随即对
地面喷洒新高脂膜600倍液保温保湿，隔离病
虫源。

2. 种子处理。先用温水浸种，甘蓝播种前
用新高脂膜拌种，可保温、保湿、吸胀，提高种
子发芽率，使幼苗健壮，驱避地下虫害，隔离病
毒感染，也可与种衣剂混用。

3. 适期播种。应根据当地气候适时播种，
播种前先在苗畦上浇透水，后将种子均匀撒
播，播种后在地面喷洒新高脂膜800倍液，保
墒减少水分蒸发，提高出苗率。

4. 苗期管理。根据土壤墒情及时追肥、浇
水，出苗后及时揭去薄膜或遮阳网，适时喷洒
新高脂膜能自动形成一层肉眼看不见的高分
子保护膜，优化植物吸水、透气、透光质量，屏
蔽病虫扑食信号和削弱传播媒介，抵抗和防御
自然环境灾害。 （以上由编辑 邓秀英 综合）

春甘蓝播种育苗要点

近年来，国家要求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粮
食生产，各地陆续采取了相关措施。去年开始，成
都市在都江堰精华灌区试点恢复水稻种植，鼓励
生产经营主体腾退果木，改种水稻。

对于“退树还稻”的农户，政府给予补贴。成都
市财政局数据显示，去年以来，市级财政已拿出
7542万元，用于补贴腾退果木改种水稻的农户。

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去年，四川
粮食产量达705.4亿斤。今年，四川将力争粮食播
种面积达到9500万亩、粮食产量达到708亿斤，超
过国家下达的目标任务。

引导农民种粮，关键在于提高粮食生产的比较
效益，那么现在种粮究竟能不能挣钱呢？在眉山市
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种粮大户李相德
给出了答案。作为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他通过流转附近外出务工农户的土地，规模化种
植水稻，年年挣钱。

“种粮要挣钱，就要做到规模化、机械化。”李
相德说，合作社发展社员860名，种植水稻4.1万余
亩，拥有大型农机160余台，从耕、种、收到烘干全
程机械化，与传统人工种植模式相比，成本大幅降
低，效益也就更高。

好味稻水稻专业合作社青神分社负责人程伟
说，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才能让种粮成本更低、
需要的劳动力更少。

而要让农机能够在田间地头施展开身手，高标
准农田建设十分必要。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肖
小余说，今年四川省委一号文件明确，要大力实施高
标准农田建设，今年将完成470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任务，整个“十四五”期间新建1000万亩以上，建成
一批旱涝保收、宜机作业、高产稳产的高标准农田。

肖小余表示，四川建成的高标准农田要划定为
永久基本农田，实行特殊保护，重点用于粮食特别
是口粮生产，真正确保“良田粮用”。

（据新华社成都4月13日电）

“退树还稻”机械耕种
——四川确保“良田粮用”

■ 新华社记者 陈健

1. 症状：生菜灰霉病苗期和成株期均可发
病。苗期发病，受害茎叶呈水浸状腐烂。成株
期发病，从近地面的叶片开始，初呈水浸状不
规则形病斑，后扩大成褐色，基部呈红褐色。
发病严重时，从基部向上腐烂，茎叶凋萎。湿
度大时，病部产生出灰褐色或灰绿色霉层。天
气干燥时，病株逐渐干枯死亡，霉层由白变灰
变绿。

2. 防治方法：成株期要加强管理，增加通
风，尽量降低空气湿度，一旦发现病株要及时
清除带出棚外销毁。定植前使用50%腐霉利
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对棚室土壤、墙壁、棚膜
等喷雾，进行表面灭菌。药剂可用恩泽霉
1000倍液、施佳乐500倍液等，间隔7天1次，
连喷2～3次。

生菜灰霉病防治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