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犍为和风社区

本报讯（记者 赵径 文/图）近年来，
犍为县玉津镇和风社区依托当地得天独
厚的地理气候条件，大力发展蔬菜产业，
靠着一年四季种植蔬菜，家家户户过上
了好日子。

眼下，和风社区种植的生姜刚进入采
收期，社区居民宋大虎告诉记者，他家共
种有近6亩地，主要种植生姜和时令蔬
菜，还会培育一些秧苗售卖，年收入10余
万元，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除了夏季的生姜，依靠独特地理优
势，和风社区一年四季都能够种植蔬菜。

据和风社区十三组组长陈兵介绍，当
地以沙质土壤为主，阳光充沛，靠近岷
江，水源充足，温度适宜，适合20多种经
济作物生长，所以社区一年四季蔬菜不
断。

靠着种植蔬菜，和风社区已成为远近
闻名的“菜篮子”，截至目前，当地已发展
四季蔬菜1500亩，年产值近亿元。和风
社区党支部书记宋宏鲜说：“下一步，我
们将积极与农业部门对接，在蔬菜品质
上下功夫，让我们的蔬菜更绿色、更环
保、更安全，让消费者吃得更放心。”

柏林村围绕“荷花+大米”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推动农旅融
合发展，打造田园综合体，构建惠及群众的“共享经济”。

记者了解到，以特色农产品稳定发展为基础，柏林村党委
调动党员、群众发挥积极性，发展万亩绿色水稻生产、观光基
地，专人管理350亩冬桃、黄金米槐基地及150亩荷藕，利用闲
置阵地修建莲藕、金槐加工厂，让农户一份土地有流转、管理、
分红三份收益。

柏林村的村道也是村上一个亮点，村道两旁各色鲜花装
点其间，沿着村道，记者来到马儿山观光凉亭，凉亭视野开阔，
放眼望去，柏林村的稻田艺术和村民聚居点在绿意盎然中尤
为显眼。

“村道沿线栽种的花木有30余种，并对‘柏林环线’的农家
进行了墙面彩绘。”王成杰说，“修建农事体验中心，培育彩色
瓜果，自然研学劳动教育基地已初具规模。同时，我们以建党
100周年为主题，创新稻田艺术。为完善配套设施，已修建完
善马儿山观光凉亭、旅游厕所，租赁观光车打通柏林荷乡、稻
田艺术旅游专线，不断提升游客体验感。”

目前，柏林村的荷花种植面积2000余亩，依托“柏林荷
乡”农旅项目，带动莲藕、茶叶、大米、黄金米槐、桃子、李子、大
头菜等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销售，实现销售收入260万元；带动
就近务工2800人次，实现务工收入22.4万元。

为实现农旅融合可持续发展，下一步，柏林村将整合资源，
不断促进一二三产融合，完善种、产、销一体化发展链条。同时，
充分挖掘农耕文化内核，植入田园观光、农事体验、研学旅行等
元素，打造乡村旅游目的地、农耕文化体验区，真正让农业更
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实现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发展目标。

眼下正是荷花绽放的时节，位于
沙湾区踏水镇柏林村的百亩荷花次
第开放，吸引了许多市民和游客前来
赏荷打卡。

柏林村在村级建制调整时由原柏
林村和马鞍村合并组成，共 8 个村民
小组，684 户 2003 人，以种植优质稻、
莲藕、黄金米槐为主导产业。近年
来，柏林村通过发展“荷花经济”，重
启“柏林荷乡”农旅项目，带动村民务
工增收，盘活村级集体经济，使改革
的 红 利 源 源 不 断 地 惠 及 更 多 老 百
姓。一年来，柏林村在产业发展、环
境改善、乡风提升、基层治理、农民增
收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成功创建
成为省级首批乡村治理示范村。2021
年，该村被评为2020年度四川省乡村
振兴示范村。

莲叶田田，荷香醉人。盛开的夏荷点缀了翠绿
的荷塘，亭亭玉立，娇艳欲滴，为乡村增添了一抹亮
色。荷塘边的凉亭被绿意包围，凉亭里坐着村里的
老人们，他们聊家常、看游人、赏美景……

近日，记者在柏林村看到，前来赏荷的市民三
五成群徜徉其间，来自中心城区的游客李俊告诉记
者：“我们今天来，看到这个荷塘真的很美，周边环
境打造得很漂亮，置身这样的乡村景色间，真的让
人赏心悦目。”

柏林村种植荷花有很长的历史，为了发展壮大
荷花产业，2016年，当地引进业主打造“柏林荷乡”
农旅项目，由于经营不善，最终导致项目失败，带来
一系列遗留问题，曾经的荷塘因土地撂荒、土地租
金以及劳务费支付等问题，成为村民们最大的“心

病”。柏林村“第一书记”王成杰介绍，针对这个问
题，当地镇、村“两委”主动作为，利用各级集体经济
扶持资金以及集体和个人自筹资金，将荒废的荷塘
和周边荒地进行整合，重启“柏林荷乡”项目。

项目启动后，推出的荷花写生、汉服摄影、荷塘
月色灯光秀等一系列活动，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游
玩，同时还推进香樟林特色农家风味餐馆、苦竹林
休闲茶楼、儿童乐园等配套设施，让游客有看的、有
吃的、有耍的。

为推动项目进一步发展，提高品牌知名度，镇、
村“两委”在前期基础上，新流转土地50亩，丰富水
上娱乐项目，将特色“稻、荷、鱼”有机结合，接收利
用村委会周边闲置资源、就地取材，改建成荷藕文
化馆、艺术餐厅、廉洁教育基地、停车场等。

柏林村

“柏林荷乡”转“危”为“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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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荷花撬动农旅产业一池荷花撬动农旅产业
■记者 赵径 文/图

“以荷为媒”助推农旅融合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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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区一：有肥就追，有水就浇。
在拔节前的苗期，如不根据天旱程度、墒情

好环、苗子强弱等实际情况进行追肥、浇水，往
往使地上部的幼苗徒长，地下部的根系难以深
扎，使幼苗失去蹲苗锻炼的机会，给以后植株倒
伏埋下隐患。在灌浆期过量追肥浇水，既加大投
资，又浪费肥料，还会造成玉米贪青晚熟、遭受
霜冻的不良后果。

误区二：肥多水大多打粮。
在拔节开始后进行次穴追肥，并适时中耕。

在孕穗开始后进行第二次追肥，并中耕。在灌浆
时进行第三次穴追肥，这三次追肥总量以不超过
30公斤为宜。各次追肥量可掌握前轻中重后轻
的原则：拔节期为施肥总量的30%，孕穗期为施
肥总量的60%，灌浆期为施肥总量的10%。追
肥以尿素为宜。

误区三：重视氮磷钾，轻视微肥。
微肥对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影响很大，就拿锌

肥来说，玉米对它的反应很敏感。有试验表明：
玉米施用锌肥，穗粒数可增加50～80粒，千粒重
可增加15～30克，秃尖率减少50%左右，每亩
增产8%～15%。

误区四：抽穗后用不着追肥、中耕。
玉米抽穗后，有不少地块由于基肥施用不足

或质量不高，追肥效力又已耗尽，土壤中的营养
已经满足不了玉米的生长需要。这就急需酌施
一些氮磷肥，以防早衰，促进灌浆和籽粒饱满，
提高千粒重。 （编辑 邓秀英 综合）

玉米追肥浇水要避开四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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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丰收了生姜丰收了

柏林荷塘游人多柏林荷塘游人多

新华社北京7月20日电（记者 于文静）近两年
来，猪肉价格涨跌受到百姓关注。下一步，农业农村
部将着力在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加快建立稳定生
猪产能的调控机制、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等三方
面加大力度，抑制和缓解“猪周期”。

这是记者从农业农村部2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了解到的消息。

今年上半年，我国生猪生产全面恢复。据国家统
计局统计，6月末全国能繁母猪存栏4564万头、相当
于2017年年末的102%，生猪存栏4.39亿头、恢复到
2017年年末的99.4%。

与此同时，从2月份开始，生猪价格连续5个月
下降，6月份不少养殖场户陷入亏损。

“这种局面如果持续下去，既不利于产业长期稳
定发展，也不利于猪肉长期的稳产保供。”农业农村部
畜牧兽医局二级巡视员辛国昌说，生猪价格波动本身
是市场配置资源的一种表现，但是大起大落对行业发
展、群众生活、稳定物价都会带来一定影响。

据他介绍，为了应对上述情况，农业农村部将着
力做好以下三方面工作：

——巩固生猪生产恢复成果。在这一轮生猪产
能恢复中，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地方层层压
实责任。要继续积极协调有关部门，保持用地、环评、
金融等基础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继续压实地方的
稳产保供责任，防止一些地方在政策上“翻烧饼”。同
时，要抓好非洲猪瘟的常态化防控，加强技术指导服
务，帮助养猪场户在低谷期节本增效。

——加快建立稳定生猪产能的调控机制。2019
年农业农村部建立了规模猪场的直连直报系统，可以
准确掌握全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的18万家规模猪场
每月生产变化情况。要进一步加强生产与市场的监
测预警，特别是推动以能繁母猪存栏变化率为核心的
调控指标，建立生猪生产逆周期调控的触发机制。

——促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了《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加快建
设现代生猪养殖体系，实施生猪遗传改良计划，继续推
进标准化规模养殖，支持龙头企业帮带中小养殖户改
变传统养殖方式，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要健全动物疫病
防控体系，强化非洲猪瘟常态化防控。加快建设现代化
的生猪产品加工流通体系，促进养猪业绿色循环发展。

农业农村部将采取
三方面举措缓解“猪周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