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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夹江县黄土镇茶坊村位于夹江县城北部，距县城 5

公里，由原茶坊、雷店、水口、东月、东风村合并而成，现有

14个村民小组，1562户5262人。茶坊村特色产业优势明

显，主导产业是特色水果、中药材种植，良种茶叶和养殖

业。近年来，全村产业发展、生态保护、文化建设、农村治

理、公共服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取得成效。2021年，该

村被评为2020年度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

茶坊村

村级集体经济是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壮大村
级集体经济实力，对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促进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村级建制改革中，茶坊村立足本地实际，依托夹
江县东月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采取“村集体+贫困户+
合作社”的模式，建成标准化柑橘种植基地2000余亩，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

据东月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冷玉明介绍，
2017年他来到原东月村流转土地种植柑橘，得到当地
政府大力支持，共承包土地2000多亩，种植金秋砂糖
橘、爱媛、春见、沃柑、夏橙5种柑橘。

记者了解到，产业园共流转贫困户土地30余亩，吸
纳贫困户长期稳定就业8人，争取110万元财政专项扶

贫资金作为144户贫困户及茶坊村村集体入股股金。
从2019年起，分6年按照财政补助资金总额的85%向
贫困户和村集体进行返利，其中，村集体经济返利20%，
贫困户返利80%。

“贫困户采取以自己的土地入股的形式，全镇144
户贫困户在2019年底，每户分到了856元土地入股分
红。茶坊村采取集体资金和扶贫资金入股的形式，每年
固定分红。”茶坊村党委书记廖俊说，除了固定分红，产
业园还优先雇用当地贫困户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廖俊告诉记者，接下来，茶坊村将大力发展茶叶、特
色水果种植，逐步壮大村集体经济，逐步改善全村基础
设施，推进乡村振兴，使老百姓过上和谐、安定、幸福、美
满的生活。

近年来，茶坊村按照“产业
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
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体要
求，定向发力，通过“四抓”打造
乡村振兴“党建+”示范点，逐步
探索出符合实际的“党建+生
态”模式。

组织建设，党建引领作用
不断强化。茶坊村抓住“强支
部、强发展”的要求，成立茶坊
村党员志愿服务队，积极参与
人居环境整治和村容村貌保洁
等义务活动，引导农户改造卫
生不达标的厕所，项目区内已
建成卫生厕所200余个；开展

“阳光问廉”坝坝会，加强对政
策法规、党风廉政建设评价工
作的宣讲。

环境整治，生态宜居优势
日益彰显。通过党组织引领,
党员带头，动员群众参与，因地
制宜推进乡村环境治理,完成

103线路口雷店大桥处至东月
柑橘产业园沿线栽花种草绿化
美化风貌打造。整合资金，建
设集中污水处理站和 35平方
米小型平台，实现雨污分流，可
对附近 30户农户的生活污水
集中处理。建成垃圾分类处理
站2个，投放垃圾桶15组，拆除
项目区内危房、违章建筑及有
碍观瞻的构建筑共8处。

基础建设，乡村发展短板
加快补齐。按照“上下联动、整
合资源、齐抓共建”的原则,集中
力量创建乡村振兴“党建+”示范
村。村级阵地建设正逐步完善，
全村现有便民服务点1个、卫生
室5个、妇女之家2个、农家书屋
5个。通过整合项目建设资金，
1.5公里道路亮化工程已全面完
工，雷店大桥重建项目前期工作
已完成。对部分墙体实施文化
元素覆盖、美化改造。

市中区全福街道

水果采摘乐趣多水果采摘乐趣多 果农增收笑开颜果农增收笑开颜

■记者 赵径 文/图

本报讯（罗建中 文/图）近日，笔者
在市中区全福街道石农村浩菲葡萄园
家庭农场采访时看到，玫瑰香、醉金
香、夏黑、金手指等多个品种的葡萄均
已成熟，散发出阵阵芳香，络绎不绝的
游客在园内拍照留念，采摘、品尝新鲜
葡萄，其乐融融。

家庭农场负责人张全超介绍，他
们在全福街道和村上指导下，采用无
公害水果种植技术，种植的葡萄味道
鲜美，很受消费者青睐，去年收入12
万元，纯收入7.7万元。石农村党总支
书记王体军告诉笔者，该村目前水果
种植面积己达300余亩，去年收入240
万元，纯收入150万元。

据了解，近年来，全福街道充分发
挥地处中心城区近郊的优势，因地制
宜，在石农、全福、夏沟、普农等村，大
力发展柑橘、杨梅、桃子、李子、西瓜、
草莓等特色水果种植818亩。同时大
力发展乡村旅游，通过小家乡休闲苑、
川西坝子等10多家乡村休闲旅游农
家乐，年吸引游客20多万人次，促进
当地水果畅销，果农增收。

““党建党建++””助力乡村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满山遍野的柑橘树

▼茶坊村一角

打造乡村振兴“党建+”示范点

逐步壮大村级集体经济

▶▶▶▶

本报讯（记者 赵径）为应对当前旱涝并
存、旱涝交替、旱涝急转气候灾害对粮食生产
的影响，市农业农村局按照“稳面、提质、增效”
的总体思路，及早谋划、及时部署晚秋生产，主
抓再生稻，突出秋洋芋，扩大秋大豆，筑牢农业
生产最后一道防线，确保全市粮食面积332.8
万亩、产量124.4万吨目标任务完成。

再生稻是全市晚秋粮食生产的大头。利
用良好的光温资源条件，市农业农村局在犍为
县、市中区、井研县开展4万亩再生稻高产技
术示范创建，重点抓好再生稻粒芽肥和发苗肥
施用，头季中稻病虫防治，保证再生芽有效萌
发。探索完善头季稻机收后蓄留再生稻技术，
力争再生稻蓄留面积达到34万亩以上。

秋洋芋生育期短，采收时间长，市场销路
好，经济效益高，是全市晚秋实现农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市农业农村局重点抓好秋洋芋脱
毒早熟良种，带芽下种，增施有机肥。做好稻
草覆盖免耕栽培、深沟高埂垄作栽培、秋洋芋
栽培技术。采取增种、套种，力争全市秋洋芋
面积达到10万亩以上。

深入贯彻落实大豆振兴计划，依托耕地轮
作休耕试点项目，重点抓好秋大豆适时早播，开
沟排湿。积极推广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幼
林果园套种大豆等模式，力争全市秋大豆面积
达到10万亩以上。

市农业农村局：
应对气候灾害
谋划晚秋生产

1、选地与搭建大棚。种植地选择要考
虑的三个方面：一是要选择无污染的种植土
地；二是排水性能好、环境空气质量清新；三
是土壤肥沃、旱涝保收的优质土地。另外，
种植韭菜要选择交通便利的地方，有利于减
少韭菜成熟上市的运输时间，也方便种植人
员进行照顾。对于搭建大棚，可以按宽4
米、高40米、长40米的规格进行搭建。

2、品种选择。要选择无病害的种子，这
是种出绿色无污染韭菜非常重要的一步，因
此在选择品种的时候，要选择抗病能力强、
生长势强、发芽早、品质优良的韭菜品质。

3、韭根培育。4月底，要对韭菜进行一
次收割，之后要对韭菜地进行中耕、翻土、施
肥追肥，当韭菜现蕾时，要摘下薹积累养
分。8月后，再施两次肥用于养韭菜根部，第
一次是在8月中旬，第二次则是在9月下旬，
施肥可以选择人畜粪、磷酸钙。

4、肥水管理。施肥要以有机肥为主，化
肥和微肥为次，搭配进行施肥，可将有机肥、
氮磷钾复合肥作为基肥一次性施入，之后在
收割前的四五天进行一次施肥浇水，施肥可
用尿液进行浇施。

5、温度管理。韭菜可以在冬天生存，是
比较耐冻的蔬菜，一般生存温度为14-20
度，如果温度处于10度以下，将会出现生长
缓慢的状况，而当温度高于25度时，将会对
韭菜造成伤害。因此在种植韭菜时，要注意
避开风口，保持大棚内通风降温的状态。

6、病虫害防治。韭菜种植过程中可能
会出现灰霉病，在灰霉病发生时，可选择5%
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800 到 1000 倍液，或
50%速克灵可湿性粉剂1000到1500倍液，
每隔7-10天进行一次喷施。

7、适时采收。韭菜种植第一年可采收
两三次，生长了两年的可采收三四次，采收
最好是在晴天的早上进行。早上温度相对
较低，且采收后按捆堆放，可很好防止韭菜
出现腐烂现象。

（编辑 邓秀英 综合）

大棚韭菜无公害种植技术

据新华社北京7月26日电（记者 赵文君）今
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地区快递的收投量超过200亿
件，较去年同期增长30%以上。

这是记者26日从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获
悉的。日前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完善农村
寄递物流体系措施。广大农民期盼“快递进村”，
将采取哪些举措保障目标实现？国家邮政局、农
业农村部、商务部有关负责人在吹风会上介绍了
加快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有关情况。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表示，到2025年，将基
本形成开放惠民、集约共享、安全高效、双向畅通
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实现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
务，农产品运得出、消费品进得去。

商务部流通发展司负责人李刚表示，农村物流
是连接城乡生产和消费的重要纽带，完善农村物
流配送体系是畅通国内大循环、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和促进农村消费的重要举措。“十四五”时期，商
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深入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
动”，把农村物流配送体系与完善农村商贸流通体
系、促进农村消费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推动工业
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促进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
对接。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负责人陈勇表示，
完善农产品上行发展机制，推动“互联网+”农产品
出村进城工程，关键在于在县域培育产业化的运
营主体，运用“互联网+”，有效组织农产品的生产、
加工、物流和电商等各环节，优化提升产业链供应
链，建立长期可持续发展和有生机有活力的市场
化运营机制。

“快递进村”目标如何实现？
三部门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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