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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从不酿春愁，翘首高天傲劲
秋。老去辣浓红似火，风风雨雨未垂
头。”又是一年朝天椒采收季，近日，在四
川成都简阳市石钟镇丁家村1组，地里，
一株株朝天椒“列队站立”，像是一簇簇
红彤彤的小火把，村民猫着腰，满脸喜悦
地忙着采摘。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
业是关键。丁家村坚持从实际出发，根
据村民的种植习惯，在发展种植业上主
动适应市场需求，除了种植朝天椒之外，
还发展起草莓、藤椒、沙参等集体经济，
多渠道丰富村民的收入，激发乡村振兴
的活力。

因地制宜选择产业
由增产导向转为提质导向

“欢迎大家来丁家村品朝天椒，感受
村民火辣辣的好日子。”丁家村党委书
记、村主任付贤刚高兴地说，眼前，村里
60多亩朝天椒迎来大丰收。

丰收的不止有朝天椒。地里，间种
的一株株藤椒也缀满枝头，散发出浓郁
的香味，不禁令人想起藤椒鱼，忍不住咽
口水。

“这两种都是我们村的集体经济，今
年收入很可观。”面对丰收，付贤刚很高
兴。他提到，作为成都市小康提升村，丁
家村凭借金简仁快速路带来的区位优
势，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做强特色种

植产业等集体经济，巩固拓展脱贫成效，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要振兴，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
业是关键。如何因地制宜选择富民产
业，丁家村坚持从实际出发，尊重村民喜
好种植的习惯，在发展种植业上主动适
应市场需求，推进农业由增产导向转为
提质导向。

从 2019 年起，丁家村整合利用各
级资金，引进业主公司，采用“合作社+
公司+农户”的模式，首先流转土地 126
亩种植草莓。为更好回答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这道“必答题”，解决“成长的烦
恼”，该村还围绕致富增收的目标，又
发展起朝天椒、沙参、藤椒等特色产
业，“村民不仅有集体经济分红，还能
在园区务工，收入来源进一步拓宽。”
付贤刚说。

抢抓机遇创新发展
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成势

眼下丁家村丰收的景象，只是简阳
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序推进脱
贫攻坚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培育
农业农村新优势的一个截面。

今年以来，简阳聚焦保持政策延续
稳定、推进规划有序衔接、持续壮大产业
支撑、促进稳岗就业增收、全面防止返贫
致贫等重点，建立健全制度机制，完善

《简阳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5
年）》，编制完成《简阳市“十四五”农业农
村现代化规划（2021-2025年）》，研究制
定《2021年简阳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
进城乡融合发展行动计划》等指导性文
件，新选派210名干部开展驻村帮扶，完
成70个脱贫村驻村工作队轮换，加快推

进由集中资源支持脱贫攻坚向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平稳过渡。

同时，围绕退出贫困村、重大工程项
目区覆盖村和掉边掉角边缘村，结合简
阳市“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发展规划、
农业产业发展、掉边掉角边缘村以及农
民人均年收入、低收入人群占比、基础设
施条件等因素，确定了17个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村（含备选 3 个），76 个成都市小
康提升村、5个简阳市小康提升村，加快
补齐发展“短板”。

简阳市委十五届十五次全会还提
出，要加快培育农业农村新优势，以乡
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共兴。
抢抓机遇创新发展，加快推进金简仁
沿线、数字乡村产业功能区、简雁乐交
界地带等聚居点风貌管控为引领，加
强风貌保护、文化传承、景观打造和品
质提升，塑造“青丘原野，自在简阳”乡
村新形态；实施简州大耳羊、简阳晚白
桃地理标志产品提升行动，推进特色
优势农产品高质量发展，打造农产品
区域公用品牌，培育一批“大而优”“小
而美”的农产品品牌；实施生态保护修
复、景观节点打造和消费场景营造，加
快打造平泉—禾丰—平武—东溪乡村
振兴示范环线和沱江—绛溪河流域生
态人文景观长廊，推进脱贫攻坚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加快培育农业农村
新优势，高质量建设成都东部区域中
心城市。

简阳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坚持农业全产业链思维，重点围绕

“一环两轴四区”进行产业功能布局，加
快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实施美丽乡
村建设行动，持续深化农业农村改革，强
化科技支撑全面提升农业质效，推动都
市现代农业发展全面成势，以乡村全面
振兴促进城乡融合一体共兴，努力成为
全省丘区乡村振兴示范。

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

简阳激发乡村振兴活力

8月8日，四川乐山井研县纯复镇的
水产养殖户李建平站在自家的鱼塘边，
看着60亩鱼塘在阳光的照耀下波光粼
粼，宛如明镜。“去年，镇上开始推行养殖
尾水治理项目后，我们走上了健康养殖
的发展之路，也消除了我们的后顾之忧，
吃下了一颗定心丸。”

尾水治理
解决生态养殖难题

李建平介绍，井研县是省内斑点叉
尾鮰的主产区。而纯复镇，则是井研水
产养殖的第一大镇。“我经营的是家庭农
场，今年产量还不错，约14万斤，纯利润
达26万余元。”

“纯复镇共有各类家庭农场、渔场近
100家，各类村民合作社20余家。养殖
面积9000余亩，养殖品种以鲈鱼、斑点
叉尾鮰、青鱼、黄颡鱼等中高端品种为
主，年产量约1万吨，年产值达2亿元。”
纯复镇副镇长范昀炜说，如何在产业兴
旺的同时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成为纯复
镇必须解决的问题。

纯复镇养殖户刘柯屹说：“以前总是
担心环保问题，害怕政府不让我们搞养
殖，养家糊口的营生就没有了。现在有
了这个尾水治理项目，能够很好地解决

水产养殖尾水排放问题，消除了我们的
后顾之忧，我们养殖户就能更安心的搞
好养殖，实现勤劳致富。”

转型升级
实现高质量绿色发展

水产养殖业是纯复镇支柱型产业。
在创造经济价值的同时，养殖尾水治理

让这一传统产业陷入尴尬。范昀炜介绍

说，近年来，纯复镇按照井研县推动全县

水产业养殖转型升级的发展思路，成功

落地红庙、跃进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湿地

试点项目，项目建成后，将推动覆盖区水

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精品化方向提档

升级，进一步解决水产养殖发展与生态

环境保护的矛盾。

该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湿地项目利用

上游末端鱼塘作为整个治理系统的收集
池，通过科学统筹调度鱼塘尾水排放，有
序地接纳区域内水产养殖尾水，之后通过
初级沉淀、生物氧化、二级沉淀、生物净化、
生物稳定等工艺将养殖尾水进行处理，最
后实现尾水循环再利用或达标排放。

为充分发挥尾水治理项目效用，纯
复镇出台了《纯复镇水产养殖污染防治
工作方案》和《纯复镇塘长制考核办
法》。同时，召开镇村干部大会以及塘长
业主培训大会，将全镇5亩以上，524口
鱼塘，分解到具体人头上，建立水产养殖
一户一档，明确党政领导包村，镇、村干
部包片，塘长包塘的每周全覆盖巡查制
度。镇村干部以及塘长每周下沉鱼塘宣
传检查尾水排放工作，督促业主严格遵
守相关规定和要求。

“湿地7月初完工，从目前运行情况
来看，水质已达到地表四类水排放标
准。”纯复镇副镇长李秦臣介绍表示，随
着湿地功能不断完善，预计将达到三类
水排放标准。下一步，当地将以该湿地
为示范点，规划建设 30 个小型湿地，进
一步促进纯复水产养殖升级，实现高质
量绿色发展。
张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叶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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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水治理让村民吃下“定心丸”

乐山井研纯复镇传统渔业迎转型升级

尾水治理湿地试点项目，解决了水产养殖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

丁家村村民在地里采摘朝天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