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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柴枫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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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星期，无花果没有销路着急得
睡不着，现在是每天忙得没时间睡！”近
日，成都东部新区草池街道三渔村新绿
盛家庭农场吴丽的心情，像是坐了一场
过山车。

日产1500斤的无花果，被新冠肺炎
疫情阻断了销路，从滞销到脱销，三渔村
发生了什么？8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来到三渔村，了解无花果脱
销背后的故事。

日产1500斤无花果
被新冠疫情阻断了销路

7月下旬，成都东部新区草池街道三
渔村新绿盛家庭农场，种植面积 40 余
亩，品种为“波姬红”的无花果已进入成
熟采摘期，每天采摘1500斤左右成熟鲜
果，现场一片忙碌。可突如其来的新冠
疫情打破了原来的计划。

7 月 28 日，成都市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通报，7月27日21时—7月28
日18时，成都市新增报告5例本土确诊
病例，1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从那时起，该农场原定销往重庆市
场的无花果，因疫情原因市场关闭，出现
严重滞销，仅靠几个零售商店、附近村民
购买怎么能解决大问题？农场主易学
宝、吴丽夫妻焦急地看着红透了的果实

不敢采摘，摘回来也没地方销。“这几年，
好不容易盼着果树长大了，产量提高了，
眼看今年会有一个好收成，结果又是空
欢喜一场，看着每天1000多斤果子无法
卖出去，整晚整晚睡不着觉。”吴丽的眼
里有些湿润了。

朋友圈推广
无花果的市场打开了

7 月 30 日下午，三渔村驻村第一书
记向辉从村总支书记毛树根那里得知情
况后，立即前往农场了解无花果采摘情
况，来到田间体验采摘果子的艰辛，品尝
无花果的口感。看着采摘回来一筐一筐
的无花果，看着眉头紧锁，焦急万分的农
场主，向辉一边安慰，一边暗下决心，一

定帮他们卖出去。
向辉在成都市直机关工委工作多

年，第一个电话他就打给了成都市农业
农村局曾宏处长，反映了三渔村新绿盛
家庭农场无花果滞销的情况，并极力推
荐。曾处长表示全力支持驻村书记工
作，第一时间联系市农业农村局市场处
积极协调，利用现有 3 个平台销售无花
果。第一个平台为机关“自由团购群”，
在群里发布购买信息，机关职工接龙购
买，能销多少算多少；第二个平台为四川
畅通无阻供应链网络平台，在网上发布
信息，在网上销售；第三个平台，对接成
都市彭州一农副产品综合交易批发中
心，扩大市场。

除此以外，为了拓宽销路，向辉广泛

利用自己的朋友圈，把一些无花果的图
片、农场的基本情况发给了亲朋好友，其
中，益州社区余书记帮了大忙，“8 月 3
日，余书记发来了一个截图，里面显示了
各个企业的订单。”向辉告诉记者。

原来，益州社区服务区域内除市级
机关六个办公区外，还有不少企业总
部、金融单位，面广、人多、需求旺，果然
发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后来益州社
区还对接了一个水果批发商，有多少就
收多少，一下把农场从滞销困境中拖了
出来。

销路解决了
农户脸上又扬起了笑容

8 月 6 日，从来没有做过生意的向
辉，开着自己的车，拉着农场的无花果，
带着吴丽为订购无花果的客户们送货。

“我从小也是农村长大的，知道他们不容
易。”向辉告诉记者，得知无花果滞销，想
起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些偏远地方水果销
不出去，成堆成堆烂在地里，看着农户们
无助的眼神，他心里就不好受，“尽全力
帮他们解决问题吧。”

“当时只是病急乱投医，把自己农场
的情况向驻村工作队反映，也没抱太大
希望，没想到帮了大忙！”吴丽的脸上露
出了笑容，真诚地表达对驻村工作队、村
两委的感谢。

现在，新绿盛农场每天从凌晨忙到
晚上 10：00，甚至更晚。截至 8 月 9 日，
机关“自由团购群”接龙购买了175件水
果，每件6斤，共1050斤；益州社区各企
业平台购买 700 余件，4200 余斤；市场
批发商购买5000余斤。

古蔺石屏镇
每亩高粱增收1200元

“我们根据企业订单需求，今年种
植了 1000 亩高粱。今年的高粱长得
好，现在每亩地可以产出 750 斤，每斤
按3.4元价格进行销售，除去人工成本、
土地流转各种费用，每亩大概可以增收
1200 元左右，我的 1000 亩高粱就有
100多万元毛收入。”连日来，泸州虽是
酷暑，但当地的糯红高粱一珠珠穗粒饱
满、弯腰而熟，古蔺县石屏镇向顶村种
植大户张国明站在地里，看着收割机将
高粱一袋袋装走，脸上笑开了花。

趁着好天气，向顶村高粱种植园区
里，收购机正轰隆隆响着，这些高粱进行
集中收割、去壳成高粱米后，直接运往古
蔺县二郎镇的订单企业，用于酿酒。

“这次高粱是利用机械收割，通过
秸秆堆腐还田和粉碎还田，高粱收割后
的土地可以再次种植蔬菜。”古蔺县石
屏镇向顶村村监委主任李地江说。

8 月 2 日，通过古蔺县农业农村局
粮油站陈晓东等 4 位高级农艺师现场
测产，石屏镇种植的高粱平均亩产795
斤，最高亩产 882.7 斤。今年石屏镇采
用了“村集体公司+专合社+农户+土地
托管”的模式，利用大棚漂浮育苗技术，
一次性施肥起埂盖膜移栽，单亩增产了
50-100斤。

据了解，今年石屏镇围绕“一点一
线”（即一个现代高标准酿酒高粱示范
园、一条绿色高粱产业线）集中连片打
造“万亩高粱园区”，大力发展高粱种植
达11000余亩，不仅土地得到了高效利
用，也帮助当地村民增加了土地流转等
收入，有力促进了乡村振兴。

傅泽瑞 苏海鹏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李华刚

袁国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华刚 摄影报道

在泸州市叙永县马岭镇龙盘村，
已退休的原村支部书记胡世均家中
的庭院里，种满了月季花。除此以
外，他家的墙边、路边还种满了芍药
花、山茶花。

出于环保的考虑，胡世均将废旧脸
盆、桶、罐子等都用上了，整个院子里足
足有40多盆。“看到院子里种了花，心里
就觉得敞亮。”每当看到胡世均的庭院
里鲜花竞放，充满生机，村里人都羡慕
不已。

如今，不止胡世均一家，也不止这
一个农户庭院，龙盘村启动了美丽乡村
家园建设，实施乡村生态振兴。

从2018年开始，龙盘村用3年时间
实现了村级生产路、通社路的全面硬
化，每条道路都有绿化带，实现了绿化、
美化、亮化。“我们将公益性岗位组建成
村级环卫队，负责打扫村级卫生，保证
路面干净整洁。”胡世均说，以前村民会
把废纸随手一丢，现在这样的现象几乎
没有了。

生活污水、生活垃圾的处理是困扰
美丽乡村建设的一个难题，为此，龙盘
村规划向村民发放垃圾桶，并对村民进
行宣传，让村民将生活垃圾丢在垃圾
桶，然后倒在村统一设置的垃圾库，由
村委会统一收集运到镇上处理。生活

污水则通过每家每户的化粪池处理，减
轻对河道的生态污染。河道干净了，村
容村貌也变好了。

胡世均说，“我们家每天产生两大
袋生活垃圾，以前都是随手丢到竹林
里，久而久之发酵的气味臭气熏天，不
仅影响了居住环境，还造成了污染。”
自龙盘村实施乡村生态振兴后，胡世均
充分发挥积极性和创造性，将原本的烂
泥巴地分隔成形状规整的花台，种上不
同品种的花，将原来竹林里的垃圾全部
清运到垃圾库，环境一下子就变得清爽
干净了。

为了保护龙盘村的绿水青山，龙
盘村里以村民为主体，推进乡村生态
振兴，构建优美宜居的人居环境。胡
世均经常与村委会干部一起，带领村
民打扫房前屋后卫生、指导村民清理
竹林垃圾和杂草、村社公路垃圾，并形
成包保责任制，每个村干部包保十几
户村民进行卫生监督和思想教育。充
分发挥村民在乡村生态振兴中的主体
作用，加速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实现了
乡村生态改善、环境优美，生态宜居、
环境宜人。

从“村容整洁”到“生态宜居”，乡村
振兴战略对农村生态环境建设定的

“格”更高，“面”更大，给很多地方带来
了难得的发展契机。龙盘村意识到生
态绿色文章还没有做足，得天独厚的生
态优势没有发挥出来，下决心要通过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发挥农业先天优势、
独有优势和比较优势，提升绿水青山的

“颜值”，做大“金山银山”的价值，力争
在农业生态保护上站排头，打造最优的
农业生态环境。

无花果从滞销到脱销

成都东部新区三渔村保障农户收入有妙招

叙永龙盘村庭院花开
生态振兴造就美丽乡村

龙盘村的农家院子花团锦簇。

驻村第一书记向辉（右）在农场了解无花果采摘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