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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涛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春播一粒种，秋收万颗子。这两天，
南充市顺庆区李家镇崇仙境村迎来水稻
丰收。虽然比别的村收得晚点，但村里
这500多亩撂荒田，在大家齐心协力“整
治”下，变成了村民的“聚宝盆”。

全程机械化
水稻收割更高效便捷

9月29日，记者走进崇仙境村，只见
稻田接连成片，稻穗颗粒饱满，联合收割
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站在田埂上，村
民曾仕荣闻着空气中弥漫的阵阵稻香，
看着收割机快速而利落地收割着稻谷，
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以前收谷子是一把一把割，打一天
谷子浑身都是泥巴，灰尘呛死人，现在不
一样了，机器收割省心省事。”曾仕荣说，那
个时候没得机器烘干，稻谷就靠太阳晒，
如果遇到阴雨天，谷子就会发芽、长霉。

今年初，李家镇在村口建起烘干房，
有了全自动烘干机，村民再也不用为下
雨收割稻谷发愁。机器全自动化控制，
只需直接倒入稻谷、设定好烘干时间和
温度，20 小时后，27 吨重的稻谷就被烘
干，可以直接装仓。

省心省事
多种模式促进集体经济发展

收割、脱粒、烘干，只要几天时间，村
民就能吃到当季产出的新米……这些都
得益于村上与龙头企业——四川省天存
粮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的合作，让 500
多亩撂荒田变成了村民的“聚宝盆”。

过去，崇仙境村的田里长满杂草。
“作为地地道道的农民，觉得很心痛，当
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把土地有效利用起
来，搞好粮食生产。”该村党支部书记李
桂林说。

把荒废土地全部利用起来集中栽
种，需要得到村民的支持。村里多次向

村民讲解土地撂荒复种的相关政策和计
划，最终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同意。

2019 年 3 月，村里组织村民对 500
多亩撂荒地进行集中整理，除草、翻耕。
翻耕后的撂荒地由村上承包下来统一耕
种，对于村民已经在种的耕地，村上则成
立顺庆区崇仙境经果林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由村干部牵头，让在家的村民都加
入合作社，统一管理。

一开始，村里计划种植水稻、油菜
等，但种植规模太大、缺乏劳动力，加之
又没有专业技术指导，这些现实问题横
亘在前。

后来，该村与四川省天存粮道农业
发展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实行公司

有偿服务、全方位管理，彻底解决了无人
种、不会种的难题。

“从农用物资的垫资、筛选水稻种
子品种、农药、化肥，再到产中提供无人
机植保和组织机器进行耕田、插秧和收
割，到产后的烘干和加工，我们提供了
全方位、全流程的服务和指导。”四川省
天存粮道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左
俊卿说。

集约化经营
村民增收渠道更多样

有了公司的技术保障，村民亲眼见
证了现代农业的生产模式，从过去每天
每人只能收割半亩地，到现在机械收割
每天可达 30 亩，作业效率大幅度提升，
村民成了最大受益者。

“我们给老百姓第一种方式是每人
每年可得 500 元的现金补贴，另一种方
式是村民不管收成如何，每年水稻收割
后，都可按每亩称 372 斤晒干的谷子。”
李桂林介绍。

仅两年多时间，崇仙境村不仅将
500 多亩撂荒地全部复耕，还将山上
1280亩的撂荒耕地开垦出来，种植了冰
糖李、蜂蜜李和青脆李，让昔日的荒山荒
地焕发了新的生机。

如今，农业生产技术日新月异，强农
惠农富农政策接连出台，崇仙境村以产
业振兴带动乡村振兴，利用“荒田废地”
种上优质水稻，栽种经果林，不仅村容村
貌发生了变化，还让村民整体提高了收
入，为村民找到了致富增收的“金钥匙”。

内江市市中区

“80后”返乡创业
无花果结出“致富果”

9月，内江市市中区全安镇余坝村，
果乐汇种植专业合作社的 130 亩无花
果迎来了采摘期。

站在无花果种植基地一眼望过去，
一棵棵无花果树整齐排列，每一棵果树
枝头果实累累，青的红的、大的小的无
花果沉甸甸地坠在枝上，形状可爱，好
不诱人。

据了解，基地负责人刘川从 2015
年就开始无花果种植，多次去成都、重
庆等地学习无花果种植技术。种植生
产过程，他亲力亲为、全程参与。他说：

“无花果很好种，耐旱，不易招虫。我们
不打农药，不用化肥、不用除草剂，用的
都是有机肥，这样种出来的无花果品质
特别好，清甜，掰开就可以直接吃。”

刘川是一名“80后”，曾在外务工，
后来发现种植无花果有前景，于是和
几个朋友合作，回到老家余坝村流转
了 30 余亩土地，成立果乐汇种植专业
合作社，发展无花果种植产业。发展
到现在，无花果种植规模达 130 亩，主
要有波姬红、山东青皮、中紫三个品
种，采摘时间从 7 月份开始，可一直持
续到10月底。

刘川告诉记者，去年无花果产量达
30多万斤，销售额超120万元。今年挂
果量与去年差不多，一周销售额3万-4
万元。除了批发商来批量采购，他还采
用市民采摘体验和网络销售相结合的
方式，拓展无花果的销路。

下一步，刘川打算将无花果做成果
干、果酒等产品，延伸产业链条，探索产
品精加工，不断提高无花果的附加值。

杨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
记者 贾娇

金秋9月，走进始建于明末清初的
小罗寺老街，水泥路蜿蜒伸展，有三两
家商店和茶铺开着门，而另有几家新店
铺正在建设……

“村之首，城之尾”，城乡接合部是
城乡融合发展的“节点”。伴随工业化、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乡接合部社会管
理滞后、经济管理混乱、规划管理无序
等问题凸显，需要创新发展思路逐步加
以破解。

小罗寺老街就位于这样一个典型的
城乡接合部——成都崇州市崇阳街道小
罗村。村子地处城市东北角，交通便利，
但一度人口流失严重，发展和管理滞后。

变化来自改革红利的持续释放。
2020年四川实施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
建制调整两项改革后，小罗村合并了相
邻的村。村空间扩大，为整合区域资源
探索产业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机遇。
当地随后提出建设“北溪湿地公园”，即
依托白马河原始生态景观，打造一个体
现生态价值转换理念的农商文体旅融
合发展区域。

小罗村党委书记肖阳介绍，除了交
通区位好，小罗村生态本底优良，一条白
马河串起1000多亩苗木基地，另外还有
红色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旅游优势明显。

2021年2月，成都西部片区国家城
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实施方案正式获得
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在崇州市乡村
振兴局统筹下，小罗村进行了全面改
水、改厕、改气及绿道建设，村容村貌不
断“上新”。

小罗村也一度面临村干部老龄化、
意识不新、干劲不足等问题。近年来，
在成都市委组织部支持下，小罗村来了

一群懂农业、爱农村的年轻干部，推动
当地以新理念发展生态旅游等产业。
村党委书记助理邹北冰博士是其中一
位，他说：“我就来自农村，对农村很熟
悉，学的是环境科学专业，想为乡村振
兴出点力。”

55岁的村民王桂华说，干部们挨家
挨户向群众介绍湿地公园美好发展前
景的努力，让她看到了小罗村的希望。

今年初，王桂华动员全家人参与，
对白马河边的自家老宅动起“大手术”，
准备开设乡村品质餐饮店，打造乡村艺
术文创空间。记者现场看到，她家老房
子已用钢材加固，正加紧进行内部装
修，周围竹林环合、碧水悠悠，绿道、彩
虹桥、观景台崭新亮相。“我打算这个国
庆节试营业，给村民们打个样！”

因为走出了成都十二桥烈士晏子
良等英雄人物，小罗村晏家林盘被当地
人称为“英雄林盘”，如何将“红色”和

“绿色”资源用好用足？
此前已在晏家林盘投资兴业的企

业家蒋廷友，以极大热情带头参与“英
雄林盘”建设，与村民多次举办“坝坝

会”、恳谈会，自费带领村民外出参观学
习开阔视野，逐渐与村民达成发展共
识：农户以宅基地作价或现金等形式入
股，村集体以道路、沟渠等集体资源作
价入股，企业投入资金对林盘进行运营
打造。项目盈利后，村民获取收益的
60%，企业获取 30%，作为管理运营费
用，其余 10%作为村集体经济收入，以
此实现林盘的共建共治共享。

村民参与热情也被激发。在晏家林
盘，村民主动拆除以前违规搭建的农房“附
属设施”，还积极配合林盘环境整治，争当
志愿者打扫卫生。67岁的村民赵秀英走
过彩虹桥，走进晏家林盘转悠：“你看，这里
到处干干净净，我喜欢出来转转。政府为
我们做好事，我们农民也要出力。”

这也是 70 岁村民王秀琼的心声。
她在小罗寺老街上开了40多年商店，如
今孩子们已进城安家，但她和老伴舍不
得走。她说：“老街的泥巴路换成了水
泥路，两边还有景观溪水，与湿地公园
绿道也接上了，我相信很多邻居还会回
来。老街在逐步恢复生机，生意会越来
越好！” 据新华社

南充市顺庆区崇仙境村：

撂荒田变“聚宝盆”多模式促集体经济发展

崇州小罗村打造“英雄林盘”：

一个城乡接合部的乡村振兴试验

北溪湿地公园内的小罗村局部航拍。

联合收割机在崇仙境村收割稻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