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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强 则 经 济 强 ，产 业 兴 则 乡 村
兴 。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要 内
涵 ，也 是 群 众 稳 定 增 收 的 有 力 保 障 。
近年来，巧家县依托自身资源禀赋，因
地制宜发展种植、养殖优势产业，培育
特色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
的动力。如今，一批具有区域特色、乡
土气息浓厚的乡村产业正在堂琅大地
上不断成长壮大，呈现出一幅产业兴
旺的乡村振兴画卷。

水果产业绘就美丽乡村“丰景画”
仲秋时节，硕果挂满枝头，勾勒出

一幅幅美丽的“丰景画”，广袤的堂琅
大地上，一派丰收景象跃然眼底……

走进马树镇草莓种植基地，大棚内
一垄垄翠绿的草莓秧苗生机勃勃，一
颗颗草莓娇艳诱人，饱满的果实令人
垂涎欲滴。

巧家县地处金沙江干热河谷地带，
属于典型的亚热带地区，是热区特色
水果种植的理想环境。巧家县立足县
域自然资源优势，坚持规划引领，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在金沙江及牛栏江沿
岸干热区种植芒果、火龙果、柑橘等特
色水果，整合乡村振兴衔接资金、沪滇

协作资金等 4820.272 万元，集中在金沙
江沿岸实施“芒果+N”产业示范园建
设项目 12 个。在马树、老店、炉房等高
海拔冷凉地区打造草莓产业园区，申
请沪滇协作资金 2350 万元在马树镇实
施草莓深加工项目、果脯初加工项目，
提升草莓鲜果销售效益。据统计，草
莓的种植面积由 2018 年的 165 亩扩大
到现在的 2.3 万亩。截至目前，全县特
色水果种植面积约 6 万亩，水果产量达
5.75 万吨，产值达 7.59 亿元。

“ 草 莓 产 业 为 我 们 镇 的 乡 村 振 兴
提供了有力支撑，2018 年，我们引进了
第 一 家 合 作 社 ，种 植 了 165 亩 草 莓 。
截至目前，已经发展公司、合作社和种
植 大 户 共 542 家（户），全 年 能 提 供
9000 多个就业岗位，年务工总收入为 2
亿元左右。”马树镇产业办工作人员邓
佳慧说。

畜牧产业点燃乡村振兴“新引擎”
近日，在崇溪镇背风村巧家洪福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的黄毛乌金猪
养殖场内的圈舍内，一头头乌金猪正
在狼吞虎咽地进食……

“合作社成立于 2016 年，最初只养
殖 了 8 头 纯 种 乌 金 猪 ，目 前 已 发 展 到
720 头（其中能繁母猪 64 头）。合作社
拥有乌金猪养殖基地 4500 平方米，形
成 了 具 有 一 定 规 模 的 乌 金 猪 养 殖 基
地。”合作社负责人王安洪介绍。

近年来，巧家县围绕省委“3815”战
略发展目标和市委深入推进“六大战

略”、扎实做好“产、城、人”三篇文章部
署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村集体经济+
合作社+农户+基地”的发展模式，把生
猪、肉牛、羊等作为农业生产“一县一
业”“一村一品”来倾力打造，畜牧产业
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之势，点燃了
乡村振兴的“新引擎”。

巧家县实施重点项目建设、养殖场
扶持、防疫疫苗采购等，带动社会资本
投入畜牧业，保障畜牧产业稳定发展。

今年上半年，巧家县肉牛存栏 7.2
万 头 、生 猪 存 栏 38.26 万 头 、肉 羊 存 栏
15.39 万只、家禽存笼 58.8 万羽；牛出栏
1.36 万头、生猪出栏 36.7 万头、羊出栏 9
万只、家禽出笼 74.21 万羽。全县肉类
总 产 量 达 41618.89 吨 ，产 值 达 13.27 亿
元 。 畜 牧 业 生 产 发 展 继 续 保 持 着 稳
定、健康的良好态势，为农业增产、农
民增收和农村稳定打下了坚实基础。

粮食产业做好提质增效“大文章”
金秋时节，巧家县金沙江流域 3000

亩水稻进入收割期。在大寨镇海口社
区，稻田里一片金黄，微风吹过，空气
中散发着诱人的稻香，满眼尽是“喜看
稻菽千重浪”的醉人景象。

2024 年，巧家县完成粮食作物播种
面积 72.39 万亩。为确保粮食生产政策
宣传到位、技术支撑到位，保障粮食生
产安全，相关部门通过线上、线下相结
合方式，组织工作人员深入乡村，采取
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大喇叭
播报粮食生产政策、在微信群发送相

关 图 文 及 视 频 等 方 式 进 行 宣 传 。 此
外，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田间地头，因
地制宜分类指导田间管理，开展粮食
作物病虫害绿色高效防控、化肥农药
减量增效、绿色循环生产、农资购买及
辨别真伪等生产关键技术培训，促进
农户增产增收。今年以来，巧家县已
开展马铃薯种植技术培训及病虫害防
控技术培训 18 场次，开展大豆玉米带
状复合种植技术培训 5 场次，培训人数
达 2300 人次。与此同时，还深入开展
党政领导带头创建粮食生产示范样板
行动，共创建粮食生产示范样板 38 处，
面积 9300 亩，通过单产提升示范样板
建设，辐射带动农户，增强农户种粮积
极性，全力提升粮食生产能力。

“我们紧紧围绕建设特色农业强县
和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的总要求，
立足资源禀赋和农业产业基础，以打
造‘一县一业’‘一村一品’特色产业为
引领，创建高标准农田示范区，推动农
业产业向‘特优精美’转变，持续守牢
粮食安全和耕地保护底线。”巧家县农
业农村局负责人说。

兴一方产业，富一方百姓。巧家县
立足“一面山、一江水、一座城”的资源
禀赋，扎实做好“产、城、人”融合发展
的文章。如今，一个个特色鲜明的致
富 主 导 产 业 在 堂 琅 大 地 上“ 开 花 结
果”，一幅产业兴旺、生活富裕的乡村
振兴图景正在徐徐展开，产业发展释
放出乡村蓬勃发展的无限活力，犹如
美丽的金沙江奔流不息……

巧家：奏响产业发展“曲”绘就乡村好“丰”景
通讯员 姜连聪 文/图

在水富市偏远高寒山区太平镇二溪
村，有这样一位勤劳的能干人，他通过就
地取材种植中药材重楼、黄柏以及苦丁茶
等，凭着一股闯劲，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
苦干实干、勇毅前行，一路追梦，再上“重
楼”，走出了一条坚实的奋斗致富之路。

大山里掘“金”闯出一片致富天地

覃永兵，二溪村 15组村民，16岁时就
外出打工，其间，他结识了同村的姑娘黄
文香，并与之结为夫妻。

2008 年，在一次返乡回家期间，覃永
兵发现家乡土生土长的中药材重楼价格
不断上涨，从几元一斤逐渐上涨到了几十
元一斤，他敏锐地洞察到其中的商机，思
前想后，他和妻子黄文香决定种植重楼。

二溪村有良好的生态环境、自然条件
和独具特色的山地资源，重楼是当地野生
的中药材，品质好，村民们经常到山里寻
找采挖，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覃永兵认
为，当地的土壤和气候适合重楼生长，于
是不失时机地购买当地村民拿到市场上
卖的重楼，他和妻子也常常进山寻找重楼
种子，随后弄到自家地里用种子和根茎进
行繁殖并试种。不久，覃永兵家的地里全
部都种上了重楼。

在覃永兵夫妻二人的精心管护下，几
个月后，重楼长出绿油油的嫩叶，看着成
片的重楼，夫妻俩无限欣喜，信心如同嫩
叶上的水珠被撑得满满而明亮。

覃永兵视重楼为宝贝，为了更好地做
好种植和管护，他抽空专门到周边地区学
习重楼种植技术，对重楼的实用价值了解
得越来越多。

“重楼开花后结的果就是种子，可以
卖也可以育苗，重楼种苗、大苗、根茎都可
以卖，全身都是宝。”覃永兵对重楼有了更
加清晰的认识，也坚定了他的信心。

由于管护到位，覃永兵家种植的重楼
长势良好，发展重楼也渐渐地给他们带来
了一些收益。

覃永兵规模化种植重楼吸引了云南
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和相关部门
前来考察调研，云南白药集团中药材优质
种源繁育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马青等人
带回样品，检测到其含药量高，希望覃永
兵扩大规模种植，并承诺收购他们的产
品。马青还购买了价值1万多元的重楼苗
到公司重楼基地进行种植，这让覃永兵夫
妻更加坚定走发展重楼的路子。

覃永兵夫妻二人对重楼的发展有长
远的打算，因为重楼的根茎年限越长价格
就越高，产值也就越好。有一年，重楼市
场价格每斤70元，而结出的种子每斤能卖
3000多元。有客商前来购买，覃永兵舍不
得，仅卖了1斤给别人，把大量的种子留下
用作扩大规模再生产。

重楼结出的种子红彤彤的，如红宝
石，为覃永兵夫妻的生活带来了无尽的
希望。

每年 9至 10月，覃永兵夫妻都要精心
采收重楼种子，他们将这些红彤彤的重楼
种子包装好，放入冰箱冷藏，因为这些种
子适合低温保存，等到第二年开春后，他
们又继续播种这些带来无限希望的种子。

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重楼种子，覃永
兵除了把自己家的土地都种满了重楼，
还在山林下大量种植。覃永兵和妻子精
心呵护着重楼的生长，盼望勤劳能换来
好的收成。

天有不测风云，2012年，遇到了干旱，
当年他们新植的重楼苗因耐旱能力差而
被晒得奄奄一息，覃永兵心急如焚。白天
高温不能给树苗浇水，只能晚上浇水，夫
妻二人熬更守夜为重楼苗浇水，但幼苗最
终还是死了，那1亩地的重楼苗损失了8万
元，这让他们十分心疼。

这次失败并没有让覃永兵动摇种植
重楼的信心，他总结经验教训，更加注重
管理。每年新育苗时，他都会为种苗铺上
树枝和草丛，防止种子和幼苗受到干旱天
气带来的影响，他像照顾小孩子一样精心
地管护它们，守护重楼的健康生长。

2013年，覃永兵截取了部分重楼块茎
进行销售，获利 6万余元。2014年卖出种
子 1万余元，种苗和根茎卖了 7万余元，还
培育了73斤种子，全部长势良好。

覃永兵夫妻二人利用重楼种子逐步
扩大种植规模，也带动周边的村民跟着发
展起来。覃永兵毫无保留地将重楼种植
和管理技术经验传授给周边的村民，也经
常走进田间地头为村民现场示范讲解，手

把手地教，面对面地讲，使村民很快掌握
了科学种植重楼的技术。

带动村民一起发展重楼产业，走共同
致富的道路。在太平镇党委、镇政府的支
持下，覃永兵带领村民于2014年创办了水
富县太平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目前已
有32户社员种植了63.3亩重楼，合作社由
覃永兵提供种苗并免费提供技术指导。

2015 年，二溪村贫困户熊治贵、雷明
华、覃永华等人在覃永兵的带动下种植重
楼，户均增收1万元，摘掉了贫困帽。很多
村民在学习掌握了重楼种植技术后，纷纷
发展重楼种植，不到一年，二溪村回龙湾
片区就发展了重楼 80亩，总产值达 800万
元。种植重楼，让村民看到了发展重楼产
业能带来增收致富的希望。

覃永兵说，投资种植重楼，虽然周期
长、见效慢，但效益可观，要看到未来的发
展潜力。

村民覃永凤在覃永兵的带动下种植
重楼8亩多，年收入达10万元。

“幸好当初跟着覃永兵选择了种植重
楼，这几年发展重楼解决了我家两个子女
读书的费用和家里的日常开支，我家还买
了辆小轿车。”覃永凤说。

覃永兵夫妻二人也因种植重楼逐渐
实现了增收，家里添置了家具和车辆，为
二溪村在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的道路上闯
出了一片天地。

种下“苦”产业收获“甜”事业

2019年，不满足于发展现状的覃永兵
又从市场里嗅到了发展的商机。一次，他
到贵州考察时发现当地的苦丁茶产业发
展得十分红火。而他自己就有种植苦丁

茶的技术，村里也有大量的苦丁茶资源，
何不把这些利用起来呢？回家后，覃永兵
很快在当地流转土地 58亩开始育种苦丁
茶树苗，聘请当地村民在基地打工。

为搞好基地建设，覃永兵先后投入 30
多万元。当年，按照市场价格测算，覃永兵
的苦丁茶基地培育的树苗产值达150万元。

“覃永兵这个人勤劳又肯干，头脑灵
活，他育种的苦丁茶树苗不仅在云、贵、川
销售，还卖到了上海、浙江、江苏这些沿海
城市。”同村村民董万兵说。

苦丁茶的发展也给村民们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会。67岁的村民董成俊把自家的10
余亩地租给覃永兵，自己也在基地打工，一
年能有收入1万余元。通过同样的方式，当
地一批建档立卡贫困户有了稳定收入。

覃永兵说：“忙的时候有 40 多人在基
地干活，每人每天工钱110元。”

发展苦丁茶的两年里，他给工人们发
出工资 20 余万元，还给村民带来了地租
收入。

黄柏是一种味道苦涩的中药材，在二
溪村有着较长的发展历史。

“黄柏种植技术不高，主要是得选择
好品种。”2020年，覃永兵看中黄柏价格逐
年上涨的趋势后，大胆种植了200多亩。

2021年以来，覃永兵先后带着同村的
几个村民到云贵川部分农村地区大量收
购黄柏，再运回村里进行粗加工，随后又
将半成品卖到成都、宜宾等地。4 年来，
共卖出 1000 余万元的黄柏半成品，利润
达 100 多万元。聘请当地村民 3000 余人
次在加工点务工，给当地村民带来了可观
的收入。

黄柏的采收主要集中在每年的3月至

6月，共有 4个月的时间。2024年，他聘请
当地村民60余人在加工点务工，加工点最
多时有 70多人，他们剥皮、去粗皮、切丝、
晾晒、包装、运输，忙碌的场景是以前从来
没有过的。

二溪村党总支书记龙云渊说，今年村
里采收黄柏期间很热闹，覃永兵他们加工
的黄柏半成品吸引了安徽、陕西、贵州、四
川以及水富市周边的客商慕名前来二溪
村收购黄柏，这里似乎成了黄柏采收的集
散地，也带动了当地餐饮、旅游等其他服
务业的发展。

龙云渊还说，今年，全村黄柏的产值
达2000余万元，加工黄柏给村民带来的务
工收入有 100余万元，覃永兵为务工的村
民发了60多万元的工资。

村民周远成家有两个人在覃永兵负
责的加工点干活，一季黄柏加工收入 3万
元。像这样收入的家庭村里有7户。

不仅加工黄柏半成品，覃永兵还育种
黄柏苗。2023年，他育苗 5亩地卖出 20多
万株幼苗，收入 12万元。2024年，他又租
地育苗8亩，11月下旬便可进行售卖，收入
非常可观。

黄柏采收加工结束，覃永兵一家又
将主要精力投入到黄柏育苗和重楼的管
护中。

覃永兵，由于勤劳实干，大胆追梦，成
为了村里有名的能人，先后被村民推选为
15组村民小组长、太平镇二溪村回龙党支
部书记，成了水富远近闻名的乡土人才。

10 多年来，覃永兵坚守初心，大胆追
梦，通过发展中药材重楼、黄柏和苦丁茶，
带动产业发展、群众增收，为助推乡村振
兴发挥了积极作用。

覃永兵：追梦乡村再上“重楼”
通讯员 狄廷秀 文/图

村民在草莓科技示范园采摘草莓村民在草莓科技示范园采摘草莓。。

覃永兵覃永兵（（中中））给村民讲解种植技术给村民讲解种植技术。。

覃永兵覃永兵（（右右））和妻子在晾晒重楼果子和妻子在晾晒重楼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