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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石镇有着“沙湾南大门”的美誉，又有硝斗岩瀑布、“红房子”，文
旅资源丰富。豆地坪村也想借此“东风”，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豆地坪村有两大姓氏——牟、方，我们对园区内一处废旧老房子
进行改造，计划建成家风馆，并提供餐饮、茶饮服务。”牟启迪一边说，
一边指引记者来到老房子处。

记者看到，该老房子现已完成基础装修，并在四周重新设置了凉
亭、步道、玻璃屋顶。这里视野开阔，周围野花盛开，生机勃勃。“园区
地势连绵起伏，我们计划于今年下半年，在房子周围搭些帐篷，市民、
游客可以在这里‘围炉煮茶’，吃农家豆花饭，孩子们也能到池塘钓小
龙虾，地里种小白菜，体验乡间野趣。”牟启迪介绍道。

不仅如此，牟启迪还表示，园区将安装约3公里长的轨道车，用于
装载运输成熟的桃子，既能节约人工成本，又增添了旅游元素。

“过几天你再来看，园区里将到处是采摘胭脂脆桃的村民，又红又
甜的桃子挂满枝头，喜庆得很！”牟启迪热情地对记者发出邀请。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
中之重，而深入推进农旅融合
发展则是实现乡村振兴的一条
关键路径。近年来，井研县高
凤镇以水为基、以渔为媒，积极
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整合各
类项目资金，倾力打造红星湖
休闲综合体，全力奏响乡村振
兴“最强音”。

“红星湖农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打造是高凤镇近两年的
重点项目之一。目前已经完
成住宿区、餐饮区、露营区、环
湖路打造，游客接待大厅已完
成主体工程。”高凤镇党委副
书记黄春梅说。

建于 1973 年的红星湖，
拥有水域面积 1100余亩，湖
区山势幽奇、空气清新，“鸟
美、洞奇、水秀、山青”是其
真实写照。而融合农旅，变
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便成
为高凤镇推进乡村振兴的重

要抓手。
红星湖令人心旷神怡的

山水美景、远近闻名的优质湖
鱼，不断完善的配套设施，吸
引了不少游客到来。游客们
纷纷表示，这里空气清新，风
景怡人，周末和假期前来垂
钓、游玩都是不错的选择。

以“鱼”固链、以“渔”延
链、以“娱”补链。通过项目实
施，红星湖区资源得以有效盘
活，形成农旅融合产业链。而
游客们给予的肯定，也让高凤
镇持续推进农旅融合发展的
步伐更加坚定。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整
合资金，装修装饰红星湖休闲
综合体接待大厅，对周边环境
进行美化、绿化、亮化，完善儿
童游乐设施，预计今年7月底
可以全面完成，建成观光旅
游、垂钓露营为一体的休闲
区。”黄春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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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以前，官帽山这片土地流转给业主栽
种核桃。可核桃还没见效益，业主却突然放弃，还
拖欠了村民的租金。村民一时没了办法，急得焦
头烂额。

大好的土地可不能就此荒废。村“两委”出谋
划策，通过发展村集体经济，一步步将废弃土地盘
活，建立园区，栽种了丰富多元的农作物。“土地有
生机，百姓就有盼头。豆地坪村建了园区，村民就
能就近‘上班’。”牟启迪高兴地说。

村级集体经济切切实实将豆地坪村拧成一股
绳，村民成了股民，抱团发展有干劲。“平日里，园
区由两名专职人员负责维护。村民常小裙就住在
园区里，她每天到地里给农作物除草施肥，1个月

有3000元收入。”牟启迪介绍，“另外一人是村里
的党员张兆忠，他主动提出为大家无偿提供技术
共享服务，实现了‘联农带农’的作用。”

在村干部及党员们的积极带领下，现有约80
户村民开始在园区周围试种同类农作物。待到丰
收期，村“两委”帮忙打包销售，园区的面积又“扩
大”不少。

“这两年，村民的幸福感增强了很多。”牟启迪
说，过去，村里很多村民年龄偏大，收入微薄，加上
儿女在外打工无人照料，村民间难免有些矛盾。
自从园区发展起来后，大家可以到园区里务工，既
能和乡亲们摆摆龙门阵排解寂寞，又能增加收入，
身心也变得开阔了，矛盾纠纷自然就少了。

豆地坪村是“场镇村”，时下，村道两旁的蓝花
楹开得正盛，村里不久前才迎来枇杷丰收的喜悦，
现在，漫山遍野的胭脂脆桃又卖出了好价钱。

“去年，我们的桃子主要销往吉林，今年有新
的销售渠道，售价也涨到了7.6元/公斤。”牟启迪
表示，村“两委”目前正积极筹备胭脂脆桃采摘节，
以吸引更多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游玩。

官帽山“水果+茶叶”综合园区是豆地坪村的

产业核心，立于山腰，可远眺大渡河，景色宜人。
园区总面积达 1000 余亩，现栽种 300亩胭脂脆
桃、300亩佛手柑及柔毛淫羊藿、200亩奶白茶，并
在林下套种了大豆、玉米，还有2个鱼塘，可谓一年
四季随时都能迎来农作物的丰收。

谁能想到，眼前这块四季丰收的宝地，在2019
年以前，却是块“烫手山芋”，是村民心里的“老大
难”。

▶▶▶“5 月 25 日左右，福建客商就要

来村里收购桃子了，计划要收 2.5 万到 3 万

公斤，园区里的首批胭脂脆桃已经卖光

啦！”5 月 16 日，在沙湾区牛石镇豆地坪村

官帽山“水果+茶叶”综合园区内，豆地坪

村党总支书记牟启迪一边查看桃子的生长

情况，一边高兴地说：“这桃儿啊，真是一天

一个样，越长越大，越来越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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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唐诗敏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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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罗建中 记者 钟成甲）近日，记者来到
市中区白马镇红光村乐山川成锦鲤养殖基地，看
到碧波荡漾的鱼塘里，锦鲤、金鱼、锦鲫等五颜六
色的鱼儿自在畅游。

“乐山市场上大部分水族馆都在我们养殖基地
进货。”乐山川成锦鲤养殖基地负责人陈明剑告诉
记者，2014年，他考察发现红光村水源丰富、气候
适宜，于是在当地流转鱼塘93亩，建起锦鲤养殖基
地。随后，陈明剑不断总结经验，在饲料、水质、鱼
病防治等方面严格管控，确保观赏鱼品质，受到消
费者认可。

据了解，乐山川成锦鲤养殖基地采取自繁自养
方式，养殖观赏鱼品种20多种，销售区域覆盖四
川、重庆、云南、新疆等地，2022年产值突破300万
元。

锦鲤锦鲤““游游””出致富路出致富路

茄子是一种低热量、高纤维、富含多种维
生素和矿物质的蔬菜，适量食用有利于身体健
康，其经济价值比较高，不少农户都有种植。
下面来说说5月份茄子管理要点。

一、追肥技术
5月份是茄子的高产时期，对肥水的需求

量很大。茄子喜水，要注意保持土壤水分充
足，缺水时可以进行浇灌和沟灌。浇灌时将肥
料碳酸氢氨、磷酸一氨、硫酸钾溶解在水中，浓
度分别为0.3%、0.15%和 0.2%左右。沟灌时
用大水灌满一沟后，再将以上肥料均匀地撒在
沟中融化。如果菜地不缺水，则可以在每4株
茄子中间挖一个窝，在窝中放入充分腐熟的农
家肥。

二、后期管理摘老叶
茄子除了要摘掉腋芽外还应该将下部的

老叶摘除。部位为植株最下部的（最大的）茄
子的下面保留一到两片叶子，其余下面的都应
该摘除。

三、深挖沟
用挖沟的土将畦面加高，可以防止水淹、

增加土壤透气性、降低土温。
四、防病害
5月后，茄子病虫害主要为灰/绵疫病、白

粉病。灰疫病表现为成熟果实上出现淡褐色
至褐色病斑，微有凹陷，病害加重时，整个果
实呈黑褐色。如果湿度增加，果面产生灰白
色霜状霉层，逐渐软化腐烂，发出恶臭。有
时，在茄子运输途中及店铺的摊位上发病。
高温、高湿环境下最有利于绵疫病病菌的生
长发育，当然也有利于其它病菌侵染。所以
在夏季高温多雨时，可以看到大量的茄子腐
烂并迅速长出又长又密的白毛，即将成熟的
大量茄子果实，被绵疫菌侵染后，很快形成烂
茄子。

防治方法：初始发病出现中心病株，应立
即拔除销毁并喷药防治。从雨季开始，每隔7
天喷一次1：1：200倍波尔多液进行防护，效
果很好。一旦发病，必须立即施药。药剂有
75%百菌清500—600倍液，50%甲基托布津
可湿性粉剂800倍液，40%乙磷铝可湿性粉剂
200倍液，64%杀毒矾500倍液等，一般每隔
7—10天喷1次，连喷3—4次。上述药剂与天
达―2116 瓜茄果专用型混配使用，效果更
佳。为防止形成抗药性，每次用药宜采用不同
种类药物。

总之，茄子生长期间，需要注意防止病虫
害的侵袭，适当修剪茄子的枝叶，促进茄子的
生长和果实的发育。

（编辑 雷黎丽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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