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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山日报公益广告

秋来五谷丰，高粱别样红。峨眉山
市龙门乡鸭池村糯红高粱迎来收割季，
一米多高的高粱随风摇曳，千余亩果穗
映红半边天。

近日，记者来到鸭池村的高粱种植
基地看到，连片的梯田里，红高粱长势喜
人，一串串高粱从绿色枝叶间探出，一颗
颗饱满的高粱粒挤满了穗头，沉甸甸的
果穗压弯了腰。当地村民正在地里来回
奔忙，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收割，确保颗粒
归仓，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这片1000余亩地，是我们酒业与龙
门乡鸭池村一起合作种植的糯红高粱，
这些天已经进入了收割期。由于天气较
好，每天可收割近6000公斤高粱，今年

预计总产量可超10万公斤。”峨眉山龙池
酒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梦娟说。

好山好水出好酒，名山之处有佳
酿。黄梦娟告诉记者，由于鸭池村日照
丰富、气候湿润、水质优良，产出的高粱
穗大、质糯、粒红、支链淀粉丰富，也更加
适宜清香型高粱酒的酿造。近年来，龙
池酒业通过“自种+自产+自酿”的一体化
模式，运用迄今已有50余年发展而来的
独特酿造工艺，以健康、生态、高品质的
白酒品牌，倾力打造属于家乡的酒文化，
不仅成为乐山市第一家认证ISO9001与
HACGP体系的白酒企业，更是峨眉山市
独有的享誉全国的一张城市名片。

据了解，今年以来，鸭池村采取“集

体+公司+农户”发展模式，通过村集体经
济联合社收购优质高粱并全部按市场价
出售给龙池酒业。同时该村还与龙池酒
业合作，建立高粱种植基地、建设优质高
粱育种中心及研学基地等，从生产、销售
等各环节充分调动村民积极性，既为村
民提供了务工岗位，增加了收入，也促进
了村集体经济发展。

鸭池村驻村“第一书记”宋殿文告诉
记者：“鸭池村以建设‘一村一品’、‘村企
联合’的模式，与龙池酒业合作建立千亩
优质高粱产业基地，申请注册河谷鸭池
品牌，推出了鸭池大米，开放鸭池垂钓
等，预计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将突破10
万元。”

近年来，鸭池村严格按照省、市及峨
眉山市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
村振兴有效衔接系列决策部署，奋力推
进惠民生、防返贫、促增收、强帮扶、抓发
展、促振兴工作纵深开展，取得了积极成
效。先后获评“乐山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四川省重点帮扶优秀村”和“四川省第
三批乡村治理示范村”，村集体经济从
2020 年的 8000 元突破到 2022 年的 10
万元，增速连续两年超过100%。

宋殿文表示，下一步，鸭池村坚持以
党建为引领，以能力提升、产业发展、党
员管理、为民服务为抓手，继续推进乡村
振兴各项工作，为群众办好事，为企业服
好务，助力村集体经济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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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粱红了酒飘香高粱红了酒飘香

本报讯（记者 张清）“我们这山上的佛
手柑好漂亮，好香啊！”“这佛手柑就是我们
大家的‘抓钱手’。”金秋九月，犍为县芭沟
镇工农村的佛手园区迎来丰收季，一株株
佛手柑树上挂满果实，村民们有说有笑地
在山间忙着采摘。

据工农村党支部书记余仪谦介绍，
2017 年以来，工农村采取“党支部+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由犍为三江道
地佛手种植专业合作社流转该村800余亩
土地种植佛手柑，村集体组织人员协助管
理。村集体获得管理分红，村民获得土地
租金和务工工资，同时带动周边村民种植
佛手柑50余亩，实现村集体和村民增收。

“经过几年的精心管护，目前工农村的
佛手柑已进入丰采期。”犍为三江道地佛手
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朱莎莉介绍，预计
今年亩产量比去年提高 50%，达到每亩
2250公斤，整个园区年总产量将达到180
余万公斤，产值1080余万元，可提供固定及
临时就业岗位100余个，务工村民人均年增
收1.5万元。“我们与相关公司合作实行订
单式销售，今年佛手柑的市场行情持续稳
定，不愁销路。”

同时，为提高产业附加值，工农村围绕佛
手柑的药理性，发展了“佛手林下鸡”、药膳香
猪、佛手酒等，积极做足佛手柑精深加工“文
章”，延长佛手柑产业链，同步融入嘉阳·桫椤
湖旅游景区，力争走出一条集农业、旅游、研
学为一体的农文旅产业新路子、新模式。

山间“佛手”抓出致富“好钱景”
犍为县工农村

本报讯（王可馨）近年来，五通桥区冠
英镇始终坚持以现代农业园区建设为抓
手，探索发展现代“姜—稻—菜”全产业链，
实现依产而建、因产而兴，绘就出一幅户与
景融、村与文融、村景交融的宜居宜业和美
乡村图卷。2022年，冠英镇成功创建为全
市首个四川省乡村振兴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五通桥区稻姜现代农业园区获评省三
星级现代农业园区。

冠英镇坚决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政治责任，制发党员干部乡村振兴考
核评价制度和粮食生产工作包抓机制，
将粮食播种面积、产量等任务全面落实
到人头和地块。同时，积极促进产业融
合发展，大力推广“水稻+生姜”粮经复合
种植，建成稻姜轮作核心区、粮油示范核
心区、智能反季节大棚、仓储物流中心
等，园区建成核心面积达 6000 余亩，辐
射带动1万亩，布局建设“稻+姜”功能农
业示范基地1500亩，实现“一田三季、同
田多收”。

在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冠英镇高度
重视文化塑魂，助力乡风文明有效提升。
实施“铸魂、守根、塑形”三大工程，通过建
立民间“三长”以及巾帼、夕阳红、百姓宣讲
团等志愿宣讲队伍，带动各级分层分众开
展宣讲活动20余场次。持续推进治理高
价彩礼推动移风易俗专项行动，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成为农村群众自觉行为。成功举
办第一届稻姜文化节，打造稻姜数字农业
示范基地3400亩，群众参与度和幸福感明
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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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农村佛手柑喜获丰收 犍为县芭沟镇政府 供图

本报讯（记者 赵径）为推动茶叶产业高质量发
展，助力茶农增产增收，近日，四川农业大学茶叶
专家，四川一枝春茶业有限公司、四川省峨眉山竹
叶青茶业有限公司相关专技人员来到沐川县舟坝
镇普宁村，开展茶叶综合技术培训，让茶农在家门
口享受优质的技能指导服务，助力茶产业发展提
质增效。

本次培训采用“理论教学+现场示范”的方式
进行。在普宁村村委会，茶叶专家从茶树品种选
育、茶叶生产加工、病虫害防治、机械设备使用等
方面，为参训茶农进行了详细讲解，并积极回答茶
农们关于茶叶种植管理、茶叶生产加工等环节存
在的疑问，进一步帮助茶农解决问题、丰富知识、
提升技能。

为了让参加培训的茶农对茶叶生产相关知识
听得懂、学得会、用得来。茶叶专家一行还来到茶
园，现场就病虫害防治、茶叶采收、茶树管理等环
节进行实操示范。

参训茶农纷纷表示，本次培训内容丰富，针对
性强，让他们对茶叶生产知识有了更多了解，接下
来将在茶叶生产过程中运用新知识，改进落后做
法，为明年茶叶增产增收打好基础。

据悉，近年来，普宁村不断做优做强“茶文
章”，以峨眉问春和川沐28号、131号为代表，发展
茶叶种植面积6000余亩。利用中、省财政扶持资
金100万元，建立村集体茶叶加工厂，打造“老川
茶”茶叶品牌，推动普宁村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让
茶农腰包鼓起来。下一步，普宁村将利用好茶叶
种植优势，选育新品种，开拓新思路，创造新收益，
打造茶叶发展示范村。

专家培训提“智”增效
助力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养鸡成本中，饲料成本占60—70%，而养
鸡场饲料浪费量一般为饲料量的2%—10%。
具体有以下几种情况：

手工加料过程中洒落饲料。这种情况在
手工加料鸡场较普遍，且多被养殖场、饲养员
所忽视。对策：提高饲养员的效益意识，将耗
料量与饲养员的工资挂钩。

饲槽不合理，鸡啄出饲料。针对这种情况，
可去相关鸡场参观、了解加以改进，同时，注意
喂料时槽中的饲料量不得超过其高度的1/3。

鸡舍环境温度不适，额外增加鸡的采食
量。鸡的不同生长发育阶段，其要求的适宜温
度不同。如果温度持续过低或过高，都会导致
产蛋率及饲料转化率的下降。因此，冬季要采
取有效的防寒保温措施，夏季应采取有效的防
暑降温措施，力求控制最适宜舍温来提高饲料
转化率。

饲料营养不全面，代偿性增加鸡的采食
量。如果营养不全面，势必造成增加采食量以
弥补某一营养物质的缺乏，从而造成饲料浪
费。因此要饲喂营养平衡的全价饲料，最大限
度地提高饲料转化率。

不良应激对鸡只影响较为广泛，就饲料方
面，可造成鸡只吃料而不生产或生产性能降低
等情况，因此要尽量减少不良刺激。

鸡只不断喙或断喙不合理。断喙能有效
防止鸡嘴往外钩出饲料，减少饲料浪费，并能
防止啄羽啄肛。

光照制度不合理。合理的光照制度，既可
保证营养供应，又可提高饲料转化率，从而减
少饲料浪费。产蛋鸡适宜光照时间为16小
时，强度为3瓦/平方米。

寄生虫消耗营养。体内外寄生虫对鸡体
的消耗很大，使鸡只采食量增加，而生长性能
增加较小或反而下降。因此要定期驱虫，减少
饲料的无效投入。

砂粒补喂不足。定期补喂砂粒有利于饲
料的消化和吸收，可节约饲料，减少浪费。

（编辑 雷黎丽 整理）

养鸡避免饲料粮费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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