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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站点的有序运行，村
“两委”的积极引导，线上销售
在该村逐渐红火了起来。据了
解，2022年至今，通过综合运输
服务站，该村已发送柑橘、大
米、红薯、土鸡蛋、腊肉香肠、蜂
蜜等农副产品 5万余件，共计
25万公斤，群众增收100万余
元，村集体经济获利20余万元。

据郝明江介绍，2022年试
运行，为村集体经济创收3万元
左右。从这两年的运行来看，
现在村里老百姓对这种销售模
式、管理模式都非常赞同。

“2023年，市场行情较好，群众
卖得好，今年村集体经济收入
在去年基础上一定能够做到翻
番。”郝明江说。

在井研县，像竹园镇胜泉
村这样的“交商邮供”融合发展
示范点还有9个。通过交通、邮
政、商务、供销等多方协同合
作，进一步破解了农村客运、商

贸、邮件快件、农资“最后一公
里”难题，并依托乡村运输“金
通工程”，积极探索出了交通增
收、商贸增效、邮政供销降本的
融合发展之路。

井研县交通运输局道路运
输服务中心主任冯超华说：“我
县正在积极创建‘交商邮供’省
级示范县，目前，依托镇级邮政
网点，打造乡镇交通综合服务
站15个，依托村委会建立村级
金通邮快驿站96个，充分利用
已投入使用的81辆便民小巴，
初步形成‘县级物流集散、乡镇
物流中转、村集物流终端’的三
级物流共配网络体系。下一
步，我们将加快建设县级物流
配送中心，形成同仓、同车、同
网、同配的物流体系，完善县、
镇、村三级物流服务点，积极为
助推农业产业发展、村集体经
济增收、农民致富贡献交通力
量。”

眼下，井研县已进入柑橘采收旺季。走进该县
“交商邮供”融合发展示范点之一的竹园镇胜泉
村，综合运输服务站里，分拣、称重、装箱、贴单，柑
橘的打包工作正在火热进行，前来邮寄的村民也
络绎不绝。依托这个站点，较为偏远的胜泉村的
7000多亩1200余万公斤的柑橘，成功搭上了“电
商快车”。

井研县竹园镇胜泉村党支部书记郝明江介绍，
2021 年，胜泉村成立了胜泉村劳务专业合作社，
2022年在镇党委和县交通运输局支持下，得到了

“交商邮供”合作项目。目前，该村销售模式主要靠
找网红成立平台公司为群众销售，并积极发动在外
务工青年通过各网络平台进行销售，村民们自己也

在朋友圈销售。从今年10月份开始，平均每天发货
量接近1000件。

竹园镇胜泉村作为井研县柑橘的集中种植区
之一，柑橘是该村的农业主导产业，全村有1100多
户村民在开展柑橘种植，村民刘勇军就是其中之
一。刘勇军家中的10多亩耙耙柑，在往年，和其他
村民家的一样，基本靠果商上门收购，但售卖价格
却不理想。然而，从去年开始，他家的柑橘成功接
轨电商渠道，迎来了增收好“钱”景。

“现在村上搞直播卖货，我们把柑橘拿到那里
去，他们帮我们销售，收益比果商进村收果子时
高。”刘勇军说，“今天我卖了1000多斤，100多箱要
快递出去，收益比以前更高了。”

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井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研
快递进村是畅通消费品下乡、农

产品进城的重要渠道。作为四川省第一
批“交商邮供”融合发展试点县，近年来，井
研县围绕“渠道共建、业务互融、便民互助、
数据共享、宣传互动”，积极整合交通、商
务、邮件快件、供销等资源，全力打造了“交
商邮供”融合示范点，不断畅通农村物流

“最后一公里”，助力乡村振兴。

搭上“电商快车”迎来增收好“钱”景

“交商邮供”齐发力 打通“最后一公里”

““交商邮供交商邮供””融合发展融合发展
助力乡村产兴民富助力乡村产兴民富

■杨剑彬 记者 赵径 文/图

本报讯（记者 赵径）“感谢党委政府的
好政策，不仅给我们修了房子，还送来了增
收的石斛。”日前，夹江县华头镇余湾社区村
民吕其福紧紧握着余湾社区党委书记封文
锦的手，表达感激之情。

2018年，华头镇在余湾社区修建了易
地搬迁集中安置点，吕其福母子从余湾河坝
搬进了新房。但2020年开始，吕其福母亲
因病生活不能自理，吕其福因为要照顾母亲
不能外出务工，收入来源成了困扰吕其福家
的一个难题。

在防返贫动态监测过程中，华头镇了解
到像吕其福这样的家庭还有不少。经过充
分调研了解，华头镇充分利用石斛既可作为
产业助力群众增收，又可作为盆景美化庭
院，以及其成本低、见效快、易管理、收益高、
栽种方式多样的特点，积极推广石斛特色庭
院经济发展模式，充分利用农户房前屋后、
房梁墙顶等闲置空间，采用树栽、盆栽、石
栽、吊栽等多种方式相结合，立体化打造石
斛特色庭院，实现丰产期户均增收3000元。

“村委统一规划，农户积极配合，大家主
动把庭院打扫干净，腾出空间，栽种石斛，我
们的居住环境有了非常显著的变化，而且在
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说起发展庭院经济
的好处，吕其福笑得合不拢嘴。

在2023年庭院经济项目建设中，华头
镇经过充分规划论证、深入宣传发动、精心
组织推进，选取余湾社区、辕门村、川溪社区

等5个村（社区）试点，辐射稚川溪河小环
线、麻华路主干道和2个易地搬迁集中安置
点共计260余户，其中脱贫户、监测户、残疾
户等80余户，争取并投入资金149.1万元，
采用以工代赈村民自建的方式，栽种叠鞘石

斛2.9万丛、金钗石斛1万丛。同时，广泛吸
纳本地脱贫人口、易地搬迁户和低收入群体
60余人参与务工，帮助务工村民人均增收
5000元，极大提高了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
积极性。

房前屋后种石斛 村民增收有保障
夹江华头镇

每年冬天，犍为县都会迎来“老朋友”—红嘴
鸥。近日，上百只红嘴鸥已迁徙至该县石溪镇岷
江之畔停留觅食，共赴一年一度的“冬日之约”。
冬日的午后，在石溪镇新打造的滨河路上走一走，
在阳光的照耀下，水面闪闪发光，似有颗颗珍珠点
缀水面，加上红嘴鸥，便成了冬日里最耀眼的一抹
暖色。

12月3日，记者走进石溪镇，看见街道干净整
洁、商户经营规范、车辆停放有序。“集镇变化很
大，以前有几个水沟天天发臭，车子也乱停，现在
大变样，住着舒心多了。”谈起眼前的变化，居民郑
大爷发自内心地高兴。

近年来，石溪镇党委围绕“交通补短、环境整
治、风貌改造、服务高效”四大行动，紧扣“路整平、
地扫净、服务好、治污染、面貌新”场镇建设管理服
务提升工作目标，解决了污水直排、环境脏乱差、
停车难等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实施集镇污水管网项目，新建污水管网2345
米，新接用户1607户；实施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新建公共停车场5个、公共广场1个、公共厕所
1座、垃圾亭2个；改造网线4000米、修复提升集镇
破损路面1500米；取缔违规占道经营摊点200余
个，拆除占道灶台、水池等18处，拆除破损雨篷82
处；安装太阳能路灯171盏，全面治理和绿化场镇
临江环境……从脏乱差到亮净美，石溪镇以高标
准、严管理实现了集镇形象大变化、大提升。

集镇项目补短初见成效，管理服务也在稳步提
升。

“太快了！”正在石溪镇新建成并投用的便民服
务中心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的张先生对工作人员
连连称赞。“随着集镇的发展，群众对精细化管理
服务的需求更加迫切，我们筹措资金建成镇便民
服务中心1个，设置便民服务岗11个，并充分发挥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所）作用，拓宽群众参与基层
治理渠道，让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有载体有平台。”
石溪镇党委副书记杨文官告诉记者，依托“双报
到”和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石溪镇常态化组织党
员志愿者开展“志愿”服务，服务群众2000余人次。

得益于集镇整体环境风貌提升，石溪镇党委依
托江岸石溪的区位优势顺势而为，深入挖掘党建、
文化元素，打造初心小公园、风车街、红嘴鸥桥、传
统文化打卡点等文旅项目，擦亮了“山水福地，秀
美石溪”的金字招牌，极大地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以前这里到处都是石头，乱糟糟的，很不
美观，现在有花有水有锦鲤，都快成我们石溪的网
红打卡地了！”正在初心小公园和朋友散步的居民
刘女士开心地说。

犍为石溪镇：

活力四射迎“蝶变”

1. 石斛的选育。石斛的种植以健康、饱
满、无损伤的品种为佳，以具有根茎、茎叶的石
斛为佳。铁皮石斛、重唇石斛、报春石斛、杂交
春石斛、秋石斛等都是适宜在家里养护的。

2. 土壤选择。石斛喜生于有机质营养丰
富、土层深厚、排水性好、透气性好的土壤中。
可以选择腐叶土、腐殖土、沙壤土和林地土壤
进行栽培和养护。在上盆之前，土壤要进行消
毒灭菌，避免细菌和虫卵的残留。

3. 阳光和温度。18-30℃是石斛的正常
生长温度，可以承受一定的温度，但是不能承
受严寒，如果温度在10摄氏度以下，就会对石
斛造成伤害。光照一定要充足，要在通风的地
方吸收散射光，避免直接暴露在强烈的阳光
下，避免叶片被太阳灼伤。

4. 水分和肥料。石斛对水分有很高的要
求，保持80%的湿度，在浇完水后，要不断地
喷水以提高湿度。化肥可以和水结合使用，轻
肥多施，以元素肥、有机液肥为主，在阴雨、酷
热的时候要停止施肥。

（编辑 李明江 整理）

石斛如何种植

本报讯（罗建中 康
远雄 记者 赵径）近日，在
市中区白马镇胜西村三喜
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村
党支部书记李志军正在指
挥工人往货车上装耙耙
柑，准备运往成都、北京、
上海等地。“我们种植的耙
耙柑味道甜美多汁，口感
饱满脆嫩，深受消费者喜
爱。目前已经卖了10万余
公斤，经济效益非常不
错。”李志军告诉记者。

山下打包、运输，山
上种植基地一片繁忙，一
山一湾的耙耙柑挂满枝
头，压弯了树枝，村民们
在林间忙着采摘成熟的
耙耙柑。

“合作社种植砂糖
橘、春晖、特罗科血橙、耙
耙柑等优质水果1600多
亩。”据李志军介绍，该村
常年有20多人在合作社
务工。

据悉，因泥溪河流经
该村，水源十分丰富，不仅
适宜水果种植，还有利于
发展池塘养鱼。目前，胜西
村的水果种植面积已经发
展至2000余亩，年产各类
水果4000余吨，年产值达
1000余万元，全村户均增
收3000元。通过镇、村大
力扶持养鱼户，目前全村
池塘养鱼面积已有700多
亩，养鱼每亩纯收入4000
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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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前种满的石斛 市乡村振兴局 供图

协同合作更便民

村民忙着搬运柑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