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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意融融，万物竞茂，田园里鲜花怒放、色彩斑斓，与村庄、民居、青山等交

相辉映，构成一幅秀美的乡村田园画卷。图为3月25日记者在东兴区田家镇

正子村拍摄的乡村田园春景。

（兰自涛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姜津摄影报道）

乡村春景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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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化同步 城乡融合 五区共兴”
做大工业 做强物流 美乡优城 共同富裕

◇谢越彭俐菲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罗伊婷 文/图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市中区永安

镇的正园种植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

正园专合社），一进入园区，随处可见

正在给葡萄架更换农膜的工人。在这

个规整宽阔的果园内，藏着一位80后

返乡创业者的创业故事。她怀抱着扎

根农村的初心，以敏锐的创业思想和

扎实的技术，运营“四季果园”，为当地

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她就是正园

专合社理事长周璇曦。

“要赶在谷雨之前，换上新的农

膜，不然葡萄容易在雨季发生细菌性

病变。”记者初见周璇曦时，她正在园

内指导村民工作，查看葡萄枝芽的生

长情况。

正园专合社是一家以优质鲜食葡

萄种植、鱼类养殖为主，桃、李、柑橘等

种植为辅的生态农业产业化综合园

区，现已建成巨峰、夏黑、美人指等多

品种葡萄种植区300余亩，水产养殖区

30 余亩，林木水果 200 余亩的农业生

产规模。

周璇曦自2015年返乡创业，如今

已是第9个年头，是市中区勤劳奋进的

“新农人”代表之一。

满怀热忱勇作为
守得云开见月明

大学毕业之后，周璇曦在成都从事

教育工作。“在外工作这几年，我亲身感

受到科技的进步，人们对健康食品的重

视，现代农业的发展，我们这一代人身上

肩负着应有的历史责任。”周璇曦向记者

讲述着自己返乡的初衷。

2012 年，周璇曦的父亲组建了正

园专合社。由于早期的定位逐渐不能

适应市场需求，专合社需要更加适应

市场发展的新思路。于是，带着学习

的知识和技能，怀着对家乡的热爱和

对乡村振兴的愿景，她毅然辞去了手

中的工作，从父亲手中接过了果园，开

始了她的创业之旅。

创业之路充满了曲折与挑战，十

分艰辛。“2015年的时候，由于销售渠

道不畅，葡萄出现滞销的情况。为了

降低损失，我们尝试用酿酒的方式处

理滞销的葡萄。但由于缺乏成熟的酿

造经验，最开始两年酿造的酒都达不

到出品的标准，只好全部倒掉。”周璇

曦惋惜道。

压力之下，她并没有放弃，而是四

处学习，精进果酒酿造技术及农产品

加工技术。正园专合社也在她的努力

下逐渐走向了光明。从创业之初到现

在，周璇曦经受住了无数次的考验与

洗礼，无论是出现资金缺口还是洪涝

天灾，都没能使她放弃。因为她明白，

只有走过曲折，未来的路才会走得更

加坚实。

极致追求树品牌
致富不忘乡里人

一度时期，正园专合社为追求葡

萄高产的目标，忽略了品质在可持续

发展中的重要性。为了贯彻“绿色”

理念，做好“正园”品牌，周璇曦调整

种植方案，规范田间管理。在充分

了解传统葡萄种植技术的基础上，

尝试新的葡萄限根栽培法，配套安

装智慧农业系统，用有机肥改良土

壤，升级葡萄品质。

不仅如此，她还推广产品溯源

——消费者通过扫描包装盒上的溯源

二维码，就能看到葡萄的整个种植流

程及品质认证书。这让葡萄的“前世

今生”尽在“掌”握。

“实行‘高产转高质’的策略后，正

园葡萄产量虽有所下降，营业额却逐

年上升，终于在 2018 年实现扭亏为

盈。”周璇曦的脸上写满了骄傲。值得

一提的是，正园葡萄在她的努力下，也

成为了内江同类产品中唯一一家符合

绿色食品标准且有产品溯源的葡萄。

借助“内江市市中区妇女居家灵

活就业基地”和“正园·妇女微家”的平

台，周璇曦还多次邀请成渝地区农技

专家前来授课，帮助300多名村民学到

先进的种植技术，帮助上百名周边弱

势群体实现再就业。

截至目前，正园专合社共带动

264 户农户发展致富，为当地增收近

千万元。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正园合作

社被市委、市政府授予“内江市优秀农民

专业合作社”称号。周璇曦也先后获得

四川省“优秀职业农民”、四川省“乡村致

富带头人”、四川省“三八红旗手”、内江

市“最美女能人”、内江市市中区“十佳新

青年”等多项省市区级荣誉。

“我将继续利用好四季果园这个

核心资源，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感受

乡村的魅力，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希

望大家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感受到

恰逢其时的美好。”对于未来的发展，

周璇曦信心满满。

内江“新农人”周璇曦：

筑梦“四季果园”蹚出致富新路

周璇曦（中）

查看葡萄枝

芽的生长情

况

本报讯（刘星辰 内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徐静）3月27日，记

者从威远县小河镇获悉，近年

来，该镇按照打造“茶旅融合生

态宜居 天府南来第一茶乡”为

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基层党建

引领作用，以农业产业为纽带，

稳步推进本地特色茶产业发

展，做好茶产业大文章，助力茶

农增收，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助力推动乡村振兴。

盘好“家底”，找准“方向

轴”。立足自身独特的地理环

境优势、茶叶资源禀赋、产业基

础等，积极整合土地资源，将面

积从起初的 4000 余亩发展到

至今的 35000 余亩；大力引进

培育高端品种，从单一的老川

茶发展到 9 号茶、福鼎大白、龙

井越黄、安吉白茶等多个中高

端茶叶；倾力打造茶叶园区，成

功申报 2 个万亩市级三星级农

业园区：威远县小河镇粮茶复

合现代农业园区、威远县茶现

代农业园区；实现年均茶叶总

产量超 2000 吨、总产值超 2 亿

元。

广聚“贤能”，配强“带头

人”。探索“党组织+公司+专合

社+基地+农户”发展模式，强化

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强化技

术指导，充分挖掘茶叶种植技

术指导员，走村入地开展“蹲点

式”技术指导，现场讲解春茶采

摘要领和注意事项，提高茶叶

下树率；积极培育引进新兴茶

叶经营主体，持续优化营商环

境、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探索茶

产业项目，新引入茶叶加工厂3

个，茶叶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60 余个，全镇年加工能力达到

3500余吨。

统筹“资源”，培育“增长

极”。创新“茶叶+”粮经套种及

林下经济发展模式，以“建设现

代园区、助力乡村振兴”为目

标，规划大豆茶叶综合种植总

面积10000余亩，建设大豆茶叶

加工厂1座，依靠小河镇现有的

2 家省级龙头企业及其他小型

茶企业，形成产业联合体，开发

农旅项目，实现三产融合发展；

强化基础配套，围绕产水配套、

生产便道、绿色防控等完善基

础设施，多方面全方位提高茶

叶品质。

威远县小河镇：

打造“天府南来第一茶乡”

采摘春茶

本报讯（刘佳玉 内江日报全

媒体记者 周瑶慧）“这就是我的

‘鱼-稻-药’生态立体种养循环基

地，以白乌鱼养殖为基础，在水面

种植水稻、泽泻等粮经作物，可实

现一水三用、一田多收。”3 月 25

日，24 岁的“新农人”曾耀锋向大

家说起自家产业头头是道。

曾耀锋是资中县马鞍镇拾童

庙社区的党员。2021 年，他返乡

参加了资中县“百名能人走千村”

暨基层党员巡讲活动，现场聆听

“农村家庭能人”发展特色产业、壮

大集体经济、带动村民致富的故事

后，决定回到家乡、建设家乡。

返乡之初，曾耀锋对“三农”行

业毫不了解。为帮助曾耀锋这样

的返乡青年党员发展产业，资中县

积极实施乡村人才培育计划，定期

开展“基层党员骨干”“农村家庭能

人”“高素质农民”等培训，助推乡

村人才学政策、学技术。

曾耀锋返乡后，先后参加了四

川省基层一线党员骨干、四川省乡

村产业振兴带头人、“青马工程”农

村班暨“乡村伙伴计划”青年先锋

人才等培训项目。这些培训，让他

逐渐成为一名懂技术、善经营、会

管理的“新农人”，他学以致用创建

了家庭农场，探索实施“鱼-稻-

药”生态立体种养循环项目。

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近三

年，资中县紧扣“绿色产业强县”定

位，持续开展“大学生进农村”“农

村家庭能人”培养计划、乡村干部

“头雁行动”、基层党员全覆盖培训

等，成功回引600余名大学生返乡

创业，培养“农村家庭能人”23.19

万名，发展农村党员858名。这些

“新农人”，在推动产业发展、助力

乡村振兴以及化解矛盾纠纷、提升

治理水平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

悉，资中县将通过“开放灵活引才、

整合资源育才、倾斜一线用才”，持

续打造沉得下、留得住、能管用的

乡村人才队伍。

资中：

培育“新农人”，
激发农村经济发展活力

资中县2023年基层党员骨干暨优秀“农村家庭能人”普遍轮训班结业式

新华社北京3月27日电（记者 郁琼

源）眼下，春季农业生产正在全面展

开。记者从中国供销集团了解到，集团

多措并举助力春耕农业生产。

据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供销

集团持续加强农资流通网络建设，不断

提升农资保供稳价和销售服务能力，发

挥所属中国农业生产资料集团有限公司

农资流通主力军作用，提前与400多家农

资企业签订春耕保供协议，在全国增设

600多个中转库，将农资产品提前分拨至

基层，通过125家中国农资服务中心以及

2万多家基层经销服务网点，加大优质农

资供应，全力保障国内春耕化肥供应量

足、质优、价稳。

这位负责人说，目前，中国供销集

团已调度中农公司 1300 多名农技人员

奔赴田间地头，因地因苗提供精准化多

样化的农技服务及生产性全程托管服

务，提升农户对农作物的田间管理能

力，帮助农民解决农业生产中遇到的实

际困难。

在大力推进化肥农药减量、促进生

产增效方面，中国供销集团调度中农公

司充分落实全国供销总社“绿色农资”升

级行动方案，大力发展绿色农资供应和

化肥农药减量，构建“绿色农资”产品体

系，通过中农公司遍布全国的基层经销

服务网点，为广大农民提供适销对路的

创新产品。大力推广有机肥料、生物有

机肥、微生物肥料、水溶肥、缓释肥等适

销对路的创新产品，开展机械施肥、水肥

一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治等新技术应用，

因地制宜为农民提供精准的施肥用药技

术指导服务，今年以来，中农公司累计服

务耕地面积超过1100万亩次。

中国供销集团多措并举助力春耕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