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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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黄俊钦）近

日，在市中区永安镇白杨村，村民们正忙着挖苗、

打坑、栽苗、覆土、浇水，在地里种下今年的玉米。

今年以来，白杨村将闲置抛荒的40余亩土

地转为由村集体统一管理耕种，有计划组织村民

抢抓春耕晴好天气，发展鲜食玉米种植。“等到玉

米丰收时，预计能给村集体经济带来3万多元的

收入。”白杨村党支部书记张洪告诉记者。

玉米种植在壮大村集体经济收入的同时，也

为 10 余名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增收的机

会。“除了村集体增收，我还能在玉米地里打工，不

出家门就增加了一笔收入。”白杨村3组村民张桂

英高兴地说。

张洪表示，将持续探索发展村集体经济“新

路子”“金点子”，拓展优势产业，做优布局、做强

产业、做精品质，多形式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

动村民致富增收。

市中区永安镇白杨村：

发展玉米种植 壮大集体经济

村民在玉米地劳作

◇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兰萍 文/图

转眼又是春，春天是什么味道？

在威远县越溪镇龙洞村，春天的味

道都藏在氤氲的茶香里。

“你找李书记呀，这个时候他肯定在

茶园。”近日，跟随村民指引，记者在群山

之间的一片茶林中，见到了威远县越溪

镇乡村振兴产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李强。

“你闻闻这个茶叶，清香扑鼻。”李强

熟练地从茶树上掐下长约 1 厘米的嫩

芽，上边浅浅的细绒毛清晰可见。当前，

龙洞村迎来了一年“好丰景”，千亩茶园

层层叠叠，迎着春风冒出了嫩芽，几百名

茶农每天早出晚归采茶忙。

龙洞村种茶历史悠久，但因没能产

生收益，曾一度被村民放弃。2015 年，

该村走出去的大学生李强辞去“高薪”，

和同样毕业于重点大学的何涛、辜华兵

一起，组成越溪版“中国合伙人”回来“种

茶”，成立了村上村茶叶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在9年时间里，他们将原本空白

的产业，从一个村 100 多亩发展到辐射

带动越溪镇10个村20000余亩。

近年来，受疫情和复杂多变的环境

影响，茶叶市场也受到冲击，如何破解销

售这一难题？行走茶园间，李强向记者

详细介绍了龙洞村茶叶通过多种“喝法”

破局的思路——

第一种“喝法”，做强线下销售。龙

洞村的茶叶分“圈养”和“散养”两种，其

中“圈养”的为人工种植管理的 2400 亩

台地茶，包含福鼎白茶、福选九号、黄金

芽，以高端消费市场为主，每斤干茶叶的

零售价为 1000 元，不受市场影响，收益

可观。“散养”的为110亩老林山老川茶

群体种，半个世纪前就有，由合作社接管

保护下来，产量低、市场含金量高。“像这

样保存得比较完整连片的老川茶群体种

茶园，在整个四川已经不多。”李强告诉

记者。

合作社与四川省复立茶业有限公

司合作，着力推进威远茶叶产业高质

量发展。复立茶叶公司有着 40 多年茶

叶加工经验，产品为内江优质产品且

有市场份额。越溪茶业作为后起之

秀，两者强强联合为内江茶叶产业铆

劲。同时，合作社专门注册了“穹窿雨

露”商标，开经销店专门售卖龙洞村

茶，颇受市场欢迎。

第二种“喝法”，与旅游亲密结合。

招引企业以东风水库为依托，全力打造

以乡村振兴、产业研学、绿色康养为一体

的“东越天池”乡村农业观光园区。李强

告诉记者，当前村里正在探索发展采茶

体验活动。

第三种“喝法”，拓展线上渠道。

2019年，龙洞村茶叶被农业农村部评为

全国“一村一品”，其品质得到了官方认

定，但在全国的市场竞争力还不够，品牌

知名度还有待提升。“我们正在办理直播

手续，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品尝穹隆绿

茶。”李强坦言，线上销售是当前重要的

销售模式，龙洞村前期通过各类视频号

宣传，已经形成一定宣传效应，龙洞村的

茶名声越传越远。

一茶“多喝”，让龙洞村老一辈村民

不敢想。“以前觉得这些茶树没用，砍了

不少，如今还成了我们的主要收入。”采

茶冠军、村民聂秀英笑着说道。目前，龙

洞村茶业产业发展为周边村民提供600

余个固定和季节性用工岗位，人均收入

可达180元/天，带动周边58户村民发展

茶叶种植1300余亩，促进33户农户年增

收1万元以上。

“今年虽受暖冬天气和经济环境影

响，龙洞村的茶上市较晚，但目前也已经

卖出了六成，整年的销售问题不大。”李

强介绍，抗风险能力弱是农产品的一大

特性，龙洞村茶叶以健康品质立足，紧盯

种植、炒制等关键环节做良心产品，切实

提升产品抗风险能力，真正实现茶叶变

“金叶”，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

威远县越溪镇龙洞村：

一茶“多喝”兴业富民

茶农熟练采茶

本报讯（内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兰萍）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收成看

春耕。日前，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局获

悉，内江紧盯春耕备耕重点领域种

子、耕地、技术等春耕备耕重点领域，

再下深功夫，进一步激发土地“生金”

能力，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深入推进良种提产，研发“内优”

系列本土良种80个、亩均增产5%―

8%，储备种子 410 万公斤。今年以

来，遴选发布 2024 年主要粮油作物

当家品种 51 个，播种小春粮食面积

38.9万亩、油菜面积107.58万亩。

深入推进良机提速，建好西南丘

陵山区智能农机装备创新中心，投入

资金 2670 万元持续推进宜机化改

造，发挥4个2000亩以上全程机械化

先导区示范带动，依托10个“全程机

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提供农机

租赁等服务。截至3月底，储备各类

农机具10.63 万台（套），均超计划用

量100%以上，新建机电提灌站11座、

维修改造 32 座，补贴机具 5955 台

（套）、金额305.799万元，机械化作业

面积约352.6万亩。

深入推进良技提效，推动农业

园区、特色优势产业实现数字化、智

能化转型，建成血橙产业园数据管

理平台等智慧农业应用场景3个，隆

昌国家级现代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园

内稻渔管护成本整体降低20%；成立

156 支春耕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培

训指导“旱育保姆”育秧、绿色防控

等春耕实用技术。今年以来，出动

农技人员 1500 余人，累计开展农技

服务4万余次。

“三良”促春耕
绘就甜城乡村“好丰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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