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花香里说丰年 重庆大足稻乡有美味

春天的油菜，夏天的果，秋天的麦浪，冬湖的渔，对于期盼丰收的千万农人

来说，不同地域的收获不只在秋季，因为四季都在成熟。 农人用汗水耕耘，但常

因为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技术转型和市场波动等问题而陷入困境。 对此，建

行积极践行社会责任，以金融力量，多举措助力助农增收，为乡村振兴添活力、

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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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事

“小仙草”为村民

撑起“致富伞”

乡村工匠

助力石阡苔茶产业发展

“石阡苔茶是石阡县的一张亮丽名片。 要

让这张名片更加耀眼，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提升

石阡苔茶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 把这一

独特的文化瑰宝传承好、发扬好，为乡村振兴贡

献更多力量。 ”乡村工匠助力乡村振兴 (石阡苔

茶 ) 项目近日在贵州省铜仁市石阡县五德镇新

华村启动，启动仪式上，省级乡村工匠名师、省

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飞如是说。

据介绍，乡村工匠助力乡村振兴 (石阡苔茶 )

项目的扶持主体为石阡县新华供销专业合作

社，项目将以传承空间、学徒奖金、产业扶持等

举措，激发乡村工匠内生动力，动员社会力量为

乡村工匠持续赋能，促进石阡苔茶产业发展，带

动群众就业增收。

启动仪式上，石阡县委副书记张彬表示，工

匠们的进步与成长， 直接关系到乡村振兴的成

效。 乡村工匠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将助推乡村工

匠成为带动当地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进一步

推动石阡县的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

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副秘书长章霁在致辞

中介绍称， 乡村工匠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将支持

贵州省石阡县、榕江县、青海省海东市平安区 3

个项目县 (区 )的乡村工匠传承与发展，第一站石

阡县意义尤为突出。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秘书长韦丹丹表

示， 期待该项目围绕乡村工匠产生更多积极影

响，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和支持乡村工匠，以

此推动乡村振兴。

本次启动仪式依托石阡县五德镇新华村苔

茶发源地、 文化馆和文化广场， 设置了制茶体

验、茶文化展厅参观、客座品茶等环节，让嘉宾

们深入了解石阡苔茶历史，感受苔茶文化魅力，

进一步了解乡村工匠助力乡村振兴项目在激发

乡村工匠内生动力、促进产业发展、带动就业增

收方面的价值和意义。

据悉，本次活动由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阿

里巴巴公益主办，石阡县人民政府、新华社驻石

阡帮扶工作队协办， 石阡县新华供销专业合作

社承办。 (

胡寒笑

)

投身生态渔业

老河口退捕渔民

有了“新营生”

在湖北省老河口市仙人渡镇登云 湖 景

区，花浪翻滚，如梦似幻。“现在看来一切都是

值得的。 ”近日，漫步湖畔，上岸渔民程锋感慨

万千。

老河口位居汉水中游， 悠悠汉水滋养着沿

岸渔民。 为助推汉江生态经济带和水域生态文

明建设， 汉江老河口段于 2020 年开启十年禁

捕，开展渔民退捕安置补偿工作。

“最开始大家还是有点不适应，但也知道生

态环境的重要性。 ”程锋在汉江边养了 19 年鱼，

禁捕之后，他也产生过迷茫。

如何解决上岸渔民就业问题？ 在老河口

仙人渡镇， 利用滩涂荒地建起智能化生态循

环渔业产业园 ， 发展特色水产养殖为上岸渔

民带来了“新营生”。 2021 年 ，程锋入驻该产

业园 。

走进产业园内，一口口鱼塘呈阶梯布局，工

人们正检查池内增氧设施。 据程锋介绍，渔业养

殖场主要养殖花鲢和黑鱼，另外还套养草鱼、鲫

鱼等，底层鱼可达到净化水质效果。 截至目前，

养殖场养殖黑鱼 26 万尾，花鲢 30 万尾。

为学习先进淡水养殖经验， 程锋先后前往

广州、上海、山东等地实地考察。 为高标准建设

“美丽渔场”，养殖场与当地签订土地流转协议，

采用“龙头企业 + 合作社 + 农户”模式，带动周

边近 50 名渔民和村民致富增收。

“高位池循环高效水产养殖是一大亮点。 ”

程锋介绍，这种高密度养殖模式节本增效，通过

过滤、沉淀、生物净化等过程来提高养殖效益并

降低水质污染，从而达到高效、稳定、绿色的养

殖效果。

从“靠江吃江”到“爱江护江”，老河口如

今正依托良好生态环境和资源禀赋， 把发展

水产养殖作为产业兴旺的突破口 ， 带动退捕

渔民就业创业。 高位池养殖正激活当地乡村

振兴的“一塘春水 ”，实现着生态效益与经济

效益的“双丰收”。

(

付子豪

)

晨光微露， 空气中弥漫着淡

淡的药材香气。 在冠县店子镇灵

芝种植基地， 一株株红褐色灵芝

如伞如盖， 映衬着骄阳， 长势喜

人， 几位村民正忙着小心翼翼地

采摘已经成熟的灵芝， 脸上充满

着丰收的喜悦。

走进聊城市冠县店子镇，随

处可见的银白色钢结构温室大

棚整齐排列。 灵芝，性温，味甘，

被古人列为“九大仙草”之一。 作

为优势产业，冠县现有灵芝大棚

1

万余个，面积

1

万余亩，拥有相

关贸易公司及合作社

80

余家 ，

从业人员

1

万余人，灵芝产量占

全国

50%

以上。

近年来，建行山东聊城分行充

分发挥资源优势， 针对灵芝产业发

展特性，精准施策赋能产业兴旺，助

推店子镇灵芝产业成为名副其实的

富民产业， 为探索金融助力乡村产

业振兴

蹚

出了新路子。

靖永宁经营的山东仙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是当地灵芝产业中

的明星企业。作为一名“芝二代”，靖

永宁的父亲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就

开始种植灵芝， 并始终助力推动当

地灵芝产业走向全国。如今，靖永宁

接过了父亲未完成的事业。

“以前种出来的灵芝，都是当

作原料卖，附加值很低。 近年来，

县委 、 县政府引导我们转变思

路，种植高品质灵芝，打造高质

量深加工产品 。 ”靖永宁说 ，“但

是建标准化大棚、无尘车间等都

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钱从哪来

成了大难题。 ”

在得知靖永宁的需求后 ，聊

城分行客户经理第一时间赶到

灵芝基地种植加工现场 ，了解到

山东仙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目

前拥有多个灵芝加工专利技术 ，

并被纳入山东省科技厅科技型

中小企业库名单 ，符合“科技补

偿贷 ”的申请条件 ，当即通过“冠

县乡村振兴金融服务平台 ”，帮

助靖永宁办理了贷款。

短短几天时间，

200

万元贷款

即获批到账 ， 靖永宁难掩激动 ：

“没想到专利也能变成贷款！ ”该

笔贷款助力企业延链强链、提升产

品附加值，为特色产业注入了新鲜

“金融血液”。

靖永宁使用的“冠县乡村振

兴金融服务平台”，凭借其便民惠

企的实用属性，作为建行案例，入

选了

2023

年农业农村部“地方金

融支农十大典型案例”。

眼下，靖永宁不但新建了二十

个标准化灵芝大棚，扩大了种植规

模，还购置了深加工设备，并配备

了实验室，可检测灵芝多糖、灵芝

三萜、微生物等多项指标，真正做

到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

产业链打造。“最近，我们又办理

认证了保健食品生产资质，正在研

发灵芝肽茶、灵芝肽酒、肽压缩片

等高附加值产品，预计未来增加收

益

300-500

万元。 ”对未来，靖永

宁充满希望。

近年来， 山东聊城分行结合

当地资源禀赋，把助力乡村振兴

纳入工作重点 ，积极创新适合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的融资新产品 ，

不断扩大金融服务范畴 ，增加乡

村振兴领域的金融供给 ，为店子

镇 涉 农 贷 款 授 信 共 计

3000

万

元。

18

名建行员工成为“挂职金

融副书记 ”， 下沉到

16

个乡镇

(

街道

)

，协助企业对接项目 ，帮助

村民了解金融产品及政策，积极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为绘就产业

旺、村民富 、乡村美的新时代乡

村图景贡献建行力量。

(

付子豪 文

/

图

)

连片的稻田连接至巴岳山下，

稻涌翻滚， 便是重庆市大足区拾

万镇最美的风景。

自古， 拾万便是商贸流通要

道，大足“粮仓”。 改革开放以来，

拾万镇栽种了杂交水稻， 产量年

年递增；

2021

年

7

月

19

日， 国家

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

心在拾万镇挂牌成立……如今，秧

田鱼、 灰包松花蛋让这个藏于巴

岳山下的小镇，声名远扬。

当拾万镇隆平五彩田园的上

千亩水田全部种上水稻之后 ，鲫

鱼苗也随之下田了。

刚入水， 一尾尾鱼儿就四散开

来，顺着沟渠朝秧苗密集处游去，经

过两三年的自然生长， 它们将与各

色佐料、药材一起端上人们的餐桌。

在拾万镇国家杂交水稻重庆

分中心科研基地内， 秧田中间预

留了深水沟渠，供鱼儿嬉戏。 为了

保证鱼的品质， 养了鱼的水田既

不能施化肥，也不洒农药。 田间的

虫子就是鱼的饲料， 而鱼的排泄

物便成了秧苗的有机肥料。

秧田鱼于清澈稻田中生态放

养 ，食禾花 、稻穗等 ，形成细腻肉

质、鲜嫩口感与独特稻香。 不管是

清蒸 、煲汤 、泡椒还是麻辣 ，秧田

鱼肥美的肉质都让人难以抗拒。

一道麻辣秧田鱼是拾万镇食的

当地名菜。 轻轻夹起一条细嫩的鱼

儿，浸汁、摆盘、吸鱼头、刮鱼肉、吮

鱼尾，肉爽滑细腻，又不掩盖其本身

的鲜美， 拾万镇用一道麻辣秧田鱼

打开了食客的味蕾， 也让食客记住

了巴岳山下的稻乡和稻香。

而拾万镇的灰包松花蛋也是

一绝。 其蛋体晶莹剔透呈金黄色，

蛋清呈松柏叶状花朵，溏心软糯，

香而不辣，醇而不涩，回味悠长。

拾万镇当地一个松花皮蛋的

制成需经过十几道工序， 而且对

鲜蛋选择 、原料配方 、湿度控制 、

浸泡时间的掌握，都十分严格。 制

灰的原材料有富含硒锶等微量元

素的土壤 ，还有谷草灰 、茅草灰 、

松毛灰、 柏树丫灰， 再加入

28

种

天然的香料和古龙茶叶进行搅

拌，制作出来的风味非常独特。

剥开蛋壳， 只见晶莹碧透的蛋

白表层，松花朵朵，若隐若现，茶色

蛋白，橙色蛋黄，如琥珀含珠。 小皮

蛋不光是口碑极好的食品， 内含乾

坤，做成了大产业。 自

2021

年投产

以来，拾万镇当地尊香园采取“公司

+

农户”的合作模式，为附近村民提

供免费鸭苗，保底收购鸭蛋，同时车

间吸纳用工， 两年时间用工

1000

余人次， 出口量已经达到了

30

万

枚。目前，皮蛋产业已成为拾万镇的

特色产业之一。

稻乡，更有稻香。 由一道传统

的美食，到一个产业的发展，拾万

人用坚韧、朴实，在五彩的田园上

勾勒出幸福的生活。

8

月

5

日 ，大足区镇街“晒美

食 晒美味” 专题推介活动迎来拾

万镇“稻乡”登场 ，拾万镇党委委

员、宣传统战委员杨乃梅，带您感

受“神往千百回，迷醉拾万香”！

(

刘岱松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