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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达 州 日 报 社 通 讯 员
吴卓娥）近年来，通川区江陵镇按照

“党建+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思路，从组
织建设、撂荒地整治、产业布局等方面
联动发力，助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赋能乡村振兴。2022 年，全镇村集体
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 37 万元，实现了
村村有产业、村村有项目，曾经的“空
壳村”变成了“产业村”。

该镇回引外出务工人员、致富带
头人等有想法、能创新、懂经营管理的
优秀人才，充实村组干部队伍，创新开
办“江陵学堂”系列活动，以“课堂教
学+外出学习”“请进来+走出去”等形
式，将村组干部、退休干部等培养成为

“土专家”“田秀才”。因地制宜探索符
合各村发展实际的“精品农业”，采用

“基层党组织+专业合作社+种植大户+

撂荒耕地+农户”的模式整治撂荒地，
引导无耕种能力的农户与村集体签订
代耕协议，撂荒地农户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和种植大户等经营主体流转
土地2000余亩，组织农户自行复耕撂
荒地1000余亩。

通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原本杂
草丛生的撂荒地焕发新活力，羊肚菌、
生态高山大米、特色巴河水果等高效

经济作物，葡萄、红心猕猴桃、莲花白
和青椒等“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持续发
展壮大。同时，探索间种、套种、轮作
耕作模式，夏季栽种水稻、玉米、大豆，
冬季利用闲田种植小麦、油菜、蔬菜
等，“一地多收”不但有效缓解了土地
季节性撂荒问题，还创造了更多的经
济效益。

截至目前，江陵镇发展水果 2700
余亩，蔬菜基地700余亩，通过产业发
展实现了群众致富与村集体增收“双
赢”。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徐瑞）近
日，准量产“废水电解制氢”设备
在通川经开区下线试机成功，同
时顺利通过各项验证并交货，这
标志着通川区在智能制造领域
实现新突破。

走进位于通川区罗江镇魏
兴社区魏复路的至正长信智能
制造科技（四川）有限公司，厂房
内部分机器设备已进场，现场工
作人员正在对机器设备进行安
装调试。

据了解，至正长信智能制造
科技（四川）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2 年，注册资金 4000 万元，
是达州市重点孵化的专门从事
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制造与销售
的高科技企业。公司拥有专家、

教授及一大批博士后、博士和高
级工程师组成的强大技术团队
和工程团队，具有丰富的研发经
验和智能化制造能力。公司聚
焦氢能装备、智能机械、高精设
备的研发与制造，主要致力于智
能制造领域，即智能制造产线、
智能机器人以及数字化物联网。

相比于传统的纯水制氢技
术，废水制氢设备耦合了多种电
催化技术，可以采用直接电解废
水低成本获得氢气，同时具有更
高效、更低成本降污的能力，可
实现废水的近零排放和废水资
源化、能源化利用，这也标志着
绿氢制取多元化取得成功，为双
碳目标的达成作出了贡献。

“废水制氢设备是我们厂重
点研发项目，经过 10 余年的研
发与技术积累，攻克多种技术难
题，终于在达州下线首套准量产
设备。该设备集成了制氢和水
处理的功能，未来批量化生产
后，年产值上亿元，可实现上百
人本地就业，创造税收千万元。”
至正长信智能制造科技（四川）
有限公司厂长刘洋表示。

“11月中旬至次年4月底，牛奶
草莓；5月至10月，水蜜桃；6月至8
月，香瓜；8月至12月，红心火龙果；
还有西瓜、桃子、番茄等。”5月26日，
通川区磐石镇舒适庄园的一处西瓜
大棚里，年轻的新农人——苏氏农业
发展公司董事长苏乾证盘算着“舒适
庄园”出产的水果，一脸骄傲地说，

“像绣花一样做精致农业，我们每一
季都有收成。”

“土地合理使用才能实现生物互
利作用最大化。”西瓜大棚旁的草莓
地里，种上了一片片绿油油的稻谷。
苏乾证介绍说，稻谷收割后，会对土
壤进行有机处理，减少病虫害发生，
通过草莓水稻轮作，全程使用有机
肥，种植的草莓甜度增加，品质更好，
很受市场欢迎。

就在前不久，也在舒适庄园，苏
氏农业发展公司举行了2023年一季
度效益“分红”及劳务费发放仪式，发
放现金 19 万余元，与村民一起分享
草莓丰收的喜悦。

2014年，苏乾证抢抓乡村振兴政

策机遇，采取“公司+合作社+基地+农
户”的产业经营模式，流转土地1300
亩，先后打造磐石牛奶草莓精致采摘
园、舒适庄园、磐石水蜜桃园等多个园
区，采取草莓水稻轮作方式，大力发展
草莓特色产业，种植市场较为畅销的牛
奶草莓、白草莓，由于优良的品质，一到
采摘季，便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

舒适庄园主打草莓采摘，兼有桑
葚、香瓜、西瓜、火龙果、水蜜桃等水
果，实现了月月可采摘、四季有佳
果。近年来，企业带领周边农户种植
草莓等水果，吸纳周边村民120余人
就近务工，人均收益达 2 万元，并向
种植户免费提供技术支持、销售渠
道，引领当地草莓等特色产业步入发
展“快车道”。

蒲家蓝莓园、磐石舒适庄园是通
川区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亮
点。通川区将继续以乡村振兴为总
抓手，立足资源优势和产业特色，做
实做强精致农业这篇大文章，有效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繁荣，为
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
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周丽清）
一块块造型各异的建筑材料、一
幅幅生动形象的图片、一份份写
满历史印迹的文献资料，承载了
满满的时代记忆，见证了人类追
求文明进步的奋进历程。

近日，全国首家综合性建筑
材料主题博物馆——位于通川
经开区的中国首炬建材博物馆
正式开馆。

据悉，中国首炬建材博物馆
在达州市首炬新型建材有限公
司厂区内，由暨南大学工程材料
研究中心教授欧阳东和达州市
首炬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联合创
办。

博物馆占地面积2000余平
方米，收藏藏品近 2 万件，涵盖
石灰、水泥和混凝土以及钢铁、
木材、砖瓦等重要建筑材料，通
过实物、文献资料、图片等展陈
方式，全面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
今建筑材料的发展演变史。

近年来，通川区立足于产业
发展实际，深入实施人才招引工
程，多措并举引进高学历、高职
称人才，为通川区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力。2022 年，通川区
与暨南大学工程材料研究中心
教授欧阳东建立“产学研”合作
关系，致力于推行建材高质量发
展“新四化”（绿色化、精细化、智
能化、文化）理念，着力打造中国
一流的新型建材“产学研”基地。

欧阳东教授主要从事砼学
等建筑材料的研究，热衷于收藏
和考古建筑材料，对建筑材料研
究有着很深的造诣，而他提出的
建材“新四化”的理念与企业的
发展思路不谋而合，为此，欧阳
东教授提供数十年间收藏的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材料实
物和文献资料，首炬建材公司建
设高标准的场地场馆，国内首家
全公益性的建材主题博物馆便
应运而生。

“收藏和保护建材文物任重
道远，兴办建材系列博物馆不仅
仅是一个爱好、一种情怀，更是
一种使命和一份担当，建材博物
馆将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珍稀的
建筑材料和文献资料进行保存、
收藏，让大家走进来了解建材文
化，大力推广‘新四化’发展理
念，助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欧阳东动情地说。

下一步，通川区将以中国首
炬建材博物馆为依托，进一步丰
富展陈内容、完善展陈方式，切
实发挥建材博物馆科普和文化
传播功能，扩大服务辐射半径，
着力打造集科普研究、研学参
观、文化传播于一体的综合性建
材博物馆。同时，将持续深化校
地企合作模式，赋能企业绿色
化、精细化、数智化发展，不断促
进通川工业提质增效，为打造食
品医药、智能制造创新发展先行
地提供坚实支撑。

“废水电解制氢”设备
在通川下线试机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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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量产准量产““废水电解制废水电解制
氢氢””设备外观设备外观

通川：产业硕果累累 乡村加快振兴

脆李、草莓、蓝莓、蜜桃、火龙果、猕猴桃……谈到通川区特色农产
品，这些五颜六色、琳琅满目的水果快速涌入人们脑海。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近年来，通川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省、市决策部署，创新“主体扩面、群众自发、连片建设”治理模
式，突出培育精致农业，新发展“一李两莓”等特色精品示范基地39个，
有力促进农业转型、农民增收。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谭楚甲 孙伟 杨洁 特约记者 郑涛

三五凉亭、四季民宿、一方鱼塘，
走进位于通川区蒲家镇八口村的蓝
莓现代农业园，更像到了一处藏在深
闺的生态景区。

“ 园 区 现 种 植 生 态 有 机 蓝 莓
5500 余亩、年产量超 500 吨。”今年
52岁的彭仁琴对农业园生产经营数
据了然于胸。七年前，通过招商引
资，她和丈夫回到家乡发展蓝莓产
业。从落户建设到首批蓝莓试挂果，
从最初的百亩规模到现在的万亩园
区，“蓝莓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既是
我们资金的不断投入，更得益于地方
党委政府的持续帮扶。”

“5月20日开园至今，每天来采
摘的游客络绎不绝。”彭仁琴说，这几
年经过不断技术攻关、品种改良，园
区成功种植了蓝莓一号、珠宝、奥利
尔、莱克西等品种，实现了早、中、晚
采摘期全覆盖。

蓝莓采摘每年5月底开始，7月
底结束，前后仅 2 个月时间。为提
高蓝莓效益，园区聘请专家教授，并
联合建立了“中蓝农科酵素工法研
究推广中心”和酵素制成车间，成功

研发适用于经果林和蔬菜的固态及
液态有机肥（生物酵素）产品 20 余
个，探索出一条科学的土壤改良与
作物合理化施肥管理方法“酵素农
法”，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
型升级。

致富不忘乡邻，携手共奔小康。
通过“流转土地费、就业务工、单元管
理返承包模式、集体经济、电商销售、
效益分红”等方式，蓝莓现代农业园
辐射带动周边村民3540 户，实现户
均增收超万元。

“蓝莓产业规模虽然上去了，但
经济效益仍未完全释放，园区将加大
投入，开发特色民宿、垂钓、露营、草
坪婚礼等配套服务，让游客愿意来、
留得住、愿消费，写好农业和旅游融
合这篇大文章。”彭仁琴说，“经过多
年建设，蓝莓现代农业园已建成游客
中心服务区、蓝莓观景平台长廊、蓝
莓种植区、湿地科普观光区、户外露
营区、休闲垂钓区等功能区，我们正
全力以赴推进特色民宿的收尾工作，
不久后就能让游客闻着莓香，尽享乡
村的恬静与舒适。”

蒲家蓝莓园：
做实农旅融合 写好发展文章

磐石舒适庄园：
土地合理使用 四季都有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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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家建材博物馆在通川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