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审核：王波 主编：朱丹 校对：伍云燕

2024年 4月 17日 星期三3乡镇农村新闻报料：54245424

邮箱：529710231@qq.com

说起新生街道钟坝村，大家可能

有点陌生，但提到望水老街，大家会非

常熟悉。在这里我自豪地告诉大家，

望水老街就位于我们钟坝村。以前大

家到钟坝村，唯一的耍事就是逛望水

老街。如今，大家要是再到钟坝村，除

了 逛 老 街 外 ，还 可 以 品 茶 、露 营 、烧

烤、垂钓、体验炒茶和做柴火饭等。

接下来，我向大家介绍一下在钟

坝村“吃喝玩乐”的攻略。

从县城出发，驱车 40 分钟左右就可

到达村里的白茶种植基地，一幅美妙的

画卷将呈现在大家眼前：茶树枝头上，

翠绿的嫩芽在春风中轻轻摇曳；茶园绿

道里，游客与茶农采茶的身影相互交

织；茶山古亭下，品茗下棋的游客怡然

自得；制茶车间内，研学的孩子兴奋地

展示着自己采摘的茶叶和亲自炒制的

成品……

2019 年 ，我 们 村 招 商 引 入 一 家 农

业公司，在村里流转土地规模化发展

白茶产业。经过几年发展，茶树已进

入盛产期。公司建立了加工车间，打

造“池吉名茶”品牌，产品主要销往浙

江、江苏、上海等地，在忠县本地更是

享有盛名。基地还提供“采摘、制茶、

品茗”一条龙体验服务，让您在一饱眼

福的同时，还能品尝自己亲手采摘制

作的茶。基地的茶山成为村民的致富

“金山”，每年为 50 余名村民带来 100

余万元务工收入。

体验完上面这一系列活动，大家

是不是感觉有点饿了？别急，中午，茶

园农家乐为您准备了正宗的农家饭。

如果您想亲自下厨，茶园还为大家提

供农家饭 DIY 场所，您可以和家人一

起体验做柴火饭的乐趣。

吃饱喝足后，从茶园开车不到 10

分钟（步行约半小时）就可到达著名的

望水老街。

望水老街距今已有 400 多年历史，

建于三面临空的山崖之上，一条石板

街自东向西蜿蜒伸展。街道长约 500

米，宽仅 2 至 3 米，仰望成一线天的奇

景。三峡工程建成后，三峡库区周边

的古镇几乎都被淹没，望水老街成为

高山上的古镇记忆。

老街依山就势，整条街道由青石板

铺就，两边低、中间高，雨天排水顺畅便

利，让人不得不佩服先辈们的智慧。明

末清初，望水老街是忠县后乡片区抵达

县城的必经之路，也是官宦商贾、骡马

挑夫的驿道。垫江、丰都、梁平等周边

区县的商客都会途经此地、聚到这里，

这条街逐渐成为热闹的茶马古道。改

革开放后，交通方式变得更加丰富便

捷，这条老街逐渐完成了它的使命。

望水老街保存最为完好的建筑是

王培銮民居（四合院）。相传明末地方

土司混战、土匪横行，李氏家族为躲避

战 乱 和 土 匪 侵 扰 ，携 带 全 家 逃 至 山

顶。清初，李氏家族下山，在望水老街

修建四合院。后李氏家族败落，四合

院被钟坝村村民王培銮的祖父购买下

来。院落为穿斗、榫卯式结构，保持了

中国传统建筑的基本特点，正厅的“茶

马 驿 站 ”牌 匾 ，仿 佛 在 诉 说 曾 经 的 繁

华。

近年来，钟坝村积极探索农文旅

融合发展之路，望水老街因地处高山、

文 化 厚 重 ，逐 渐 被 人 们 重 新 重 视 起

来。村里修好了公路，对老街进行了

整修，还在街口树起“望水老街”大石

碑。望水老街现已成为文人墨客寻找

灵感和游客探寻乡愁的旅游打卡地。

今年，我们钟坝村上榜 2024 年传

统村落集中连片保护利用示范县（市、

区）名单，成为全国 35 个入选该名单

的县（市、区）之一，也是重庆唯一获

此殊荣的县（市、区）。

逛完望水老街回到茶园，烧烤、露

天音乐会等“节目”已为大家准备好，

大家可以在这里 K 歌、跳舞、撸串……

玩累了，大家还可以在茶园的露营基

地“安营扎寨”，在茶香中入眠。

“钟坝村一日游”就为大家介绍到

此。趁着美丽春光，带上家人、朋友到

钟坝村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吃喝玩乐”

之旅吧！ 记者 袁明琼 整理

新生街道钟坝村驻村第一书记彭建华@所有人

节假日就到钟坝村节假日就到钟坝村““吃喝玩吃喝玩乐乐””

人物名片：彭 建

华 ，忠 县 新 生 初 级 中

学 校 校 级 教 研 员 ，新

生街道钟坝村驻村第

一书记。

钟坝村简介：钟

坝村位于新生街道北

部 ，距 离 县 城 23 公

里 ，域 内 山 地 居 多 。

近 年 来 ，钟 坝 村 充 分

依 托 资 源 优 势 ，努 力

完 善 基 础 设 施 、发 展

农 业 产 业 、整 治 人 居

环 境 ，村 民 生 活 水 平

得 到 极 大 提 升 ，走 出

了一条农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

茶农在基地采茶。

有媒体报道，最近在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澥浦镇的村子

里，一些身穿红马甲的骑手穿梭往来，给农村老人送去饭菜。

他们并不是外卖骑手，而是由当地五六十岁的村民自发组成

的“助餐骑手”志愿者团队，专门负责农村老年人的日常送餐。

眼下，很多农村都建有老年食堂，帮助解决农村老人的用

餐问题。其中有的老年食堂就建在村民家门口，老人们出门

走几步就能到达，但有的老年人家住得远，或者年事已高、行

动不便，他们出门去食堂用餐并不容易，有的老人不得不拄着

拐杖或坐着轮椅去就餐，或是花钱请人送餐，很不方便。如何

让行动不便的农村老人不出门就能吃好饭？组建“助餐骑手”

团队无疑是个好办法。

首先，组建“助餐骑手”团队在农村有落地的基础。现在有

很多五六十岁的农村老人住在村里，体力好、精神足、有空闲

时间，并且有用实际行动帮助他人的意愿。其次，农村熟人社

会的特点，给老人们互帮互助、抱团养老提供了社会基础。人

都有年老体弱、行动不便的时候，同住一村大家彼此相熟、交

往颇多，“今天若我愿付出一回，来日便有人扶我一程”，这样

的互助意识为很多农村老人所认同。再有，对农村高龄老人

来说，让熟悉的同村人帮忙送饭，不仅能解决用餐问题，还有

利于满足他们人际交往、融入社会等诉求，丰富精神生活。

总之，农村地区有基础、有需求，可以将“助餐骑手”办法进

一步推广，让更多农村老人享受用餐便利。对此，村“两委”干

部可以多多宣传，把符合条件、有参与意愿的村民组织起来。对

于送餐途中所需要的餐盒、

骑行手套等配套设备花销，

也应想办法给予补贴，让志

愿者团队更安心送餐、更乐

意送暖。来源：《农民日报》

农村“助餐骑手”，是个好办法
□ 杨朝清

本报讯（记者 周冰娥）“感谢驻村工作队一直以来的关心

和照顾，还送来衣柜和棉被等家具和生活用品，我们对以后的

生活充满信心。”近日，乌杨街道兴合村脱贫监测户聂绍明不

停地感谢重庆工商大学派驻兴合村第一书记赵甫刚等人，并

送上写有“驻村帮扶办实事，用心用情解民忧”字样的锦旗。

自赵甫刚驻村以来，多次带队到聂绍明家走访慰问，了解

到聂绍明因病做了双下肢截肢手术，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家里

还有一名正在上初中的小孩等情况。驻村工作队与村“两委”

积极为其落实相关政策，发放慰问物资，联系爱心企业、爱心

人士捐款上万元。

乌杨街道兴合村
村民为驻村干部送锦旗

本报讯（记者 李铁）近日，涂井乡长溪村党支部和驻村工

作队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30 余人开展植树活动。

当天，大家手持铁锹、水桶、锄头等工具来到该村五组空

坝，松土、植苗、培土、浇水……大家分工合作，干得热火朝天，

种下 100 棵松树。

涂井乡长溪村
100棵松树添新绿

本报讯（记者 吴建华 通讯员 朱婉铭）覆膜、滴灌、施肥……

近日，拔山镇古塘村中药材种植基地，村民有条不紊、分工合作

进行劳作，一株株赤色丹参苗被种进土中。

“无特色产业”是古塘村多年来的标签。此前，古塘村集体

经济基本靠种植高粱、水稻、玉米等传统农作物，收入有限。

古塘村“两委”干部认为，只有将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相结合，

才能有更大经济效益，实现增收致富。

丹参是一味常用的中药材，药用价值高，对冠心病、心脏病

和高血压等有很好的治疗效果，市场需求量大。去年，该村对

一部分撂荒地进行整治。今年上半年，在驻村第一书记毛利

炳协调下，古塘村因地制宜引入丹参种植。全村共种植约 20

亩，一年左右就能收获，预计亩产量 2000 多公斤。

该村今年不仅种植了丹参，还种植了甜叶菊，大规模种植水

稻、玉米、油菜、辣椒、豇豆等农作物。村里发展种植产业后需要

大量劳动力，这也意味着能

够帮助村民在收取土地流转

收益和产业利润分红外，还

能凭劳动赚取务工费。

拔山镇古塘村
村集体种下20亩丹参

4 月 13 日，黄金镇黄土村，村民在紧张耕田，

为下步插秧做好准备。

历经几日春雨后，当天忠县境内迎来艳阳天，

许多村民利用晴好天气抢耕水田，为夺取今年水

稻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据当地村民介绍，目前水稻秧苗已培育了近

40 天，计划 4 月 20 日左右开始栽插。

记者 余鸿 摄

抢抓农时耕田忙

春季，对于棚室蔬菜来说，正值快速

生长期，植株自身新陈代谢快，组织幼

嫩。而近期外界气温变化大，一旦菜农

管理不能随天气变化而变，就会导致蔬

菜出现异常情况。如旺长、落花落果、日

灼果等，严重影响了菜农收益。建议菜

农及时关注天气预报，调整管理策略。

放风不当重防皴皮果和裂果近期，

不少种植户反映彩椒、小黄瓜等皴皮

情 况 突 出 。 导 致 果 实 皴 皮 的 原 因 很

多，主要有通风、蘸花药、水肥不当及

药害、虫害等。

春季昼夜温差大，温度变化频繁，

棚 内 湿 度 大 ，而 不 同 温 度 下 ，通 风 方

式、蘸花药浓度、肥水管理等都存在差

异，菜农往往在短时间内无法及时改

变，使得植株难以适应，从而导致果实

发生皴皮现象，建议做好水肥管理。

除此之外，裂果情况也不少，西瓜、

甜瓜发生裂瓜的较多。瓜类作物喜高

温，白天温度高，夜间温度低，昼夜温

差大，天气转晴后，温湿度变化剧烈，

是裂瓜严重的首要因素。其次，水肥

不均、药害、缺素等，也会造成裂瓜，建

议做好管理。不降温的情况下，建议

菜农早放风、放小风，至中午高温时段

可以分三次放风，可以起到缓慢升温、

降低湿度的作用，有利于减少皴皮、裂

果、萎蔫等情况的发生。晴好天气晚

放保温被，降低夜间温度，避免植株出

现徒长，利于花芽分化、果实膨大。

夜温过高 重防旺了棵子不坐果

夜温高，植株呼吸作用旺盛，有机

营 养 消 耗 得 多 ，植 株 易 发 生 徒 长 ；同

时，由于有机营养大量消耗，花芽和果

实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供应，进而表现

为落花落果、畸形果增多，也就是菜农

常说的“旺了棵子不坐果”。

菜农应根据棚内蔬菜种类，调整关

闭 风 口 及 放 棚 时 间 ，拉 大 昼 夜 温 差 。

如果放棚后温度还是降不下来，可把

顶部风口留 5 厘米宽的缝，以降低后半

夜 的 温 度 。 当 棚 内 最 低 气 温 保 持 在

13℃左右时，可不再放保温被保温。

要想控制植株旺长，最常用的就是

“三控法”，即控温、控水、控肥。因此，对

于发生旺长现象的植株，除了降低棚内

夜温外，菜农还应减少浇水次数，并控制

氮肥的用量；若植株徒长严重时，也可采

用药剂控旺，如助壮素 750 倍-1000 倍或

矮壮素1500 倍-2000 倍喷雾控制。

需要注意的是，控徒长要把握住分寸。

光照渐强 重防日灼果和脐腐果

进入春季，天气明显转暖，晴天时

若 不 及 时 放 风 ，棚 内 温 度 很 快 达 到

30℃以上，茄果类蔬菜极易发生脐腐病

或日灼果，如番茄脐腐病、辣椒日灼果

等，菜农应及早采取措施预防。

合理留果。避免留果过多造成的

养分争夺加剧，造成脐腐果或者果实

膨大缓慢等。

适当疏枝打叶。天气转暖后，光照强

度增加，强光易灼伤暴露的果实，因此，菜

农不要过度疏枝打叶，要多留几片叶。

适时冲施生根类肥料。不少蔬菜

出现黄头，归根到底与根系生长不良

有关，毛细根吸收养分不足。因此，解

决的办法就是养护根系，适时冲施生

根类产品。

叶面喷施含钙的氨基酸类或海藻酸

类叶面肥。钙元素在植株体内移动性

差，叶面喷施含钙叶面肥可被植株快速

吸收，缓解缺素症状。氨基酸类或海藻

酸类的叶面肥可补充营养，增强植株抗

逆性，有效预防脐腐果、日灼果。

高温干旱 重防害虫和病毒病

随着温度的日渐升高，适合蚜虫、

粉虱等害虫滋生繁衍的场所越来越多，

若不及时进行防治，不仅直接威胁蔬菜

生长，还会造成棚内病毒病的蔓延。

从许多菜农采取的办法来看，重防

病毒病主要是在放风口设置防虫网和

在 棚 室 内 悬 挂 黄 板 。 随 着 气 温 的 升

高，棚室放风口逐渐拉大，并且开始逐

步拉起前脸放风，这两处是粉虱进出

的主要通道，所以要设置 60 目以上的

防虫网阻挡其迁飞入棚。

粉虱和蚜虫都具有趋黄性，因此棚室

内应尽量多设置黄色或橙黄色粘虫板。

高温干旱的环境及害虫的高发都利

于病毒病的发生。对于零星发生病毒病

的棚室，菜农应及早拔除发病植株，同时

使用宁南霉素、病毒 A 等药剂，有针对性

地进行防治。 来源：《农业科技报》

春季气温变化大 棚菜这些问题要重防

本报讯（记者 周小军）近日，石黄镇对全镇房屋安全隐患

进行排查。

排查中，工作人员重点对老旧房屋主体结构，以及是否倾

斜、有无裂缝、墙砖有无脱落等情况进行逐一检查，并向村民

宣传防灾减灾知识，提醒村民认真做好安全防范工作。

石黄镇
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