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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逢盛世，奋进正当时。一直以

来，共青团铜梁区委坚持以青年发展型城

市建设为抓手，发挥“头雁”效应，团结带

领广大青年冲锋在前、担当作为，努力成

为堪当现代化大任的生力军，引领铜梁各

界青年积极投身“青春建功新重庆”的壮

阔实践。

放眼龙乡大地，无数新青年争当“生

力军”和“突击队”，在振兴路上挑大梁、担

重任，积极投身铜梁产业高地、文旅胜地、

宜居美地、民生福地建设，为全面建设现

代化新铜梁挥洒青春汗水、贡献青春力

量。

新时代赋予新使命，新征程要有新作

为。在青春的赛道上阔步前行，铜梁青年

奋发有为、攻坚克难的节拍愈发激越……

以“踔厉之姿”奋斗在乡村振兴
路上

“又来了几个订单，还得再忙一阵

子。”“现在的果子味道好，回头客特别

多。”一大早，在铜梁区旧县街道宋坪村，

邓代青正熟练地拿着网络订单安排货品

分发、打包装箱事宜。

今年35岁的邓代青是土生土长的铜

梁人。2019年5月，她带着对农村的特殊

感情返乡创业。通过电商直播，把铜梁的

乡土文化，自然风光推广到互联网，让全

国各地的人更多地了解铜梁，帮助本地村

集体和农户增收近100余万元。2021年

9月，她被铜梁区农业农村委评为致富带

头人；2022年 10月，被铜梁区农业农村

委评为十大新农人；2023年5月，被共青

团重庆市委、市农业农村委选树为首届

“重庆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

“党和政府为我们青年人返乡创业提

供了很多支持。”这三年来，邓代青参与和

见证了家乡的变化。“希望通过短视频直

播来传递正能量，宣传家乡美，让家乡的

农产品走出去，让外面的人走进来，让家

乡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重庆邓姑娘”返乡创业的故事，是铜

梁大力推动青年助力乡村振兴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部署，团铜

梁区委积极打好“青春牌”，引导青年人才

入乡、爱乡、留乡、兴乡，融入乡村振兴主

旋律。前不久，正式与中国邮政重庆铜梁

区分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助力“青

耘重庆”助农直播活动，发挥“互联网+”

优势，提升农产品销售规模，让更多的青

年站上乡村振兴的大舞台，推动区域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

擦亮“青”字号品牌，实施“志愿山城”

行动计划，组织青年建功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注入青春动能

……如今，越来越多的龙乡青年肩负起时

代重任，为乡村振兴添砖加瓦。

以“青衿之志”拼搏在产业创新
路上

铜梁是重庆主城都市区“桥头堡”城

市，处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中轴线上的

关键节点，近年来，铜梁区正在聚焦新型

储能赛道，不断引进龙头企业，打造“中国

西部新型储能产业高地”。

在现代工业发展中，储能是实现“双

碳”目标的关键技术，加快发展新型储能

产业，既符合重庆产业发展方向，也有利

于铜梁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海辰储

能与铜梁因此结缘。

“海辰是个年轻的公司，我们这里平

均年龄28岁左右。”海辰储能重庆电池工

厂总经理叶蓁从事储能锂电池设备工艺

研发相关工作已超过8年。穿上工作服、

进入生产线，36岁的他认真地对技术层

层把关。

据叶蓁介绍，为解决技术型人才紧缺

问题，公司开展了“师带徒”“老带新”人才

培养活动。在他看来，未来要加大培养新

材料行业“一技多能型”青年人才。同时，

年轻人要保持学习的热情和动力，扎根生

产一线。

今年，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

作用，铜梁共青团在各行业领域选树了

100名“青年先锋”，用榜样的力量引领青

年成长。叶蓁作为铜梁区优秀青年企业

家成功获选。

时代的责任赋予青年，时代的光荣属

于青年。

作为重庆主城都市区发展的重要板

块、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节

点，铜梁以创建国家级高新区为引领，持

续壮大总量、提升质量。支持青年成长成

才上展现新作为、创造新业绩。广大龙乡

青年企业家创业、青年科技人才创新、青

年技术工人创效，形成了一支锐意创新、

敢打敢拼的青年先锋队。在建设活力龙

乡、打造能级更高支撑更强的产业高地

上，青春的力量愈发澎湃。

以“奋楫之力”扬帆在文旅发展
路上

或欢乐飞腾，或跳跃登高，或追逐戏

珠……在10余位舞者支撑下，铜梁龙以

游、盘、翻、滚等多种技法展现出动中有

韵，静中有势的龙韵，美不胜收。

铜梁龙舞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体现了团结合力、奋发向上的精

神。作为新时代青年，铜梁龙艺术团副团

长刘珊和她的队员们，正用自己的力量当

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宣传者和传

承者，让“铜梁龙”真正“活”起来。

“初中开始第一次接触铜梁龙舞《荷

花龙》，加入铜梁龙艺术团后，对非遗的传

承有了更深的认识。”

作为龙乡儿女，刘珊不断创新表现

形式，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承推广铜梁

龙舞，将铜梁龙“非遗”龙舞与舞蹈相结

合展示另一种龙舞的魅力。同时，结合

铜梁龙舞的特点，不断加强“非遗”传统

龙舞与舞蹈艺术相结合，创造新的龙舞

新形式，在赓续龙乡精神、传承非遗文化

上作出重要贡献。

在铜梁，像刘珊这样的青年还有很

多。

文旅胜地建设的最前沿，他们踊跃参

加龙灯艺术节、“一镇一主题”乡村节会，

当好旅游形象大使，让一条龙舞动大产

业，传承非遗文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本地老

百姓就业增收。如今，龙文化发展载体不

断夯实，龙文化旅游名城的名片正在走向

世界。

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

天。近年来，铜梁坚持农文体商旅融合发

展，着力打造活力经济，实现文化体育旅

游高质量发展，广大青年乘势而上，奋楫

笃行，做理想信念坚定、传承红岩精神、矢

志为民造福、引领时代风尚、勇于追求卓

越的新时代好青年，铜梁文化旅游产业正

奔跑在高质量发展路上。

时代呼唤青年担当。未来，共青团铜

梁区委将坚持以打造“青春建功新重庆”

总品牌为载体，以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为

抓手，以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团组织

建设为牵引，自觉把青年工作放到中国式

现代化宏大场景中谋划推进，团结带领铜

梁广大团员青年冲锋在前、担当作为，为

建设现代化新铜梁贡献更多青春力量，在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建设中绽放青春光

彩。 刘玉珮 马菱涔 赵胤越

据《重庆日报》

铜梁 发挥“头雁”效应 聚青年之力建设活力龙乡

登记、签字、发放分红……日前，荣昌

区清江镇河中村村民欢聚一堂，分享今年

上半年的收获。得益于集体经济产业强劲

发展势头，河中村今年已累计收入近13万

元。

“能过上如今的幸福生活，要感谢党的

好政策。”见证了河中村的一点一滴变化，

村民陈孝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道出自

己的想法，“上什么项目、怎么发展，大伙儿

一起商议、一起干，我对河中村产业前景很

有信心。”

陈孝良口中的“好政策”，正是该村实

施的“三变”改革。

2018年，河中村搭乘“三变”（资源变

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改革试

点的“东风”，围绕“‘三变’+农旅”融合

发展主线，探索出了“三变改革+十股”的

利益联结模式，以土地入股、房屋入股、

基础设施入股等10种股权方式，既让村

民在自家土地上领工资、在多种渠道中

取得效益，也为企业入驻乡村提供了新

方案。

吃过晚饭，村民们不约而同来到河中

岛“稻田艺术剧场”，或伴随音乐跳起广场

舞、或携手漫步林间小道，发自内心的幸福

溢于言表。

“而两年前，这里仅是一片寂静的稻

田，除了农忙时节，很少有人过来。”陈孝良

由衷感慨道，“现在经过村集体的打造，稻

田‘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开放的人文空间，

不仅环境优美，而且设施齐全，大家都把这

里当成集体活动的中心。”

这样的改变，还得从稻田旁的民宿说

起。

顺着陈孝良手指的方向，记者走进一

栋红色建筑——“稻里趣筑”民宿，新修的

楼房干净明亮，客房内各种基础设施一应

俱全，院坝里种满了各种花草，受雇村民力

良华正在给植被修剪枝条、浇水。

“今天有个企业来搞团建，6间房全都

预订完了，我得赶紧把房间收拾出来。”力

良华带着记者来到二楼的客房，一边介绍，

一边整理房间。她表示，仅这个月，民宿预

订加上定餐，营业额达8万元。

河中村党支部副书记李仕友告诉记

者，“三变”改革过程中，河中村探索运用

“保底+分红”的方式，鼓励村民用闲置房

屋入股，村集体出资装修后再招商运营。

“稻里趣筑”民宿就是其中之一。

李仕友说，“‘稻里趣筑’民宿曾是闲置

农房，几年前，屋主雷久亨以闲置房屋20

年使用权，折价10万元入股村集体民宿项

目，每年保底分红5000元。”

随着民宿的开业，一旁的稻田也跟着

热闹了起来，修建人行便道、凉亭廊道……

“稻田艺术剧场”应运而生，实现了集体有

收入、村民有分红、乡村有人气的多方共

赢。

“‘稻田艺术剧场’的修建，不仅是为了

方便村民，更是为了引来游客，留住游客，

从而走上以旅兴农的集体经济发展之路。”

李仕友指着“稻田艺术剧场”上巨大的蝴蝶

标识说，“就像这个，几乎每位来此的游客

都会与这只蝴蝶合影，它也成为河中村旅

游的又一张‘名片’。”

民宿产业，只是河中村发展集体经济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河中村还利用岛上

资源，组织村民大力发展枇杷、桂圆等水果

产业，并不断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产业发

展助力。

“从前村民销售枇杷、桂圆，大多靠肩

挑背磨运出去，或者由商贩统一收购外销，

虽然产量高，但效益却一般。”李仕友说，

“如今，村集体投入资金，不断完善配套设

施、申报绿色产品认证、设计统一包装，既

方便产品‘走出去’，又帮助游客‘引进

来’。”同时，河中村还把村名组织起来，举

办水果采摘节等活动，擦亮农旅融合发展

名片。目前仅是发展水果产业，便能带动

村民每年增收90余万元，村集体增收2万

元。

这样的“甜头”还有不少。如河中村采

用运营与固定资产投资剥离的发展模式，

将河中岛广场、草坪等景观设施使用权入

股，引进北京道可道团队合作发展农耕研

学项目，实现每年分红收入3万元；集体经

济融资20万元，入股重庆百合益文化用品

有限公司，共同生产、开发旅游纪念品，约

定村集体每年保底收益4.8%，利润分红不

少于3.6%……

在“三变”改革的引领下，河中村盘活

了“闲置资产”，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先后成

立了荣昌区河中岛旅游开发有限公司、荣

昌区河中村产业经济发展协会、重庆河中

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三才土地流转

股份合作社等，发展了旅游开发、土地流

转、民宿经营等多个项目。去年，该村集体

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

如今，放眼河中村，果园里棵棵果树正

养精蓄锐等待硕果丰盈，平整连片的高标

准农田里高粱正随风起舞，干净整洁的乡

村小道与一个个生机勃勃的产业相衬，处

处激荡着农旅融合的铿锵鼓点。

据《荣昌报》

荣昌区清江镇河中村

“三变”领航 激活村集体经济“一池春水”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