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名美亨公社巴南接龙蜜柚果园 4378491赞

第二名重庆寻梦园花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1178526赞

第三名潼南区特色水果品种示范园 1162106赞

第四名青羊镇猕猴桃生态园 888279赞

第五名重庆崃山生态乡村公园 494955赞

第六名重庆栈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482588赞

第七名禾谷里草莓小镇 406190赞

第八名金桂果园 394122赞

第九名三生三世桃花源 380624赞

第十名(渝)茂林果园 367625赞

第十一名重庆尊然果业有限公司万顺桃李园 352264赞

第十二名重庆市潼南区颜盛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331947赞

第十三名南川区远雪农场 310484赞

第十四名潼南黄桃采摘园 298000赞

第十五名云阳县厚发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向阳果园 283254赞

第十六名蚂蚁农场 263695赞

第十七名重庆稼宜鑫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悟源坡采摘园 213198赞

第十八名三奇湖柑橘观光采摘园

(重庆春桔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578赞

第十九名武隆猪腰枣采摘园 188152赞

第二十名三峡竹海火龙果基地 177438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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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排名

7月 31日 17时整，“点赞果园
展示风采”活动正式落下帷幕。在
这一具有标志性的时刻，我们共同
见证了一场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活动

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自7月10日启动以来，“点赞果园展

示风采”活动宛如夏日里的一阵清风，为
广大果园业主和市民朋友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与期待。活动伊始，其独特的主题和丰富的
内涵便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仿佛在向大家发
出诚挚的邀请，一同走进果园的精彩世界。

该活动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离不
开市农业农村委的精心指导，离不开相关部
门单位的大力协助，更离不开广大果园业主
和市民朋友的全力支持。尤其是各家果园积
极踊跃地参与，为活动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
力。他们精心筹备，将自家果园最美的风貌
展现出来，每一颗饱满的果实、每一片翠绿的
枝叶，都饱含着他们的辛勤耕耘和对果园的
深厚情感。市民朋友也纷纷响应，用实际行
动为喜爱的果园点赞加油。

此次活动共有300余家果园参与，犹如
三百多颗璀璨的明珠，在活动的舞台上绽放
出各自独特的光芒。它们来自全市38个不
同的区县，有着不同的规模和特色。有的果
园以丰富的品种取胜，比如排名第二的寻梦

园，蓝莓、桃子、李子和葡萄等琳琅满目的高山
水果令人目不暇接；有的果园凭借优美的自然
风光吸引众人，让人仿佛置身于田园诗画之中，
比如排名第四的涪陵青羊镇猕猴桃生态园；还
有的果园依靠先进的种植技术独领风骚，展现
出农业现代化的魅力，比如排名第一的美亨公
社和排名第三的潼南区特色水果品种示范园
等，美亨公社以400多万的点赞数一骑绝尘，让
人惊叹。每一家果园都有其独特的故事和魅
力，共同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果园画卷。

活动期间，共吸引了超过10万网友的热情
关注。他们通过重庆晨报微信公众号平台，跨
越时空的限制，领略到各个果园的风采。“姐妹，
快帮我给这家果园点赞。”“家人们，今天记得点
赞哦。”网友们积极参与点赞助力，亲友、粉丝、
员工等一切能动员的力量都被充分利用，为喜
爱的果园不断“摇旗呐喊”，形成了一个充满活
力和温馨的线上“交流社区”。

这种广泛的关注和参与，不仅让更多的人
了解到果园产业的发展成果，也为果园的未来
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思路。

“在活动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果园业主们
的团结协作和互相学习。他们在竞争中不断进
取，共同提升果园的品质和服务。”活动方相关
负责人表示，活动也促进了果园与市场的对接，
为水果的销售开辟了更为广阔的渠道，进一步

推动了果园产业的繁荣发展。同时，本次点赞活动占总评比结果的50%比重，后
面还有“专家评选”环节同样至关重要。除了前十名果园可直接获得“乡村振兴产
业大联盟”成员名额外，其余果园都要依据综合两轮结果最终评定，直至决出

“100个最美采摘园”。
活动方表示，“点赞果园展示风采”活动虽已结束，但它产生的影响深远而

持久。它不仅展示了果园的魅力和成果，也激发了人们对农业产业的关注和热
爱。下一步，将认真总结经验、弥补不足，并听取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和建议，
不断完善和提升，争取在未来举办更多更优质的类似活动，为我们的乡村注入
更多的希望与活力。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张玢 刘波

““点赞果园展示风采点赞果园展示风采””
活动圆满收官活动圆满收官

百家果园绽放魅力，共同开启产业新程

缘起凉山：埋下希望的种子

李峦松今年54岁了，2018年他与好友
一起成立了重庆尊然果业有限公司，“我父
母都是四川农业大学的教师，从小耳濡目染
了很多农业知识，但真正想从事农业还是因
为青年时期在大凉山的一次经历。”李峦松
回忆道。

上世纪90年代，刚上大学的李峦松作
为志愿者，陪同媒体一起到四川凉山州去进
行“希望工程”项目的宣传推广，在那里他目
睹了当地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与不
易，也见证了山区农业发展的巨大潜力与未

被充分挖掘的遗憾。李峦松回忆，印
象最深的是走访的一家农户，“三块
大石架起的一口铁锅是那个家里唯
一的值钱件。”时隔多年，他仍是满含
辛酸。

从大凉山返校之后，李峦松久久
不能忘怀：要是有更先进的农业技术，

他们的生活条件会不会好一点？从此，这
位看似与农田无缘的学者，心中便种下了一
颗改变山区农业面貌、助力乡村振兴的希望
之种。这一埋，便是二十年。

一朝筑梦：投资千万造果园

时光荏苒，转眼间，当初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也
步入了稳健的中年时

期，但他心中那份农业情怀却愈发浓烈。2014
年，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决定——
放弃城市中的舒适生活与学术成就，毅然决然
地跨界成为一名“农夫”。他带着对农业的热爱
与对现代化的追求，来到了重庆忠县，这片海拔
600米、光照充足、土壤肥沃的宝地，成为他实
现农业梦想的舞台。

十年间，李峦松和同样爱好农业的朋友们
先后建立了春吉果业、巴云农业、尊然果业。

其中，尊然果业是李峦松和合伙人在2018
年12月成立，公司的万顺优质桃李基地位于忠
县涂井乡最高峰牛头山下，近几年在当地党委
政府和上级各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共投资1000
万余元，建成忠县最早进行宜机化改造的果园，
基地道路、作业观光便道、打药管网、灌溉系统、
物理杀虫、远程监控等设施全部完善。

尊然果业的发展也带动全村果农及周边群
众的增收，特别是解决贫困户增收问题，是万顺
村脱贫的主要途径。“你们来的这几年，村里的
垃圾都不一样了。”李峦松说：“这是一位负责清
道倒垃圾的村民对我说的话，基地的建立，逐步
把务工的农民培养为一个个合格的农业产业工
人，悄无声息地改变着村子。”

十年耕耘：打造农业示范地

“农业现在仍是弱势产业，中国农业走向现
代化仅仅依靠农民是一定不够的。”在李峦松看
来，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不能仅靠农民自身的努

力，更需要科技、人才与管理的全面介入。
李峦松表示，适应未来的现代

化企业管理机制可以增强农业的抗风险能力。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李峦松说，十年来，他一直在

实践中思考，中国山区农业这条路究竟要如何走。他认为，农业复
杂，山区农业更复杂，像传统农业那样自给自足是很难发展的。山
区农业发展需要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提高农业机械化水平，加强
现代农业科技的应用，再配以适应未来发展的企业管理机制规模
经营。

十年的辛勤耕耘，李峦松深知，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实践与创
新。在万顺村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他不断探索适合山区农
业发展的新路径，致力于将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打造出
一个集品质、高效、生态于一体的山区农业示范基地。

他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万顺村将成为忠县乃至整个三峡库
区的一颗璀璨明珠，吸引更多游客前来体验乡村之美，感受农业之
魅。而他本人，也将继续以一名“农夫”的身份，默默耕耘在这片充满
希望的土地上，为山区农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张玢 陈红莉

““博士农夫博士农夫””十年筑梦十年筑梦
探出山区农业发展新出路探出山区农业发展新出路

有这样一个人，他西装革履时，是商界学界的精英；他戴上草帽踏入田
野，便是那最懂土地的智者。李峦松，这位手握博士学位的学者，在过去的十
年间，跨界成为一名深耕山区的“农夫”。在重庆忠县这片充满生机的土地

上，李峦松用自己的行动探出了一条山区农业发展的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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