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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强特色产业 激活乡村“源头活水”

乡村振兴的首要任务是产业振兴。

近年来，我区围绕“全产业链、功

能拓展、数字赋能、平台支撑”发展思

路，以种植、研发、加工、储运、营销等

环节为重点，扩大优势农产品市场规

模，加快形成品牌效应。

目前，我区已建成绿色精品稻米

基地 7万亩，推进 1.3万亩大树茶基

地、1.1万亩蓝莓基地提质，有力推动

“南川米”、大树茶和蓝莓“一主两辅”

乡村产业实现链条延伸、富民兴村。

去年，我区进入首批全国文化产业赋

能乡村振兴试点名单。

近年来，我区从加强水稻品种管

控、推进示范片建设、强化品牌效应等

方面推进“南川米”产业发展。“南川

米”先后获评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登

记，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被评

为“中国十大好吃米饭”，获重庆十大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我区《以“稻”

为媒开辟乡村振兴新“稻”路》获全国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典型经验做法。

在大观镇龙川村的蓝莓产业园数

据管理中心，该基地每块土地的水肥、

灌溉、产品数据、产量等均实现智能化

管理。目前，我区已建成蓝莓组织培养

育苗实验室，1.1万亩蓝莓标准化种植

基地和蓝莓加工厂，并配套建成1万吨

冻藏冷冻库，同时围绕蓝莓良种繁育、

规模种植、休闲采摘、预冷保鲜、深度加

工、品牌营销、旅游观光、食品开发、包

装物流等链条环节，持续推进建链强链

补链延链，现已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蓝

莓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区县，正努力建

设西南地区最大的蓝莓加工中心。

绿叶变金叶，深山出好茶。近年

来，我区围绕大树茶选种育种，持续开

展基础研究，为大树茶开发与利用打

下坚实基础，产出的大树茶，不仅销往

国内各地，更远销新加坡、美国等国家

和地区。一片“大树叶”逐步成长为年

产值1.5亿元的“大产业”，让古茶树变

成了“摇钱树”。

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提出“1343”总体思路，把现代农业作为三个增
长极之一，要求创建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壮大“一主两辅”乡村产业，
发展“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在促进特色农业提质增效上实现新

突破。
放眼南川广袤田野，振兴的种子已经蓄积力量奋力生长，踔厉奋发的

身影正在谱写乡村振兴“奋进曲”。

特色农业提质增效 打造“现代农业增长极”
记者 黎明

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产品车间。 资料图

水稻机收现场。 资料图

开展蜂农培训助力产业发展。 资料图

延链补链创牌 以科技创新赋动力

走进位于区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

的华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培育车间，

只见一瓶瓶白玉菇菌罐整齐地排列在

架子上，一簇簇饱满的虫草花长势喜

人……华绿生物食用菌项目是国家级

生态农业示范区智慧农业生产基地建

设项目，去年一期工程实现食用菌产

量1.5万吨，产值约1.5亿元。

截至目前，全区农业产业化龙头

企业达到 95家，其中市级及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 20多家，全区农产品

加工转化率为75%。

去年我区培育市农产品加工业

“双百”企业 2家，规上农产品加工业

总产值达到18.37亿元、增长10.5%，农

业全产业链建设获全市农业农村系统

第一季度、第二季度赛马比拼第1名。

金佛山方竹笋被誉为“笋中之

王”，但保鲜时间短成了产业发展壮大

的瓶颈。为突破制约，我区建成年产

1.5万吨蔬菜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季季

丰食品方竹笋液氮速冻加工项目，有

“冷”技术的加持，新鲜方竹笋和蔬菜

实现了供应自由。

方竹笋的冷链延长，是我区农业

产业科技赋能的一个缩影。目前，全

区建成智慧农业项目 6个，打造智慧

农业市级示范项目 2个，建成益农信

息社 217个。培育本土电商主体，实

现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5.2亿元，全区

农业新型经营主体中信息化技术覆

盖率达75%。

近年来，我区大力实施品牌农业

发展战略，创建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

产品 72个，着力打造了“南川米”“金

佛玉翠”“南川大树茶”“南川方竹笋”

和“南川鸡”五大知名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南川米”“南川玄参”入列 2023
年第一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

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

立足资源禀赋 以农文旅融合增效益

去年，“大金佛山 178环山趣驾”

环线火“出圈”，该线路将我区 14个镇

街 60多个村（社区）串联成线，实现了

旅游业整合发展，促进了乡村振兴。

随着热度的增加和配套的完善，“大

金佛山178环山趣驾”自驾游线路、南茶

春韵重庆生态大观园自驾游线路先后入

选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高标准蓝莓

示范基地、大树茶基地、方竹笋基地成为

农旅融合发展的热门打卡地；“大观原点”

入选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

“大金佛山178环山趣驾”环线逐渐成为

我区的“旅游线”“产业线”“振兴线”。

去年，我区新创建市级休闲农业和

乡村旅游示范镇1个、村3个，成功举办首

届茶旅文化节、第二届“千年金山红”大树

茶采摘节，在第五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

会上，我区获评“2023年全国特色魅力茶

乡”，茶旅融合促乡村振兴项目入选第三

届重庆市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例，木凉

镇汉场坝村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村。

接下来，我区将充分利用资源禀

赋，依托良好气候及生态条件，完善基

础设施建设、提高服务品质，因地制宜

将观光农业、休闲旅游、体验研学、避

暑康养、健康食品、户外运动、体育赛

事等进一步融入乡村发展，推动农文

旅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经营主体 以综合改革添活力

我区在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

建过程中，新型经营主体日益成为农

业经营的主力军。

近年来，我区通过规范提升农民合

作社、加快培育发展家庭农场、壮大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农业生产社会

化服务、培育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等举

措，扶大扶强新型经营主体，切实发挥

农业合作社的引领和带动能力。

截至目前，我区有农民合作社

1400多家，其中国家级示范合作社 6
个，市级示范合作社 26个，家庭农场

851家，其中市级示范场 17家，集约

化、专业化、组织化水平居全市前列。

同时，通过积极探索供销合作社、

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社（农商银行）

“三社”融合发展模式，形成了农业社

会化服务、农业生产、农产品销售、农

村金融协同发展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

体系。去年，我区成功获批市级农业

社会化服务创新试点区县。

强化人才保障。逐步完善“让人

才留在乡村、流向乡村”机制，鼓励高

校毕业生、复员退役军人、返乡农民工

等重点群体到乡村发展，已累计回引

各类人才2.2万人。同时，积极培育高

素质农民、农村致富带头人等，现高素

质农民超过8400人。

接下来，我区将加快实施新型职

业农民培训工程，推动能人、青年、务

工人员回乡村“四进三回”行动，让乡

土人才在增产增收中成长起来。引

进一批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壮大农

业社会化服务队伍力量，切实发挥

“土专家”“田秀才”在农业发展中的

主体作用。茶农在采摘大树茶。 特约通讯员 罗川 摄

大观镇标准化蓝莓种植基地。 记者 甘昊旻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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