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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篇重庆篇

举目世界，像重庆这样大山大水、大城大乡、大开大合的城市，难觅第二座。山水美景固然多
姿多彩，山高坡陡、地块散碎，却也是横亘在农业现代化征程上的巨大挑战。如何在“巴掌田”“半
山坡”上发展现代农业？如何在高山峡谷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如何把自然禀赋劣势转变为独
特的产业发展优势？重庆坚持因地制宜、重点突破，选准并走出了一条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路子，全
力推进现代农业发展，全力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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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重庆市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李花开遍长江两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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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产于重庆市荣昌区的世界八大、中国三大优良种猪
之一的荣昌猪。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邓俐

巴渝多山，一山望一山；巴渝多水，一水带一
水。重庆拥有近 8 万平方公里的山地丘陵和 510 条
流域面积超过 50 平方公里的河流，是名副其实的

“山水之城”。
“大城市”与“大农村”共生、“大山区”与“大库区”

并存是重庆特有的标签。山水纵横的天然地理环境，
有限而零星分散的“一亩三分地”，乡村要振兴、农业
要发展、农民要增收，重庆该如何破题？

时代出考卷，自有破题人。党的十九大以来，
重庆市委、市政府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和全市“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将乡村振兴和
城市提升作为全市全局工作两个基本面，把乡村
振兴作为重庆发展的最大潜力，把城乡融合作为
重庆发展的最高境界，坚持既取势更取实，以实干
促振兴，把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
庆大地上。

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上，重庆以做大做强涉农特
色产业为突破口，推动产业“接二连三”，加快乡村振
兴步伐，谱写了巴山渝水新的篇章。

产业振兴夯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时指出，要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精准落实“五个振兴”要求，做好新时代三
农工作。为此，重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立足
实际，因地制宜制定了具有重庆特色的“路线图”，挂
图作战，打表推进。

2018年，乡村振兴开局伊始，重庆出台关于聚焦
乡村发展难题精准落实“五个振兴”的意见及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规划和行动计划；2020年，《重庆市乡村振
兴十大重点工程实施方案（2020-2022年）》提出，用3
年时间实施乡村振兴十大重点工程；今年以来，《中共
重庆市委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关于推动脱贫
地区特色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继出台。

细看这些具有导向意义的政策文件，你会发现，重
庆把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主要着力点，强调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的基础。

2017年7月以来，重庆市坚持以深化农业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进一步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
大力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实施“十百千”工
程，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

——十，就是重点发展柑橘、榨菜、生态畜牧、生
态渔业、中药材、茶叶、调味品、特色水果、特色粮油、
特色经济林十大山地特色高效产业集群，打造 20个
重点现代农业产业园；

——百，就是培育100家以上年产值超过1亿元
的加工龙头企业，打造10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千，就是培育 1000家农业专业合作社示范
社，建设1000个“一村一品”示范村镇。

以“十百千”为统领，重庆市委、市政府要求各区
县要因地制宜，各镇村一业为主、多种经营，产业进山
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牧则牧，主攻山上、林下、水中、
气候经济，在差异中找准特色，在协同中迈向现代。

与此同时，充分考虑区位条件、市场需求和资源
禀赋等因素，重庆谋定“一区两群”协调发展的产业格
局——主城都市区，打造粮油保供基地，重点发展现代
都市农业、乡村休闲旅游业和农村电商服务业，推动农
业“接二连三”；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做强“三峡农
家”山地特色高效农业，成片成带成规模建设柑橘
（柚）、脆李、草食牲畜、生态渔业等现代农业产业园；渝
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以“文旅+”为中药材、茶叶、烤
烟、特色经果林、调味品、生态畜牧等特色产业“链条
化”赋能。明确提出，在稳定粮食生产基础上，重点建
设全球最大的榨菜种植加工基地和火锅调料生产加工
基地，全国重要的冬季蔬菜和高山蔬菜基地、最大的晚
熟柑橘生产基地，建设中药材生产基地和国家现代畜
牧业示范区，打造三峡库区天然生态渔场。

原本在重庆大学工作的退役军人秦兆宏，现在的
身份是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的橘农。返乡创业 12
年，秦兆宏不仅把血橙种到了3000多亩，卖到了马尔
代夫，还带动全村 59户贫困户如期脱贫，荣膺“重庆
首届杰出英才奖”。

以秦兆宏为代表，大量的资源要素在“十百千”工
程的引领下迅速渗透进产业链条的各个环节，形成了
一批现代农业产业园、产业带。沿长江经济带发展柑
橘370万亩，三峡库区和武陵山区种植中药材超340万
亩，涪陵、万州、丰都等区县发展榨菜190万亩，石柱、江
津等区县建成调味品基地178万亩……潼南柠檬、巫
山脆李、武隆高山蔬菜、巴南花木、南川蓝莓、梁平蜜
柚、垫江晚柚等一大批特色产业竞相在群山间怒放。

提质增效强支撑

在大区域层面的合理布局，基本保证了散布在
山间的产业既能立足优势资源禀赋，又不脱离市场盲
目发展。

具体到每一个小气候中，重庆在“干什么、干多
大、怎么干”等方面，强调“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
价钱”，具体为：

——小规模，立足“小而精”“小而美”。坚持一
业为主、多种经营，精心种好每一寸土地。比如涪陵
区南沱镇睦和村，土地资源有限，但春有枇杷、夏有荔
枝、秋有龙眼、冬有脐橙，虽然规模都不大，却各有特
色、小而不弱。

——多品种，多样化发展。利用山地资源环境
呈现多样性的特征，“多品种”发展。比如奉节实施低
山布局脐橙，中山布局油橄榄、小水果、蚕桑，高山布
局中药材、蔬菜、烟叶的产业发展方案，产业结构不断
优化升级。

——高品质，着力品种、品质、品牌建设。比如
巫山脆李，目前已种植高品质的脆李 28 万亩，成为

“中国脆李之乡”，去年其品牌价值增至19亿元以上，
蝉联全国李类品牌第一。

——好价钱，产品要卖得远、卖得好。比如开州
区谭家镇建起西南地区最大的冷水鱼生态流水养殖
场，销量好、利润高，一个直径10多米的鲟鱼池，平均
年产值可达百万元。

放眼如今的巴渝，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不断
提质增效。

粮食种植方面：坚持以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
农产品生产保护区为重点，加快推进高标准农田建
设，目前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301万亩，提前完成目
标任务的114.1%。

特色农业方面：大力发展柑橘、榨菜等十大特色
产业，目前种植面积累计达到3100万亩，全产业链综
合产值达到 4500 亿元。全市成功创建起潼南（柠
檬）、涪陵（榨菜）、江津（花椒）、奉节（脐橙）、万州（种
养循环）、丰都（畜禽）6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市
现代农业产业园面积达到 750万亩，综合产值超 800
亿元。

产业融合方面：农产品加工加快发展，生态旅
游、养生养老、乡土文化等新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农
村电商增势迅猛，3年来，农产品加工产值、乡村旅游
综合收入、农产品网络零售额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通过 3年多的不断努力，全市农业产业日益兴
旺，乡村振兴底气更足。一产“接二连三”、全链条式
发展，推动产业业态由“单一农业”生产向“三产融合”
发展转变，特色产业已成全市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盘活资源鼓腰包

前段时间，迁居丰都县城多年的村民廖德银从水
宿山行民宿管理有限公司领到了今年的租金，一共
4000元。“没错，是4000元！”廖德银数了两遍，把钱放
进包里，笑着连声说感谢。

廖德银从未想过，乡下闲置的老屋竟然在发展

乡村旅游的大潮中变成了可以生钱的“金娃娃”，不
仅可以直接收取房屋租金，民宿公司还承诺将 8%的
利润分红给村民和村集体，这样，年底自己还能有一
笔收入。

山清水秀、良好生态，既是重庆的特色，也是重庆
的优势。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过程中，重庆强调念好

“山字经”，用好生态这个“宝贝”，以“生态+”的理念
谋划发展，以“+生态”的思路发展产业，扎实开展农
村人居环境“五沿带动·全域整治”行动，强力推进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大力发展生态农业。

廖德银所在的丰都县三建乡绿春坝村，将闲置
撂荒坡地统一集中发展花卉、笋竹等高经济附加值
作物，人均纯收入由 2017年的 9344元增长至 2020年
的 12685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由一片空白增长至 5.9
万元。

“山内山外两世界”，是当年廖德银搬迁到县城后
的直观感受，按照三建乡乡长任正义的形容，“烂房
子”“粪坨子”“光脚丫子”把绿春坝村过去的穷脏乱差
描绘得淋漓尽致。

但现在，廖德银的看法改变了。2018年，当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和“三变”改革如期而遇，在脱贫
攻坚和乡村振兴的号角声中，绿春坝村呈现出“沉睡
的资源活起来、分散的资金聚起来、增收的渠道多起
来、群众的日子好起来”的乡村新气象。廖德银坦
承，当年自以为“光荣”的搬迁，已成为当地村民茶余
饭后的谈资。

而在不久前，石柱县中益乡新一批农家乐也签好
协议、筹备开业了。这些农家乐的构成是典型的“农
户+集体+企业”模式，即：当地农户拿出空置房，农旅
公司负责设计、推广及技术、服务指导等，村集体则负
责协调等事宜；收益由三方按协议及贡献大小进行分
配。据测算，农民每年每户将因此增收5000元。

不只是丰都、石柱，武隆、彭水、黔江等区县也在
此方面进行了一些有益探索。2020年的数据显示，疫
情之下，武隆、彭水、黔江的旅游总收入仍分别达到
180亿元、143.6亿元、144亿元。

近3年，全市“空壳村”占比下降了73.1个百分点。
5年来，农民年人均收入增加近6000元，达到16361元，
190.6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农村社会和谐稳
定，农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朝着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
足的未来，重庆市委、市政府精心部署，狠抓落实，持
续提升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能力、全面提高农
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新机遇，共同构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新格局。

新希望播种在广袤田野，新动能孕育在美丽村
落。一首清脆动听的乡村振兴新曲，正在巴山渝水间
奏鸣、回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