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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头条

立足资源优势谋划生态产业

8月21日正午，一辆满载山泉水的货车从开州区满
月镇甘泉村印象甘泉山泉水厂驶出，目的地是城区某桶
装水供应点。

“要是按现在进度，今年村集体收入要翻番。”甘泉村
党支部书记、村主任李德祥在心里默了一下账本，笑了。

甘泉村平均海拔1400多米，从海拔1800米的高山
无人区流淌而下的山泉水质优良，由此得名“甘泉”。于
是，该村在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就地取“水”，建立桶装
水厂，发展“水经济”让集体经济“活”起来。去年，甘泉
村共销售20万桶矿泉水，村集体收入160万元。

这是我市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
从涪陵榨菜到奉节脐橙，从巫山脆李到潼南柠檬，我市深
挖“土”的优势，利用气候立体、生态优良等自然条件，培育
出一大批“生态宝贝”，一家家龙头企业飞速成长。

近年来，依托三峡库区中药材特色资源优势，重庆
三峡云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村集体、农民专业合作
社、种植大户建立“公司+基地+村集体+种植大户”模
式，建设中药材核心基地2.5万亩，年产中药材6000吨，
产值1.8亿元，带动村集体经济组织18个，农户2.4万
户，户均增收4800元，走出了一条中药材产业同农民增
收双赢新路。

重庆鸣创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洪则结合我
市“巴掌田”“鸡窝地”的实际，通过建立“公司+村集体+
农户”利益链接模式，探索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
问题。如今，该公司已为20多个村集体、3000多个种植
户等提供全程农业社会化服务，为确保我市粮食安全贡
献力量。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因地制宜做
好“土特产”文章，去年我市聚焦“3+6+X”农业产业

集群，在38个区县优选培育64个乡村“一主两
辅”生态特色产业，并成功创建荣昌猪、三

峡柑橘、脆李等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9个、产业强镇39个、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 12个，促进小农户与现
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

去年，我市生态特色产业综合产值5200亿元、增长
5.2%。

延长产业链打造新业态

炎炎夏日，位于潼南区的重庆檬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简称“檬泰生物”）柠檬加工车间里，一颗颗柠檬鲜果
经过洗果、冷磨、榨汁、精油提取、黄酮提取等工序后，蜕
变成柠檬精油、柠檬烯、柠檬汁、果胶等高附加值产品。

潼南是世界三大顶级柠檬产地之一，柠檬种植面积
达32万亩，年产鲜果28万吨。然而，柠檬鲜果市场价格
波动大，价格高的时候可卖到每斤10元，而市场行情低
迷时每斤仅能卖几角钱。

有效规避市场风险，柠檬深加工成为潼南的“解
法”。檬泰生物研发部相关负责人刘雁成说，近年来政
企间的合作不断加强，在政府牵线搭桥下，企业从种植
大户手中收购柠檬鲜果，并加工成各类柠檬产品，以此
提升柠檬附加值，实现了对柠檬的“吃干榨尽”，让小小
的柠檬果身价倍增。

同样尝到深加工甜头的，还有涪陵榨菜集团。“生产
的都是最近卖得很火的脆口榨菜，有发国内的，也有发
欧美的、东南亚的。为满足市场供应，工人们都是两班
倒，每天要生产加工几十吨榨菜。”涪陵榨菜集团总经理
赵平说，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涪陵榨菜的订单和销售
成绩单，均实现了较大幅度增长。

潼南柠檬、涪陵榨菜的推陈出新，是我市大力发展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真实写照。

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去年按照我市“33618”
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部署，重点打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目标。同时，出台“黄金10条”

“金融10条”等支持政策，培育100家领军企业、100家成
长型企业和100家服务保障型企业，组建了重庆江大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研究院、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
创新联盟等，构建起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四梁八柱”。

此外，为推动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今年初我市又提出培育打造梅见青梅酒、天友百特牛
奶等8大“爆品”。

通过一系列措施，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819.8亿元、同
比增长5.7%，增速在全市三大主导产业和三
大支柱产业中列第二，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发展势头强劲。

下一步，我市将深入实施“头羊计划”，
统筹抓好经营主体、平台载体、原料保障、
品牌打造、食品安全等关键环节，迭代完善
政策举措，力争今年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产值增长10%以上。

以农文旅融合赋能乡村产业

盛夏时节，重庆熙溪地农业有限公司
1000多亩蔬菜公园，人来人往，有采摘果蔬的游
客，有前来收购蔬菜的贩子……看到生意火爆，公
司总经理杨光燕一脸欣慰。

2008年，为了照顾家人，在广东打工的杨光燕回到位
于涪陵区龙潭镇的老家。后来，在朋友的建议下，她参加
了政府组织的电商培训，成了一位电商主播。2022年，看
到村民辛苦种出的蔬菜赚不到钱，杨光燕灵机一动，决定
带领当地200多位村民抱团打造集品质果蔬种植、休闲采
摘、观光旅游于一体的“菜臻多”蔬菜公园。

目前，蔬菜公园有西红柿、丝瓜等20多个品种，其
中12种蔬菜通过绿色认证。通过“公司+合作社”模式，
精品果蔬每公斤零售价达53.6元，且供不应求。仅去
年，“菜臻多”蔬菜公园的果蔬销售额就达3000多万元。

农文旅融合，可为传统产业赋能。市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认为，做好乡村产业，必须坚持以农为基、以文
为魂、以旅为脉，深入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不断提高生
态特色产业的附加值。

武隆区双河镇木根村通过“蔬菜+”，打造了蔬菜亲
子研学、采摘游、私人定制等业态，让木根村从一个高山
蔬菜村变为远近闻名的“网红打卡地”——如今，木根村
90%的村民办起了农家乐或民宿，一年接待游客4万余
人次，人均增收约5000元。

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除了农文旅融合“加持”外，
还必须加强产品研发设计、包装设计、品牌设计，抓好农
业生产“三品一标”建设，打造一批市场知名度高、溢价
能力强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截至目前，我市持续打造“巴味渝珍”“三峡柑橘”龙
头品牌，培优做强涪陵榨菜百亿级和奉节脐橙、潼南柠
檬、忠县忠橙、巫山脆李、荣昌猪等产值10亿级以上的
重点品牌。同时，支持打造“酉阳800”等新兴品牌，擦
亮“高山生态有机”农产品名片，升级一批“老字号”

“原字号”品牌，构建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品牌、企
业品牌体系等，进一步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值
和美誉度。

据新重庆-重庆日报

深挖“土”
做精“特”
打通“融”
重庆培育特色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重庆多山，山地丘陵面积占比九成多，

大规模发展农业受到了一定限制。但与此
同时，大山大江也馈赠了重庆丰富的物种资
源、多样的立体气候、良好的生态环境，在发
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乡村
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做深“土特产”文章，成为重庆推动乡村
产业提质增效的必然选择。

数说重庆发展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2023年
●我市聚焦“3+6+X”农业产业集群，在38个

区县优选培育64个乡村“一主两辅”生态特色产业，成
功创建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9个、产业强镇39个、国家

现代农业产业园12个
●我市生态特色产业综合产值5200亿元、增长5.2%

今年上半年
●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同比增长6.8%，脱贫群众人均纯收入同比增长12.5%
●全市规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819.8亿

元、同比增长5.7%，增速在全市三大主导产业和三大
支柱产业中列第二

●力争今年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值增长10%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