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月的涪陵，春和景明。

此时，漫山遍野的青菜头丰收

季刚过，上万亩荔枝林便逐渐

告别繁花，“妃子笑”“带绿”

“绛纱兰”“糯米糍”等数个品

种的荔枝迎来成果季。

2018年全国两会期间，涪

陵榨菜、荔枝、龙眼曾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一方水土生一方物

产，涪陵凭借优良的农业生态

环境孕育出一大批“涪陵宝

贝”，它们助推着当地百姓安稳

致富，见证了浙江对口支援农

业发展的山海情深，当下更是

成为涪陵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

“产业宝贝”。

春风正劲好扬帆。当前，

涪陵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认真落实市委、市政府

决策部署，聚焦乡村全面振

兴，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

验，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持续稳定增加农民收入，

奋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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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1992年，
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号召中央国
家机关、单位和全国有关省市对口支援
三峡库区移民安置，拉开了全国对口支
援三峡库区的序幕。自此，浙江、涪陵两
个相隔千山万水的地方结下亲缘，紧密联
系在了一起。

2023 年 8月，“稳增收 树品牌 促
振兴——2023浙江对口地区消费帮扶
集中展销活动暨平台启动仪式”在位于
杭州的山海共富农优产品展销窗口举

行。作为浙江对口支援地区，涪陵组织
20余家涉农企业，带去了20余个品牌
共 120 余款农产品。琳琅满目的优质
特色农产品深受采购商及消费者的青
睐，进一步提升了“涪陵产”特色农产品
的知名度、美誉度。

三峡笋业公司生产的竹笋产品就在
参展之列。据介绍，公司目前建成竹产业
示范园4337亩，竹产业丰产基地5578
亩，拥有年产2万吨竹笋加工厂，竹笋相
关深加工产品年产值约3500万元。

“公司能取得今天的发展成果离不开
浙江的农业科技帮扶。”三峡笋业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2014年，浙涪对口支援科
技项目“笋用竹丰产栽培及深加工技术研
究与示范”开始实施。来自浙江的中国林
科院亚热带林业研究所科研团队走进公
司的竹林基地一线，为了解决管护、培育
等技术短板，最终研发出“麻竹高效培育
技术”。在1020亩的技术示范应用中，产
量由应用前的600斤/亩提高到3000斤/
亩，增产增收效益显著。此外，科研团队

帮助公司开发竹笋新产品“清水笋、火锅
笋、调味笋”三大类20个新品，有效地助
推企业打开更广的市场空间，进一步增强
市场竞争力。

产业是一个地方发展的根本，三峡移
民后，如何解决库区产业空心化问题，是
涪陵库区面临的重要问题。“对口支援启
动之初，浙涪两地就准确把握产业发展的
核心命题，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涪
陵区相关负责人说。

三峡笋业的案例只是浙涪协作的一个
缩影，类似的农业科技交流合作项目不胜
枚举。

如，浙江省农科院农科种业公司在蔺
市街道及周边乡镇发展水稻制种面积
9200亩，总产230万公斤，增加当地农民
收入800万元，带动了制种产业的发展和
水稻的增产增收，农户收益从平均1200
元/亩提高到2700元/亩。

浙江省科技厅帮助涪陵区引进优质
蚕、桑品种，通过试验示范，蚕茧单产每张
可以提高8公斤，仅此一项使蚕农增收近
百万元。

……
沉甸甸的成绩单，彰显着浙江人民对

涪陵的倾情支援。
时间是最好的见证者。随着一个个项

目落地生根，一项项科技广泛推广，32年
来，浙江积极为涪陵引进农业龙头企业和
优良品种、先进技术、先进经营管理经验，
有力地带动涪陵农业“造血”发展，延伸了
特色生态产业链条，为涪陵高质量发展注
入勃勃生机。

发展荔枝龙眼种植 三峡移民安稳致富愿景成实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南沱因地处长江南岸，长江流过半
岛形成回水沱而得名，是一个三峡移民
大镇。走进镇上的睦和村，龙眼、荔枝、
枇杷、脐橙等果树随处可见，呈现出一派
欣欣向荣的景象。

上世纪九十年代，睦和村属长江三峡
库区重点淹没移民村。“当时村里一半的

耕地淹没了，村民都很关心村子发展的路
在何方。”南沱镇副镇长刘家奇回忆道。
为使移民迁得出、搬得稳，逐步能致富，上
岸渔民“稳岗能致富”，睦和村大刀阔斧开
展了产业结构调整和乡村产业人才培育。

龙眼和荔枝栽种最先进入了睦和村
的发展视野。据介绍，涪陵是适合种植
龙眼和荔枝纬度最北的区域，独具最晚
熟特色和优势，尤其南沱镇有着悠久的

荔枝龙眼种植历史。根据历史资料记
载，该镇的坪西岛早在明朝时期，就有从
湖广两地迁徙而来的居民将龙眼种子带
到这里，大规模种植。至今，岛上仍保存
着数百株百年龙眼树。

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南沱镇党委政
府的积极协调下，睦和村邀请区农委、区
科委、区科协等部门实地把脉，结合当地
资源禀赋和悠久的龙眼种植历史，提出

“先行先试打造100亩龙眼种植示范园，
以点带面丰富种类、扩大面积”的水果产
业发展思路。从此，睦和村走上了发展
经果林的道路，并带动全镇做大做强特
色水果产业。

自1999年三峡移民搬迁以来，睦和村
先后引进龙眼、荔枝、枇杷、柑橘等果苗，不
断丰富水果种类。如今，睦和村水果种植
面积近2600亩，水果总产值2千余万元，
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

2023年，睦和村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2.5万元，南沱镇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7.1亿元，实现了移民逐步致富、渔民
稳岗致富的愿景。

近年来，南沱镇种植的荔枝龙眼逐
步成为涪陵农业发展的一张名片。截至
目前，全区种植龙眼2.25万亩，产量4000
吨，产值4000万元；种植荔枝1.1万亩，
预计进入盛产期后，产量可达4000吨，
产值5000万元。下一步，涪陵将在“十
四五”期间围绕产业特色化、集约化、融
合化，做好古龙眼树保护，通过新建标
准化基地、改造提升低产果园、创建区
域品牌等一系列措施，打造长江上游晚
熟龙眼荔枝基地。

跨越山水浙涪牵手 带动涪陵农业“造血”发展

科创绿色同向驱动
唱响榨菜品牌带动农民增收

涪陵的低山丘陵拥有潮湿多雾的独特气候，自古就盛
产青菜头。百余年来当地人加以腌制生产，不仅制成百姓
餐桌上的一碟碟榨菜，还发展为百亿元产值的大产业。

“全区27个乡镇街，有23个乡镇街16万农户、60余万
人种植青菜头。榨菜不仅仅是带动农户增收的宝贝，更成
为了带动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涪陵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涪陵榨菜迎来生产“开门红”。截至目前，全区青菜头收
购加工全面结束，收砍面积73.8万亩，总产量190万吨，种植
纯收入超21.8亿元，全区农民人均种植收入3224.5元。

2023 年，重庆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列为全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的三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
集群之一。涪陵榨菜产业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为了确保榨菜这项“百年”传统产业在新时期发挥新优
势，涪陵坚持“科创+”“绿色+”双驱发力，持续推进智能制
造赋能、绿色高效生产、未来产品研发，加快建设“大基地+
精加工+强商贸+高科技+深融合”的绿色榨菜全产业链。

推进智能制造，数字化发展提速。支持企业改技术、改
工艺、改设备，推广自动淘洗、切分、脱盐及无菌包装、高温
杀菌等生产工艺，全区榨菜企业自动化生产比例达95%以
上。深度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加快建设服务
于涪陵榨菜产业在日常数据采集分析、智能监测管理、智慧
决策指导、交易共享赋能于一体的“榨菜产业大脑”。

强化产品研发，增强市场竞争力。发挥企业创新主
体作用，强化校地、院地合作，建好“川渝共建中国酱腌菜
科技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和国家级、市级榨菜产业技
术研究院。引入低盐腌制技术，开发低盐榨菜产品，含盐
量从12％降到3％。探索共建榨菜未来食品开发研究室
等重点实验室，开发符合消费升级趋势的休闲榨菜、预制
榨菜、高钾低钠方便榨菜等未来榨菜新产品，推出4大系
列100余个品种，“脆口”系列休闲食品成为“网红美食”。

推动绿色生产，守护好绿水青山。坚持从源头上治
理榨菜废水，研发榨菜筋皮无害化处置技术，二次利用制
作成生物颗粒燃料和饲料添加剂，废水经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实现100%达标排放。引入推广MVR蒸发浓缩技
术，探索榨菜盐水回收利用“变废为宝”，年产榨菜酱油5
万吨，新增产值8000万元。

2023年，涪陵实现榨菜产业总产值141.16亿元，成
为重庆市农村经济中产销规模最大、品牌知名度最高、辐
射带动能力最强的优势特色支柱产业。

产业兴则乡村兴，产业强则百姓富。在涪陵广袤的绿
水青山间，结出累累硕果的“涪陵宝贝”，不仅是土地和劳作
的回馈，更诠释着涪陵对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坚持。

善谋者行远，实干者乃成。在这个春天里，涪陵再次
迈出新步伐，加快升级打造以榨菜为主导的“1＋2＋X”现
代农业产业体系，进一步推动产业振兴、百姓安居、生活
富裕，一幅村美人和共富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正在涪
陵大地徐徐展开。

用好用好““涪陵宝贝涪陵宝贝””推进推进产业富民产业富民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蹲点调查·涪陵篇

南沱镇睦和村

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荔枝喜获丰收

涪陵榨菜自动化生产线

青菜头收砍南沱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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