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武隆武隆 依托山地特点 发展高效农业

山岳起伏、沟壑纵横、耕地
破碎、保水不易、土质贫瘠……
拥有典型喀斯特地貌的武
隆，传统农业一直是经济社
会发展的短板。

走进新时代，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成为时代新命题。
如何扬长避短，把农业做上
去，让经济强起来？武隆大
力发展以高山蔬菜为代表的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实现破
题。

“七山一水二分田”形象
地道出了千百年来，桎梏武
隆农业发展的地貌环境。既
然七分是山，那就干脆依山
顺势，把山变成金山……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同时，产业兴旺也是乡村振兴战略列在首
位，最为基础、最为关键的任务。武隆紧扣
时代主旋律，以农业产业发展助力精准脱
贫，促进乡村振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武隆强化规
划引领，围绕“2+6+N”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和乡村旅游、电子商务、乡村加工业等
新产业新业态，精准规划扶贫产业，确保实
现每个乡镇有3-5个特色主导产业，每个
村有2-3个骨干支柱产业，每户农户有1—

2个稳定增收项目。选派514名产业发展
指导员定期指导贫困户发展产业。

同时，强化政策支持。先后研究制定
了《武隆区推进乡村振兴行动计划产业扶
持办法》《后坪乡深度脱贫攻坚农业产业扶
持办法》《武隆区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
业发展项目扶持政策》，每年整合涉农资金
近2亿元，特别用于支持贫困村、贫困户发
展扶贫产业。

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是农业产
业化经营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因素。武隆

积极推广“双对接双选择”产业到户机制，
有劳动能力和发展意愿的贫困户实现产业
全覆盖。按照农民积极参与、普惠加特惠
的原则，通过资产收益、土地流转、资金入
股、房屋联营、务工就业、产品代销、生产托
管、租赁经营等8种方式，促进扶贫产业发
展与贫困户利益联结。通过大力发展农村
集体经济或做强市场主体，带动无劳动能
力的贫困户发展。

精准脱贫与乡村振兴一脉相承，层层
递进。武隆强化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有

机衔接。重点在规
划、政策、工作、保障等四
个方面，积极探索具体衔接
措施，并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乡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改善和提升、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乡村人才建设、城乡融合发
展。今年，武隆被市委、市政府确定为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试点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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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华阳国志·巴志》记载表明，早在3000
年前，武隆便已是优质的产茶区。近年来，武
隆将茶叶产业作为引领群众脱贫致富，实现乡
村振兴的主导产业进行打造。通过“公司+合
作社+农户+基地”的模式，引导整个产业链健
康发展。同时，积极探索茶旅融合发展之路。
以“仙女红”为代表的高山茶产业，成为当地农
业发展的特色主导产业。

武隆的优质高山茶，以产自白马山的“仙
女红”代表。“仙女红”富含氨基酸，维生素，矿
物质等营养成分，并含有红茶特有的茶氨酸，
茶黄素，茶红素，茶碱，茶多酚等功效成分。其
中茶黄素含量达到 0.8%，茶红素含量到达
6.5%。并具有茶汤甜香、色泽红艳、回味绵长
等特点。先后获国家有机食品认证、重庆“三
峡杯”红茶金奖、第二届国际茶博会“品鉴用
茶”等殊荣。

近年来，武隆通过政府推动、市场拉动，茶
叶产业得到较快发展。按照“东绿西红”区域
分布，初步形成以白马山片区、桐梓山为片区
重点的“一红一绿”两大茶叶产区，建成桐梓、
后坪、白马、赵家、土地五大高山茶叶生产基
地。

目前，武隆茶园面积达6万余亩，可采摘
面积近3万亩，茶鲜叶总产量为2900吨，毛茶
产量717.6吨，其中：绿茶产量301.4吨，占茶
叶总产量42%；红茶产量416.2吨，占茶叶总
产量58%。全区茶叶综合产值3.4亿元。

同时，茶叶加工能力快速提升。全区共发
展8个茶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其中市级龙

头企业1个，区级龙头企业7个，发展茶
叶农民合作社23个，茶叶企业年茶叶
加工能力突破1000吨。

今年6月，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茶学家陈宗懋在武隆建立
“院士茶叶工作基地”。同时，
他和中国工程院院士向仲怀联
合在武隆建立“茶、桑资源综合
开发创新中心”。两位院士级
专家的助力，为武隆茶叶产业
发展再添新动能。

武隆区农业农村委主要负责
人表示，武隆将继续依托科技资源

和茶产业既有优势，通过集成技术、
集约项目、集中力量，高标准打造“重庆

原生态、纯天然的高山茶区”，构建全区“一绿
一红一特”总体茶产业布局。在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基础上，实现茶产业、茶产品、茶文化旅
游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建立政府引导、企业
创新、农户参与的三级协同发展机制，政府及
主管部门在整体规划引导的同时，做好品牌引
导，实现企业增效、群众增收。

8月26日至28日，以“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探索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创新路径”
为主题的2020中国·重庆（武隆）绿色发展
实践国际论坛在武隆举行。期间，武隆发布
5个科研平台的绿色发展实践成果。位于双
河镇木根村的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便是其
中之一。目前，该研究所已成为全国性的高
山蔬菜种植科研、技术展示推广平台。

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有蔬菜专家9人，
试验示范基地55亩，每年引进100余个蔬
菜新品种开展试验、示范及推广，累计筛选
出适宜武隆高山栽培17类39个高山蔬菜品
种。此时，离该所成立，已过去11个春秋。

蔬菜种植特别是高山蔬菜种植技术，对
武隆农业发展至关重要。众所周知，武隆拥
有典型的喀斯特地貌，“七山一水二分田”的
环境，严重制约着传统农业的发展。这也是
千百年来的农业社会，武隆始终处于贫困状
态的重要原因。

进入 21 世纪，生态的重要性日趋凸
显。人们对吃的要求，逐渐从“吃饱”转化为

“吃好”。绿色食品、生态食品开始在市场走
俏。

尽管山高坡陡，发展农业基础薄弱，但
武隆生态资源却非常富集。当地高山蔬菜
产区夏季气候凉爽，平均气温20-25℃，昼

夜温差较大。而冬季严寒和积雪，可有效
防止土传病害发生，大面积生产属自然露地
栽培，不用大棚等设施调控生长环境，与南
方低海拔暖季蔬菜产区和北方设施蔬菜产
区相比，生产发展及产品内在品质均占优
势，蔬菜产品“生态”特征明显。

2009年，武隆引进市农科院，在平
均海拔1300余米双河镇木根村，
成立高山蔬菜研究所。武隆大
力推广高山蔬菜种植，引领山
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之路，
由此起步。

发展高山蔬菜种植，技术是关键。以海
拔1200米以上的双河镇为例，冬季温度平
均气温3℃，最冷零下5-10℃，蔬菜很难生
长。多年来，木根村的群众多抢在气温暖和
的时候，种莲白、大白菜、白萝卜“三白”。“三
白”通常在每年的7-11月上市，产量和价格

“双低”，每亩年产值不过1500元左右。
近年来，高山蔬菜研究所建起了高山蔬

菜专家大院，流转土地建立试验基地，在海
拔1300米的高山蔬菜主产区，就地开展科
研攻关和成果转化。

去年以来，就有9位院士、100余名高级

专家，到武隆帮助解决产业扶贫“老大难”问
题。向仲怀、李天来、陈宗懋等院士为水果、
蔬菜、茶叶等产业提档升级、技术革新、人才
培养提供智力支持。胡蕾等3名市级科技
特派员以“专家+基地+企业+农户”模式，推
动企业、农户双赢共富。

在专家和农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武隆
筛选出适宜本地高山栽培的甘蓝、辣椒、油
麦、西红柿、黄瓜、耐寒白菜等17类39个高
山蔬菜品种，改写了高山地区只能种“三白”
蔬菜的历史。并通过不同品种、播种期调节
及技术保障，让蔬菜可以从3月至12月“错

峰上市”，从而提升了售
价。随后，武隆又在专家
指导下，大力推动农业产
业结构调整，逐渐擦亮了

“武隆高山蔬菜”品牌。
历经11年的不懈努力，

蔬菜产业已成为武隆精准脱贫
的助推器和乡村产业振兴的新引
擎。产业带动2.5万户农户年均增收
3500 元，带动 4700 户贫困户年均增收
5000元。

“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品牌主
导，品牌是核心竞争力的最直接体现。”诺贝
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一语道出
了品牌的重要性。

在加快发展以高山蔬菜为代表的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的过程中，武隆特别注重提品
质、强品牌。围绕“多品种、适规模、高品质、
有品牌、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发展思路，按照高山“菜、茶、烟”，半山“果、
畜、禽”，低山“粮、油、豆”的结构布局产业，
重点做精做优高山茶叶、精品水果等龙头产
业，提质发展生态畜牧、生态渔业、特色粮
油、特色经济林、中药材、蚕桑、烤烟等优势

产业，加快构建“2+6+N”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体系，带动农业产业结构、品种结构和
生产结构调整优化。

武隆规划并启动了“一环两园”现代农
业产业园建设。截至去年底，全区蔬菜播种
面积39.6万亩，蔬菜产量63.4万吨，高山茶
叶在地面积6.1万亩，产量744吨，肉类总产
量（猪牛羊禽）4.2万吨，禽蛋产量2800吨，
精品水果在地面积18.6万亩，产量7.2万吨，
水产品产量4500吨，烤烟播种面积3.83万
亩，收购烟叶8.80万担。

同时，举办了《绿色扶贫与乡村振兴》论
坛，邀请向仲怀、陈宗懋、李天来等院士及国

内知名专家献策献计，与西南大
学、市农业科学院等科研院所签
订《农业领域科技合作协议》，建
立了产学研基地5个，推广农业
实用先进技术22项，建成农产品
质量安全追溯点40个，农产品例
行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全
区有效期内的“三品一标”农产品
180个，认证产量达到22万吨。创立
重庆名牌农产品5个，仙女红茶、武隆脆
桃、武隆猪腰枣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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