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川 牵住产业“牛鼻子”鼓起增收钱袋子
做大产业基地 做强农业加工 做靓乡村旅游

在兴隆镇金花村，叫响“一村一
品”，鼓励和引导村民发展蓝莓和白
茶产业的同时，农产品加工和休闲农
业快速发展，实现了美丽乡村建设与
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

在大观镇金龙村，因村制宜建起
了一批农家院，快速发展的乡村旅
游，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壮大了农
村经济，缩小了城乡差别。

事实上，不仅是金花村、金龙村兴
起了乡村旅游的热潮，在南川其他乡镇，
当地农民也吃上了乡村旅游“生态饭”。

为加快生态休闲农业示范区建
设，推进生态休闲农业发展，近年来，
当地利用农业生态景观资源和生产
条件，发展集观光、休闲、采摘、旅游
于一体的乡村旅游业，同时按照“景
城乡一体化”发展思路，推进城区至
大观园“景村一体、农旅融合”乡村振
兴试验示范带建设，并配套打造了一
批乡村绿道、骑行慢道、健身步道，基

本形成了“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
纳凉、秋季收获体验、冬季民俗年节”
为体系的8条精品乡村旅游线路。

同时创新产业模式和业态，引导
农产品加工与休闲旅游、文化科普、
养生养老等产业深度融合，促进农产
品向特色商品转化，实现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

如今，得益于乡村旅游业的发
展，木凉镇汉场坝村获评全国第二批
乡村旅游重点村；大观镇金龙村获评

“2019年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大观等
3个乡镇、兴隆金花等7个村、七朵玫
瑰园等10个乡村旅游点分别创建成
为重庆市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示范
乡镇、示范村（社区）、示范点，依托乡
村旅游走上了一条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有效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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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采摘秋茶的最佳时节，走
进南川区木凉镇汉场坝香炉园茶叶专业
合作社，葱茏的茶园笼罩在薄雾之中，散
发出清香，让人陶醉。

南川是“中国名茶之乡”，流传着
“乡乡有茶厂，镇镇有茶叶”的佳话。香
炉寺茶园通过“公司＋合作社＋基地＋
农民”的模式，成立了集茶叶种植、加工
和销售为一体的茶叶专业合作社，壮大
茶产业的同时，也让农民在家门口上
班，仅采茶一项，每人每年可挣回7000
多元工钱。

香炉寺茶产业的做大做强只是南川
农业产业基地建设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为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体系，南川以乡
村振兴战略综合试验示范的契机，立足
当地的生态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大力发
展以方竹笋、古树茶、中药材和南川米为
主导的“3+1”特色产业体系，并按照“一
乡一基地、一村一品种”的要求，加强基

地建设，推进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产
业化经营。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重点，做大
做强特色产业，是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实
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之策。”南川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南川已
形成约37万亩水稻、10万亩茶叶、25万
亩中药材、23万亩方竹笋的特色产业规
模。此外还建成了以绿色蔬菜、精品水
果、特色水产、花卉苗木等为特色的产业
园。

与此同时，为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南
川还建立了“产学研推”合作新机制，完
善了“专家+技术指导员+试验示范基
地+科技示范户+农户”的技术推广模
式，提高了农业发展水平。值得一提的
是，为实现农业产业的健康发展，今年8
月，重庆市蓝莓产业化联合体在南川成
立，这为做大做强蓝莓产业提供了宝贵
经验。

金秋九月，凉风习习的竹林间到处是
笋农忙碌的身影。一踩、一提、一削、一
剥，鲜嫩的方竹笋一根接一根从地里放进
背篼，伴着韵味十足的山歌，金佛山上到
处是丰收的喜悦。

过去由于交通闭塞，金佛山当地的村
民只有靠卖鲜笋维持生计，又苦又累还赚
不了几个钱。后来头脑灵光的贺族刚直
接办起笋子加工厂，通过工艺创新和技术

改进，开发了方竹笋、麻竹笋等5大产品，
打造“喻南”“轩瑞”“金佛山”3个竹笋商
标，借助电商平台，方竹笋卖到了全国，并
远销美国和日本。

深加工带来的附加值到底有多大？
贺族刚的加工厂足以说明产业深加工的
魅力。近年来，为延长农业产业链、拉升
价值链，南川区通过优化农产品加工业布
局，促进农产品就地加工转化、增值增

效。同时通过落实农产品加工补助政策，
推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向精深加工升级、向
绿色化升级、向多业态融合升级，实现了
农业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目前，南川先后建成中药材初加工基
地3个，培育中药材种植加工龙头企业16
家，年加工能力达到1万吨；培育茶叶企
业22家、专业合作社29个、茶叶专业村3
个；培育规模以上优质稻加工企业7家，

并先后培育了中佳信药业、金山红古树
茶、轩瑞公司、金禾米业等一批农业加工
龙头企业。

同时，为提高农副产品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该区强化农业品牌打造。目前，“三
品一标”认证累计达到136个，复兴“南川
红碎茶”传统品牌，“南川米”获评重庆市
十大区域公用品牌，“南川鸡”被评为“最
具影响力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做大产业基地

做强农业加工

做靓乡村旅游

稻田抓鱼比赛 摄/任前蔚

金佛山笋农在采摘方竹笋

南川区2020年农民丰收节庆祝活动现场

有了好的收成，农民笑了 摄/任前蔚

选手展示割稻谷比赛成果

游客在茶园内体验采茶乐趣 摄/任前蔚

2020年9月22日 星期二
责编 胡东强 王萃 美编 王睿

T7
第三个第三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中国农民丰收节””特别报道特别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