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农业农村
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回首刚刚过去的2021年，重庆交出了一份优异的“三农”成绩单。
这一年，全市粮食种植面积3019.8万亩，粮食总产量218.56亿斤，超额完成国家下达我市

的3005万亩粮食种植面积、216.2亿斤以上粮食总产量目标任务，创13年来粮食产量新高；生
猪产能提前半年恢复到2017年正常年份水平，蔬菜、水产等重要农产品量足价稳。

这一年，全市实施脱贫地区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出台一揽子产业扶持政策，向“两群”17个
区县、原18个深度贫困乡镇派驻35个产业技术指导组，产业覆盖90%以上的脱贫户，脱贫攻坚
成果持续巩固拓展。

这一年，全市循序渐进启动乡村建设行动，新（改）建农村卫生户厕6.8万座，行政村生活垃
圾有效治理率达99.9%，农村电网供电可靠率达99.8%，所有区县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
离“农民过上城里人的日子”这一目标又近了一步。

这一年，全市构建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德治法治“三治融合”乡村治理体系，村书记、主任
“一肩挑”比例达98%；创新“民情茶室”等村民协商议事形式，化解矛盾纠纷20余万件；培育村
（社区）“法律明白人”3.3万余名；累计建成“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89个，打造平安示范村
社1000个，农民群众安全感有效提升。

……
这一年，全市“三农”工作取得的成绩可圈可点，为重庆农业农村现代化良好开局奠定了坚

实基础。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去年“三农”工作重心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市农业农村系

统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市委、市政府工作要求，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着力培育
新的增长点，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
我市始终把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作为“三农”工作的首要任务，建
立市领导包片、部门领导包县的粮食生产
责任机制，成立粮食“三稳”工作专班，分
区县、分水稻等重点作物品种，下达粮食
生产任务清单，分解到乡镇，落实在田间
地头。

为此，各区县党委政府坚定扛起粮食
安全的政治责任，从讲政治高度把粮食生
产措施抓实、抓细、抓落地。同时，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通
过推广优质粮食品种、广泛应用农业机械
等，在巴掌田里扎紧“米口袋”。如今，全
市高标准农田累计达到1498万亩，“千年
良田”试点建设全面开展，农作物耕种收
综合机械化率预计达到53.5%。

乡村振兴，产业兴旺是关键。我市在
抓好粮食安全的同时，乡村产业也迎来蓬
勃发展。

每年九十月份，汇达柠檬集团副总经
理徐小玲要为销售忙着到全国各地去洽
谈客户，而今年不同的是，她不再为此事
着急。

原来，该公司今年新推出了一款柠檬
加工产品——柠檬料理汁，不仅解决了鲜

果销售的困难，同时还提升了产业附加
值。如今，通过柠檬鲜果的精深加工，汇
达柠檬已实现从果皮、果肉、果油到果籽
的“榨干吃尽”，经过精深加工的柠檬，身
价涨了几倍甚至是几十倍，成了当地重要
的富民产业。

重庆是典型的丘陵山区，山高坡陡、
地块零碎，要提高农业发展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必须向全产业链要效益，走三产融
合发展之路。为此，我市将产业振兴重点
转向提质增效。

去年以来，我市狠抓现代农业产业
园、农业产业强镇建设，积极创建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着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
群。同时，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出台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政策，实施
品牌农产品网销行动等，促进农业“接二
连三”，推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

如今，全市累计发展柑橘、榨菜、柠檬
等优势特色产业3100余万亩，创建三峡
柑橘等4个优势特色产业集群、万州区等
6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7个国家级
农业产业强镇，累计培育7个100亿级、8
个50亿级农产品加工示范园区，分别编
制19条重点产业链实施方案和图谱，生
态旅游、养生养老、乡土文化等新产业新

业态不断涌现。
与此同时，我市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

推动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发展的第一
动力，着力解决关键问题，构建从创新源
头到推广应用的完整链条。

比如，针对创新要素集聚不够、科研
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在构建农业科技创
新平台矩阵上下功夫，成功争取到全国农
业领域首个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
生猪技术创新中心在重庆布局，并组建了
生猪遗传育种与繁殖、营养与饲料、疫病
防控、养殖环境与工程、大数据5个领域
14个创新团队；与四川农业农村部门携
手实施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科
技合作项目7个。此外，还积极培育万州
区三峡山地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等特色平台。

同时，我市把实施种业振兴工程作为
提升农业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高标准建设
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设施，加快建设西南
特色作物种质资源库、区域性畜禽基因库。
推动荣昌猪、大足黑山羊等地方种质资源保
护利用，加快建设区域性畜禽基因库，全市
自主研发粮油品种推广面积占比提高到
70%以上，助力打好种业“翻身仗”。

农业强 产业兴旺取得新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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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奉节县平
安乡文昌村村民喻德兵对此感受真切。

1月13日，喻德兵叫上村民一起到菜园子
里摘菜。“老喻，这两年赚了不少钱吧？”未到地
头，大家便七嘴八舌地聊开了。“还行还行，全
靠大家帮忙。”喻德兵挥挥手，哈哈大笑。

平安乡曾是市级深度贫困乡镇，现在这
里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示范乡镇。2018年以来，乡里开始探索
经营主体与农户联营的模式，让农户至少具
备流转土地固定红利、惠农直补、财政资金持
股红利、本土务工四大增收渠道，农民不仅变
成了股东，还增加了收入，进一步拓宽了增收
的路子。

曾是贫困户的喻德兵就是其中的受益者
之一。2018年，在乡政府的支持下，他说服
62户农户入股承包地300亩，并租赁32户农
户承包地130亩，扩建生猪养殖圈舍3000平
方米，建蔬菜大棚22亩，走上与农户共同发展

的种养结合的合股联营之路。当年，喻德兵
的公司与合作社年总收入达650万元，纯收
入达170万元。而在他那里务工的村民，也
都有了好几份收入，日子越过越红火。

“三变”改革激活了“人、地、钱”等资源要
素，实现“产业连体”“股权连心”，对促进农民
增收、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意义重大。去年，我市在总结试点经验
的基础上，面向更多行政村推广农村“三变”
改革，让更多农民享受改革带来的红利——
数据显示，我市68个乡镇全域推进，新增农村

“三变”改革试点村1643个，累计达到2234
个、占全市行政村的24.3%。

截至目前，通过农村“三变”改革，全市盘
活集体经营性资产13.4亿元，撬动社会资本
27.1亿元，355万名农民当上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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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富 收入增加日子更红火

乡村是农民的立足之基、生活之本。
留住绿水青山，留住美丽乡愁，建设美丽家
园，才能让农民有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去年以来，我市把乡村建设行动作为
推进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的重要任务，循序渐进加以推进。

奉节县云雾乡屏峰村六组村民刘金
培家，冲水式厕所干净整洁，墙壁四周贴
满白色瓷砖。“改厕后安逸多了！”刘金培

高兴地说。
农村改厕是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重头

戏。去年，全市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
从实效，求好不求快的原则，扎实推进农村
改厕。同时，为让“方便”的事更方便，我市
率先出台了全国首个农村改厕建设地方标
准，进一步完善农村户厕规划、设计、建设、
粪污处理、维护管理以及加强粪污无害化
处理和资源化利用等，切实提高改厕技术

水平，真正做到改一户成一户。
农村改厕只是我市推进乡村建设行动

的一个方面。按照《重庆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实施方案（2021-2025
年）》，全市农村生活垃圾治理体系逐步向
自然村（组）延伸，农村水电路网讯等基础
设施短板加快补齐，村容村貌进一步提升，
基本实现农村人居环境从干净整洁到美丽
宜居、从全面推开到整体提升转变。

除了乡村生活环境的提质升级外，在
生产环境上，我市重点抓好农业面源污染
防治，以钉钉子精神推进化肥农药持续减
量，深入开展专业化统防统治和绿色防控
示范区建设。截至目前，化肥农药连续5
年“双递减”，畜禽粪污、秸秆综合利用率分
别达80%、87%以上。

在生态环境上，我市牢牢把握长江“十
年禁渔”政策，持续深入开展打击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专项整治、打击市场销售长江流域
非法捕捞渔获物、长江禁捕渔政执法能力提
升等专项行动，全力巩固维护“四清四无”禁
捕成果，进一步营造“水上不捕、市场不卖、
餐馆不做、群众不吃”的良好秩序。

与此同时，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既要建
物又要树人。去年，我市在加强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方面也提出了一揽子计划。比
如，提升村卫生室标准化水平，构建县乡村
三级养老服务体系，完善公共文化服务配
套设施等，进一步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短板，让村民生活更加安心舒心。

农村美 基础夯实乡村更宜居

数读重庆“三农”发展成就
● 全市种业行动深入实施，创建国家认

定国家级制种大县1个、国家区域性良繁基地
4个、国家级生猪核心育种场2个，组建水稻、
生猪等种业科企联合体10个。

● 全市农业农村信息化快速发展，信息
化总体水平达到43.3%，建设生猪、柑橘、脆李
等7个区域性单品种大数据管理平台，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同比增长15%。

● 全市农产品品牌建设取得新成效，新
培育名牌农产品314个、累计达1123个，“巴
味渝珍”区域公用品牌累计授权 637 个产
品。奉节脐橙品牌价值182.8亿元，位居全国
橙类品牌第一方阵；涪陵榨菜品牌价值

147.32亿元，产品畅销全球53个国家或地
区。三峡柑橘、三峡天丛、三峡云菊、三峡蜂
蜜等“三峡”系列区域品牌加快培育。

●全市农村厕所革命扎实开展，2018年以来
累计完成农村改厕114.1万户，完成农村公厕建设
250座、累计建成3327座，农村厕所普及率达
84%；创建美丽宜居乡村232个、累计达1239个。

● 全市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开
展农村致富带头人培养行动，累计培育高素
质农民23.6万名、家庭农场3.26万个、农民合
作社3.77万个，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
业发展到3757家。

● 全市乡村振兴招商引资签约项目554
个，签约额1307.1亿元，同比增长21.95%，较
2019年同期增长35.25%。

梁平区明达镇红八村，成片金黄的水稻在落日余晖映照下，呈现一派丰收景象。 摄/向成国

重庆汇达柠檬科技有限公司出口柠檬分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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