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问 题
品质不一、履约不到位等状况亟待解决

2021年9月，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等七部
委将“智慧认养农业”作为乡村新业态写入《数字乡
村建设指南1.0》。

引水方知开源不易，作为新生事物，起步阶段不
可避免地会遇到许多问题。

喂猪、打扫猪屎、冲洗猪圈、查栏……每天早上
6点起床后，葛明兴就会重复这套养猪流程。尽管
养了7年猪，但葛明兴不敢有半点麻痹大意，圈里认
养的猪要是生病了，对他来说绝对是个沉重的打击。

这事之前就发生过——2020年底葛明兴准备
交猪时，由于猪圈环境不到位，生猪大范围患上口蹄
疾，死了370多头，他因此损失惨重。

除了疾病，另一个需要担忧的合同履约问题。
“猪肉价格波动大，到了年底交猪时价格上涨，一头
猪需要支付原本两三倍的钱，客户宁愿违约，也不收
猪。”葛明兴向记者诉苦。

客户也有苦衷，曾认养葛明兴生猪的客户雷德
万坦言：“谁能预知猪肉价格涨得这么猛啊，尤其是
两年前受到非洲猪瘟影响，代养一头猪杀年猪至少
要花上万元，最后只好不要订金了……”

在忠县乌杨镇，重庆九思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
责人阎治华的遭遇更加现实。尝试了一年半生猪认
养模式的他，因养殖规模太大，成本上涨，加上非洲
猪瘟的影响，在2019年无奈关闭了养猪场。

与生猪认养遇到的问题不同，汪文奇起初搞水
稻认养时，因农户种植技术不统一，导致水稻品质、
口感、外观大相径庭，也曾险些砸了优质大米的口
碑。

“认养农业本质上是一种文化认同，通过认养把
优良的生态资源挖掘出来，这个过程是农业高质量
发展、市民追求高品质生活的集中展现。”西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重庆市农村经济与管理研究中
心研究员高静说，认养经济实现了种养业透明化，让
消费者和农民直接取得联系，双方均受益，同时把城
市居民作为目标客户，以体验、互动为卖点，将特色
农产品、旅游景点、风情民宿进行整合包装，再打包
兜售，推动了一二三产业的深度融合。

对于认养农业面临着的农产品品质不统一、物
流成本高、信用体系建设等诸多问题，高静认为，应
不断完善认养经济支持政策，加快推进认养经济公
共服务，加强宣传推介等，“总而言之，应紧紧咬住互
联网发展的红利，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本报记者 赵伟平

现代人对健康食物的追求以及都市人回
归田园的体验需求，催热了“认养农业”。这种
发展模式，促进了种植养殖透明化，保障了食
品安全，让乡村直接连接消费者，双方风险共
担、利益共享，成为农村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但由于农户技术不统一、认养规模贪大
求全、资金不足等问题，要让认养农业持续健
康发展，还需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走“新型经营主体+农户”的抱团模
式。南川区福寿镇大石坝村在2017 年第一
次涉足水稻认养模式时，曾因单个农户分散
种植，导致技术、管理不统一，稻米的品质、口
感、外观都大打折扣。对农业生产要求更高
的认养农业来说，需要合作社或龙头企业、村
集体等经营主体带动农户抱团发展，实现统
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加工、统一包装、统一

销售等，统一技术标准。
二是走小而美、小而精的认养农业之

路。作为新的发展模式，认养农业在很大程
度上能保证食品的绿色安全以及实现人们
对农耕的体验，但目前的市场还不够大，人
民的接受度也还需要一个过程，这就应尽可
能避免大规模的种植、养殖。葛明兴 2020
年生猪失败的经历就是很好的教训，必须集
中精力、财力、物力，走小而美、小而精的农
业发展之路。

三是需要政府抓好相关配套服务。比
如，在资金上，农业部门应设立专项资金，鼓
励更多经营主体从事认养农业生产；又比如，
应把毁约、违约纳入个人征信，政府牵头成立
第三方机构，保障消费者和主体的相关合法
权益。另外，相关部门也需要建立定向的种
植、养殖技能培训，建立多对一或一对一的技
术帮扶体系。

““认养农业认养农业””需要更多需要更多““小而美小而美”“”“小而精小而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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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清江镇：
试种早稻成功
双季稻亩产可突破1500斤

近日，荣昌区清江镇竹林村种粮大户试种早稻成
功，经测产早稻亩产量达700斤，晚稻预计可达800
斤，双季稻亩产可突破1500斤，同比单季稻每亩产量
要高500斤左右。

传统方式种植的水稻刚抽穗扬花，清江镇的水稻
为什么就能收割了呢？荣昌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分析，一是清江镇地处平坝，地势北高南低，气温温和，
年平均气温16.5℃，同期比其它镇街要高2℃，形成了
一定的小气候，很适合双季水稻种植；二是选取优质水
稻品种；三是错峰种植，巧妙地打了农耕时间差，合理
地利用水稻生长周期。当地采用生物和物理等绿色防
控技术，大幅降低化学农药用量，实现水稻优质、高效、
绿色生产。

据介绍，种植户种植的早稻为桂朝品种，生育期
115天左右，3月份播种，6月底收割；收获后立即翻耕
水田、播种晚稻，预计在10月底成熟，赶在降霜前完成
收割。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吕华

合川钵耳村：
水稻与虾蟹共生
亩产“千斤粮万元钱”

7月4日上午，在合川区龙市镇钵耳村五社，占地
500余亩的稻虾蟹养殖基地，稻田里的虾苗、蟹苗正无
忧无虑地觅食。

该基地由重庆可生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以下简
称“可生水产”）投资打造，在种植水稻的同时，发展稻
田养虾、养蟹产业，目前已投放“太湖2号”青虾苗
1590公斤、抱卵虾苗750公斤、大闸蟹苗70万只。

基地负责人冉毅介绍，虾、蟹排泄物可作为水稻肥
料，还投放了花鲢、白鲢净化水质.由于水稻未打农药，
且以虾、蟹排泄物作为肥料，稻米不仅环保，而且营养
丰富；花鲢、白鲢也肉质鲜美，不仅是餐桌上的美味，而
且还可捣碎作为虾、蟹饵料。水稻亩产500公斤不成
问题，同时，目前的小青虾、抱卵虾、大闸蟹的市场行情
也比较好，小青虾、抱卵虾每公斤市场价在120元左
右，大闸蟹每只市场均价在70元左右，花鲢白鲢更不
会愁销，每亩实现“千斤粮万元钱”不成问题。

据合川区乡村振兴驻龙市工作队队长唐红军介
绍，这种“稻虾蟹共生”种养殖模式，不仅有效避免了耕
地非粮化，而且还做到了粮食生产与水产养殖两不误，
极大地提升了农业生产的综合效益。目前，除在龙市
镇钵耳村的基地外，可生水产还在龙市镇龙头村建立
了200余亩基地，推广这一种养殖模式。

合川融媒体中心 周云

万盛经开区：
植保无人机助力水稻增收

眼下，已进入水稻田间管理的关键时期。万盛经
开区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使用高效、便捷、智能
化的植保无人机对水稻进行统防统治，为水稻单产提
升、节本增收保驾护航。

夏季气温升高，季风和降水偏多，水稻在这段时间
很容易遭受迁飞性害虫的侵害，要想有一个好收成，就
得早发现、早预警、早防治。当地农林局农技站站长罗
亚玲介绍，当前是水稻飞虱类、螟蛾类的高发时期，通
过植保无人机统防统治，可以在减少化学农药用量、减
轻土壤水源污染的同时，确保水稻增产增收。

据介绍，农业植保无人机可负载10公斤农药，每
小时可施药50—60亩，施药效率是传统人工喷雾施药
的30多倍。与传统人工喷雾施药相比，无人机飞防操
作方便、喷雾均匀，可节约30—50％的农药使用量和
90％的用水量，既解决了农村劳动力缺乏难题，也极
大提高了植保效率。

万盛融媒体中心 刘亚兰

綦江红岩村：
青脆李10元一斤

眼下，在綦江区三角镇红岩村，一颗颗青脆李挂满
枝头，饱满圆润，散发着浓郁的果香。

青脆李外表光滑，汁液丰富，清脆爽口。目前，红
岩村仙林农场和尾伟果园近200亩青脆李已经进入成
熟采摘期，采摘价格10元/斤，采摘期可持续到7月中
旬。

联系人：刘先生；电话：15922684099
綦江融媒体中心 张静

巴南桂花村：
桂花香桃满枝头

近日，巴南区界石镇桂花村界南水果园的香桃已
进入最佳采摘期，清脆香甜的“桂花香桃”挂满树梢，喜
欢吃桃的市民可前往采摘品尝。

采摘期将会持续到8月初，进园采摘的价格是10
元一斤，不收入园费。

联系人：卢老师；电话：15178768243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6 月 20 日举行的南
方省份粮食生产座谈会
上，南川区绿色优质稻米
私人定制模式获得肯定。

私人定制作为订单
农业的一种实现形态，是
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
的一种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的生产方式。其主要表
现为，农民出地，按照定制
者的要求生产，期间定制
者可以自行耕耘、体验农
耕生活，也可远程监控定
制产品的生长状况。

在重庆，这种新型的
认养模式已频频出现在
水稻、生猪等为代表的种
植、养殖业领域，是一种
值得探讨的经济现象。

核心
提示

认养一块地认养一块地、、一棵树一棵树、、一头猪正在成为新风尚一头猪正在成为新风尚，，但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存在品质不统一但这种农业发展模式存在品质不统一、、履约不到位等问题履约不到位等问题——

““认养农业认养农业””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如何从小众走向大众
现 状

各类农业主体“试水”认养模式

“各位农场主上午好，本周进行田间锄
草，大家可以点开视频，查看自家水稻的生
长情况……”6月30日上午8点，南川区福
寿镇，康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汪
文奇站在山梁上，拿着手机对准山脚的稻
田，录制了一段30秒的短视频，并发到了

“福寿康茂·稻田认养”微信群。
视频中，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生机盎

然，蔚为壮观。汪文奇一边查看视频一边
告诉记者：“这些稻田早已‘名花有主’了，
这些牌子上标注的名字就是认养人，我们
是帮着客户种植、打理，收获就归他们所
有。”

汪文奇曾是福寿镇大石坝村支部书
记，以前农民种出来的好米卖不出好价钱，
甚至有时滞销，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我们
的大米富硒，品质好，但市场却不‘领情’，
价格跟普通大米相比，没有明显优势。”

一次外出考察学习，汪文奇看到别人
的果园采取果树认领的方式进行预售，客
户可全程追溯认领果树的管护信息，市场
反应很好。他深受启发：“我们可以搞水稻
预订，虽然硒元素看不见，但可以向客户展
示水稻绿色、生态的种植过程。”2017年，
他拿出合作社的150亩水稻“试水”认养：

客户在栽插前缴纳订金，收成全部归
客户所有，合作社则定期为客户
发送水稻种植过程的照片、视
频，让客户体验现实版“开心农
场”。

通过6年摸索，合作社的
水稻认养受到了越来越广泛
的认可，今年该合作社有203
亩水稻被认养。

水稻可认养，果树和生猪也
可认养。从2017年开始，江津区

夏坝镇大坪村环湖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负责人贺君丽做起了柑橘树认养，今年
认养的500棵果树，让她提前收入26万
元。而在秀山，大溪乡丰联村的葛明兴探
索生猪认养模式，不仅缓解了资金难题，还
收获了20多位老客户。

□本报记者 赵伟平 探 因
食物健康和农耕体验成市民新追求

仲夏时节，趁着午间小憩，在北京工作的媒体从
业者肖莎点开微信，下拉页面，“何家岩云稻米”小程
序就映入眼帘。透过慢直播镜头，阳光洒满梯田，鸟
语蛙声相和，一颗“久居樊笼里”的心，慢慢得到了“治
愈”。

今年5月，酉阳和腾讯共同推出了“何家岩云稻
米”线上认养计划，把有600年历史的花田梯田搬上
云端，为网友提供认养服务。小程序上线后30小时，
第一期总数为3.8万平方米的稻田就被认养一空，全
国各地近5600名消费者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云”
上稻田，肖莎就是其中之一。

在“何家岩云稻米”小程序里，人们不仅可以在
150天稻米生长期内，收到慢直播、土地墒情周报等服
务，欣赏到独具魅力的梯田风光，还能通过小程序连接
的何家岩村公众号视频号看到、听到村民们哼唱特有
的啊啦调，从而收获一份稻米从种到收的农耕体验。

“项目的核心就是‘认养与体验’的结合，实现乡
村和城市在物理和心理上的双重连接。先吸引游客
转化为线上用户，再经社交传播进一步扩大何家岩村
的名气，进而助力何家岩村‘美丽经济’价值变现。”花
田乡何家岩村支部书记江皇甫说。

同样以体验为卖点的还有贺君丽。
“通过果树认养，一颗枳实经历春耕、夏养、秋护、

冬收后长成了饱满的橙子，过程犹如看着自己的孩子
慢慢成长，收获后还可以与家人朋友一起分享绿色美
味的果实。”贺君丽饱含诗意地介绍，一颗果树定价
520元，被赋予更多爱的意义。依靠这种模式，贺君
丽从一个传统的柑橘种植户，变成了擅长经营的新农
人。

“我们既注重柑橘的绿色安全和好口感，更注重
能带孩子到果园去参与种植的体验。”贺君丽的老客
户董华坦言，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抹乡愁，城市居民向
往田园生活，渴望亲近自然，“对我们来说，在乎的也
许从来不是那一篮柑橘、一袋米，而是‘诗和远方’的
美好意境。”

与江皇甫、贺君丽不同，葛明兴搞生猪认养，抓住
的是人们对生态土猪肉的需求。“现在人们都提倡高
品质生活，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吃穿住用行的要求也
提高了，而猪肉作为重庆人家庭中占比最大的肉类消
费品，吃得绿色、放心是主要诉求。”他解释，“我们在
养殖期间只喂苞谷、豆粕等，绝不添加其他饲料，这种
生态养殖模式正好契合了消费者的需求。”

记者手记>>>

6月25日，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和村，认养了葡萄树的市民正在采摘。
通讯员 王泸州 摄/视觉重庆

万州区龙
驹镇梧桐村的养殖
大户张定美抱的这只鸡，是
城里人通过网络认养的。
.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
觉重庆

66月月3030日日，，南川区福寿镇的一片水稻田南川区福寿镇的一片水稻田
里里，，农民正在除草农民正在除草，，这些是私人定制稻田这些是私人定制稻田，，农民农民
代种代管护代种代管护，，收获归认养人所有收获归认养人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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