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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好“山字经” 巧打特色牌

重庆立足山地特色振兴乡村产业

2022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廖泽萌，出生于1995年。她先后在咖
啡店、花艺店工作，后来利用晚上的时
间兼职跑外卖。2020年3月，廖泽萌
辞去在花艺店的工作，成了一名蜂鸟
众包“蓝骑士”。

风里来雨里去，不怕晒也不怕
苦。送外卖给廖泽萌的生活带来了
很大的改变，她不但认识了很多朋
友，也收获了不错的薪酬，她很有成
就感。有订单的时候，她让外卖放心
点、准时达。闲暇时，她喜欢用短视
频记录生活，发现生活有趣而又美好
的事物，让更多的骑手和朋友感受到
社会的正能量。

喜欢记录生活的“蓝骑士”

廖泽萌，2017年7月从重庆艺术
工程职业学院装潢设计专业毕业后，
做过咖啡师，还做过花艺培训师。
2019年，她来到中心城区继续深造花
艺包装，拿到了高级花艺师证，并准备
开一家花店。

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廖泽
萌只得暂时放下了这个梦想。听朋友
介绍跑外卖收入还不错，她又看到骑
手们在疫情严重时担负起为市民运送
生活物资的重任，于是她买了辆二手
摩托车，开始兼职跑外卖。

刚当上骑手时，廖泽萌很少对别
人提起。她担心身边朋友会看不起，
所以刻意很少发朋友圈，很少约朋友
出来玩。

可是跑了两个月后，她发现自己
喜欢上了这一行：凭劳动自食其力，有
啥不好意思？于是，她一有空就在朋
友圈里发一些骑手的日常故事。

廖泽萌把送外卖路上看到好玩、
有趣的事情，用手绘、文字或视频等形
式记录下来，在短视频平台现已有数
万名粉丝。2021年，根据送外卖的经
验，她手绘了一份“外卖秘籍”，教大家

“如何在点餐时写备注”“如何让买到
的外卖餐食更实惠”。这份卡通手绘

“秘籍”在网上发布后，受到网友一致
夸赞。

传递正能量的女骑手

2020年的一天，廖泽萌送餐时遇
到暴雨，她放慢了骑车速度，导致送餐
超时。敲开门，那是一位妈妈和孩子
在家。廖泽萌做好了对方会生气的心
理准备，没想到，那位妈妈跟孩子说，

“赶紧谢谢阿姨，你看阿姨冒雨都给我
们送来了吃的，不是她的话我们可能
会挨饿呢”。小朋友懂事地道谢，还鞠
了一躬。这样的场景让廖泽萌不知所
措，差点流出了眼泪。

来自顾客的理解和关爱，使廖泽
萌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价值。同时她

也希望把正能量、温暖传递出去，让身
边人都感受到暖心和快乐。所以在短
视频平台上，廖泽萌习惯把她的笑容
称为“招牌表情”，无论是在送外卖的
路上，还是闲下来，她都一路携带。

在一次送外卖的途中，某小区保
安凶巴巴地把她喊住，质问她是做什
么的。看见对方不耐烦的表情，廖泽
萌回报以灿烂的笑容，半开玩笑说：

“你看我穿着外卖工作服，不送外卖又
是做啥子的嘛。”对方看到这个小妹妹
清澈的笑容，板着的脸顿时松弛下来，
忍不住也笑了起来，赶紧打开了门，让
她快进去。

有几次因为电梯拥挤送餐超时，
顾客取餐时有些不高兴，廖泽萌也不
急着解释，先露出可爱的笑容，连声道
歉。对方看到这样可爱的笑容，生气
的念头随即烟消云散。

梦想开花店的小女孩

和很多骑手不同，廖泽萌喜欢看书，
而不是打游戏。她觉得看书能让自己保

持思考，有规划地去实现自己更多的梦
想，比方说，开一家属于自己的花店。

为此，但凡有鲜花派送单，廖泽萌
都会去抢单。在商家处取到鲜花后，
她满心欢喜地猜想着“花的主人是哪
位幸运儿”，这束花实在是太漂亮了。
有时候拿到花束后，她也会举起来先
来张自拍，发个朋友圈，得意地假装是
自己收到的一束花。

芍药、洋桔梗、绣球花都是廖泽萌
喜爱的花朵。有时晚上收工后，看到
路边的小花摊，她也会买上几元的小
花，拿回家插进花瓶里。

跑了两年多的外卖，廖泽萌算是
个“老骑手”了，还收了几个徒弟，但她
还是那个想开花店的小女孩。“等送外
卖挣够了钱，我还是准备开家鲜花店，
同时可以为顾客手冲咖啡，带着收养
的流浪狗散步。若是想念骑手生活
了，晚上再兼职送送外卖。”廖泽萌满
怀憧憬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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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山是大地的脊梁，坚毅刚强。
重庆多山，山地丘陵面积占比高达98%，

这注定了重庆无法像平原地区那样发展大规
模农业产业。

但与此同时，大山大江也馈赠了重庆丰富
的物种资源、多样的立体气候、良好的生态环
境，在发展“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新”的
优势特色产业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如何将制约农业效益提升的“穷山”，变成
高效农业发展的“金山”？

近年来，重庆坚持学好用好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两山论”，走深走实产业生态化、生
态产业化“两化路”，逐渐蹚出了一条种养精细
化、生产绿色化、产业链条化、业态融合化、产
品品牌化为要，倚特色而立、向高效而行，提升
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路子。

念好“山字经”，巧打特色牌，成为重庆立
足山地特色振兴乡村产业的必然选择。

产业向 特特
打造农业产业集群

一包榨菜、一颗李子、一个橙子，能形成多
大的产业？走进巴渝广袤乡村，就能解开这个
疑惑。

在奉节，脐橙被列为主导产业，长江流域
两岸种植了36.9万亩。如今，脐橙综合产值
32.3亿元，占全县农业产值的20%，成为当地
30余万果农持续增收的“致富果”。更重要的
是，当地走出了一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发展道路。

在巫山，脆李成为全县主要的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产业之一，从事李子种植的果农达
5万余户，年产值达10余亿元，带动2.6万人致
富增收。“巫山脆李·李行天下”品牌发布后，更
是将巫山脆李卖向了世界。

在涪陵，青菜头种植面积近73万亩，总产量
160余万吨，年产销成品涪陵榨菜50余万吨，榨
菜产业总产值120亿元，建立起了从良种选育、
种植、加工到附产物开发、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
链，涪陵榨菜成为享誉全国的“国民下饭菜”。

……
近年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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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发展柑橘、榨菜、柠檬
等优势特色产业3200余万亩，创建5个优势特
色产业集群、8个国家级现代农业产业园、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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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橙汁、一碟小菜、一味黄连、一叶香
茗……随着特色产业的发展壮大，一个个“生
态宝贝”被大家耳熟能详，一家家龙头企业飞
速成长。

此外，重庆紧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新机遇，加快建设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推动形成高产高效粮油、优质柑橘和柠
檬、生猪为重点的现代畜牧、鲜食加工兼备
的蔬菜、生态茶叶、道地中药材、调味品、生
态渔业、巴蜀美丽宜居乡村旅游九大产业集
群，进一步拓展产业发展边界，筑牢产业发
展根基。

产业向 新新
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9月19日，在潼南区汇达柠檬集团，副总
经理徐小玲向重庆日报记者展示了该公司最
新推出的一款柠檬加工产品——柠檬料理
汁。

“我们公司每年收购20万吨鲜柠檬，其中
40%用于深加工、60%用于鲜果销售，销售的
鲜果大部分是供应海外市场。但2020年初新
冠肺炎疫情突发，我们一度面临着巨大的销售
压力。”徐小玲说，汇达柠檬外贸订单迅速收

缩，公司7万多吨库存柠檬出现滞销，如果卖不
出去，损失将高达3.5亿元。

国内消费者很少有鲜食柠檬的习惯，因此
要想去库存，只有走深加工的路子。可7万吨
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面对这一情况，汇达柠
檬迅速决定加快研发新产品，创造市场新需
求，并根据柠檬的特性，做成了国内首款可替
代醋的柠檬料理汁。该产品的成功研发和推
出，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企业损失，也稳住了潼
南柠檬产业的发展势头。

同样尝到深加工甜头的还有涪陵榨菜集
团。

“口口脆”是近年来该集团针对年轻人新
开发的一款休闲食品。产品推出后，立马受到
消费者的喜爱，2021年“口口脆”劲销3.1亿
元，相当于涪陵榨菜几个单品销售额之和，成
为了一款明星产品。

潼南柠檬、涪陵榨菜的推陈出新，是我市
农业产业融合发展的真实写照。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单一的农业
产业结构难以走出价值链洼地，要发展好现代
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就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和
价值链，走三产融合的路子。

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农业三产
深度融合、生产要素相互渗透、经营主体协调
共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在做优“一产”的
基础上，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等
发展，促进“二产”强、“三产”兴，从而形成全产
业链发展模式。

通过不断引导支持，潼南汇达柠檬精深加
工已实现从果皮、果肉、果油到果籽的“吃干榨
尽”，经过精深加工的柠檬，身价涨了几倍甚至
几十倍；城口曾无人问津的野生核桃被加工成
核桃油、核桃精油等高端产品；奉节脐橙果园、
巴南银针茶园、忠县橘海等游人如织……2021
年，全市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到3656.7亿元，
同比增长14.6%。通过融合发展，近3年全市
农产品加工产值、乡村旅游综合收入、农产品
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分别达到 9%、12%、
24%，农业效益稳步提高。

产业向 优优
提升农业发展成色

仲秋时节，奉节县白帝镇坪上村，青黄的
柑橘挂满枝头，郁郁葱葱。

虽然奉节脐橙还没有进入采摘期，但坪上
村村民梁尚权已陆续接到几笔大订单。他一
边准备印有“奉节脐橙”的包装箱，一边开心地
说：“去年我家脐橙卖了10多万元，今年估计
行情也不错，卖个10万元没问题！”

和梁尚权一样，巫山县曲池乡朝阳村的果农
们最近也忙个不停。自从这里的纽荷尔脐橙被
认定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商标后，果农们的脐
橙产品有了“金字招牌”的加持，全国各地的订单
纷至沓来，让大家对发展脐橙产业更有信心了。

“农业要做强，必须突出品牌引领。要推
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品牌建设是关键。”市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无论是满足本地城市
消费需求，还是在全国农产品市场树立整体形
象，重庆都需要打造一个有特色、叫得响的区
域公用品牌。

因此，在2017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提出
“唱响质量兴农、绿色兴农、品牌强农”后，重庆
打造的全国首个省级层面、全品类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巴味渝珍”开始出现在公众视野
里，为奉节脐橙、永川秀芽、荣昌猪、江津花椒等
重庆知名的农特产品赋予了一个共同的品牌。

截至目前，“巴味渝珍”授权主体达338
家、授权产品833个，在“巴味渝珍”品牌体系
之下，形成了水果、茶叶、蔬菜、大米、禽蛋、休
闲食品、调味品、中药材及水产类、肉类等十大
品牌系列，使我市特色农产品逐渐摆脱以前有
品质无品牌，或品牌价值较低的困境。

同时，为保障和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我
市围绕柑橘、榨菜、生态畜牧等山地特色高效
产业，建立相应地方标准；严格执行农药兽药、
饲料添加剂等农业投入品生产和使用规定，严
厉打击违法添加、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

入品和有毒有害物质行为；完善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综合管理信息平台，实现品牌农产品等
规模主体及其产品可追溯。

重庆沿长江柑橘带一年四季常绿。青翠
的柑橘树下，是有机肥的用武之地，用它替代
化肥后，果品口感更好、价格更高。永川秀芽
在茶客中有上佳的口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
它别有一种“绿”——茶山竹海，满目苍翠，一
畦畦茶树沿着山坡铺展开来，杀虫灯、诱虫板
和一系列生物防控技术护佑着茶尖嫩芽，也保
障着“茶杯里的安全”。

截至目前，我市一大批“乡字号”“土字号”
农产品走上规模化、集群化、科技化高效农业之
路。“奉节脐橙”调优了早、中、晚熟品种结构，通
过提高标准化种植管理水平，使优质果率达
80%；“涪陵榨菜”培育推广了“涪杂1—10号”
系列青菜头新品种，全面淘汰种植多年、种性退
化、品质较差的老品种，实现青菜头品种的更新
换代；“巫溪洋芋”建立起稳定的良种扩繁体系，
不断提升马铃薯单产水平和质量，成功入选首
批100个中欧互认中国地理标志农产品。

之所以有这些高质量产品，主要还是得益
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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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科技创新平台，高标准建设国家生猪技术创新
中心、长江上游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组建水
产、畜禽、种植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和14个农业
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主推技术到位率
100％，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61%。聚焦
大数据智能化，深入实施“智慧农业·数字乡村”
建设工程，整合打造农业农村大数据综合信息
平台，建好用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此外，我市把实施种业振兴行动作为提升
农业生产能力的有效途径，加快建设农作物种
质资源库、国家重点区域畜禽基因库。推动荣
昌猪、大足黑山羊等地方种质资源保护利用，
加快优异种质资源开发利用和新品种选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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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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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汇
达
柠
檬
出
口
柠
檬
果
实
分
选

线
。

（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供
图
）

涪
陵
区
江
北
街
道
二
渡
村
，村
民
正
在
收
割

青
菜
头
。（
摄
于
二○
二
一
年
二
月
二
十
日
）

首
席
记
者

龙
帆

摄\

视
觉
重
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