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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张永霖）9月 23日是农历秋分。当日，
重庆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主会
场——丰都县包鸾镇拉开帷幕。开幕式
上举行了农产品展销以及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演等活动，当地群众通过晒特产、展
民俗、演歌舞等方式，礼赞丰收、歌颂劳
动，喜迎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

作为第一个在国家层面专门为农民
设立的节日，中国农民丰收节始终致力于
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
感。在展示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的
同时，也充分展现中国自古以来以农为本
的传统。

会场外，471亩彩色水稻田景观夺人
眼球，水汽氤氲中，“百鸟朝凤”造型和“丰
收之都”文字格外秀美。彩色水稻田景观

选用了高产优质水稻品种，辅以市农科院
自主培育的紫色稻、黄色稻种，在充分挖
掘包鸾镇历史文化基础上，用“凤凰”“太
阳”等元素，展现和美、吉祥、光明、热烈等
美好寓意，代表着广大农民对美好未来的
向往；用稻谷堆成的山陵，展现仓廪实的
意味，点出丰收主题。

会场内的气氛则更加热烈。尽管下
着淅沥小雨，但演职人员和观演人员热
情不减，用《节节高》《川江号子》《在希望
的田野上》等热情洋溢的歌舞、杂技表
演，展示劳动之美、分享劳动之乐。同
时，为了歌颂劳动者，丰都评选出了当地

“十佳新农人”并现场进行表彰和颁奖，
激励广大农民继续用辛勤汗水创造丰收
佳绩。

展销现场共设置展位54个，推介展
示丰都栗子大米、麻辣鸡、牛肉、龙眼等

特色产品，并利用抖音直播平台，邀请直
播带货达人现场直播，带动农特产品销
售。非遗项目展区内，“丰都麻辣鸡块”

“仙家豆腐乳”“青龙茶”“茶园白酒”“长
坡风萝卜”等13个非遗项目并排展出；

“木棒棰戏”“龙孔戏牛舞”“秦家锣鼓”
“龙河高台狮舞”“石工号子”等5个非遗
项目也轮番上阵表演，吸引观展者们欣
赏、体验，充分展示了丰都独特的民俗文
化。

近年来，我市农业产业取得长足发
展。我市坚决守住守好粮食安全、耕地保
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三条底线”，多措
并举提高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
力，盘活利用撂荒地，依靠科技提单产，
2021年全市粮食总产量达到1092.8万
吨、创近13年新高；蔬菜产量2184万吨，
比 2017 年增加 321 万吨；出栏生猪

1806.8 万头，时隔 6 年之后再次站上
1800万头关口。与此同时，油料、家禽、
草食牲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继续保持
稳定增长态势。

在稳产保供基础上，我市持续推进
1000个市级以上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
建设，带农能力明显增强，脱贫地区特色
产业发展到1557万余亩，覆盖90%以上
的脱贫户和边缘易致贫户，产业帮扶对脱
贫和边缘易致贫人口的贡献率超过
50%，1918个脱贫村实现集体经营性总
收入1.67亿元，村均8.7万元。

连日来，我市还有部分区县举行了庆
祝活动，通过机械和人工收割稻谷表演、
丰收歌舞、摸鱼抓黄鳝、直播带货、特色农
产品展销等，共同营造庆祝乡村丰收的美
好氛围，并把农产品转化为农户实实在在
的收入。

晒特产 展民俗 颂劳动

重庆市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在丰都启幕

□本报记者 陈维灯

秋分时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龙
射镇大地村，大地河蜿蜒流淌。河畔稻田
里，村民正抢收稻谷。

“收了谷子，马上要翻地，紧跟着就要
种油菜、种榨菜……”大地村党支部书记
陈德举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大地村有耕地
13600亩，田地却仅有810亩，其余大多
为贫瘠的坡耕地，“要在地里刨出更多效
益，人不能闲着，地也闲不得！”

不仅仅是大地村，幅员面积160.36
平方公里的龙射镇，平均海拔超过900
米，70%以上区域都属于高山半高山石漠
化集中地区。

龙射镇党委书记张维斌介绍，全镇耕
地5万余亩，仅有田地2500多亩，占比不
足20%，“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采
取轮作、套种等方式将土地集约化利用，
才能让一块土地产出多种效益。”

依次种植作物
一块土地产生多季收入

9月初，大地村村民陈德洪就已备好
了油菜种子，只待稻谷收割、土地翻耕后
就立即播种。

“天冷了油菜种子就不发芽了。村
里海拔高，冷得早，要抓紧时间。”今年，
陈德洪种植的 10亩水稻，平均亩产约
800斤，每斤售价1.80元，“油菜一般一亩
出油170斤，每斤能卖到10块钱左右。”

一季稻谷加上一季油菜，能给陈德洪
带来3万多元的收入，“如果只种一季，收
入就要减少一半多。”

陈德洪翻耕土地时，东方村的种植大
户傅世均正忙着育苗。

“9月育苗、10月初要移栽，准备种
200多亩榨菜，要忙一阵了。”傅世均在村
里流转了400多亩土地，山地种药材、苞
谷、红苕，田地种稻谷再轮作榨菜。

今年初，傅世均的200多亩榨菜给他
带来了20余万元的收入，“不算已经收一
季的苞谷、稻谷这些，就是青菜头一亩也
要产1.5吨，能卖1000多块钱。”

除了青菜头，年初傅世均等种植榨菜
的村民，还多了一份额外的收入：以前毫
无用处的榨菜叶子，竟然也能卖到一斤
0.20元。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今年2月份，龙射镇对接了销

售渠道，将此前废弃的榨菜叶子收购加
工成梅干菜，销往广东及东南亚地区。

“年初开始收榨菜叶子的时候，有一
大半都烂完了，要不还能多卖几万块钱。”
虽然烂了一大半，但此前一文不值的榨菜
叶子还是给傅世均带来近3万元的收入，

“一亩地榨菜叶子大概3000斤，就能多收

入600块钱。”

同时种植作物
一块土地产出多种效益

除了轮作，龙射镇许多村民还采取了
套种、复耕闲置地等多种方式让土地发挥
最大作用。

傅世均种植的黄精、天冬等中药材
里，套种着辣椒、红苕，收了辣椒、红苕，还
能继续套种冬洋芋。黄精、天冬等中药材
都要种植多年后才能收获，在此之前，套
种的辣椒、红苕、冬洋芋等能带来短期的
收益，“套种辣椒还是红苕，要根据土地的
海拔、水分这些来确定。”

傅世均算了一笔账：如果是套种辣
椒，亩产约2000斤，每斤2元左右，每亩
收入约4000元；如果是套种红苕，亩产约
3000斤，每斤0.50元，每亩收入约1500
元。“收了辣椒和红苕再套种冬洋芋，每亩
能收入800块钱左右。”

大地村村民陈世恒，则在自家的苞谷
地里套种了红苕，“苞谷加红苕，一亩地能
收入2000多块钱。”

张维斌介绍，通过轮作、套种等方式，
龙射镇10个村（社区）已建成榨菜种植示
范基地3000亩、种植辣椒1200亩、有效

管护油茶面积达4800亩、药材种植面积
达5200亩，“镇里还通过集体经济组织种
植了大棚蔬菜30亩，高山反季节包包菜
100亩、高山萝卜100亩。”

在此基础上，今年龙射镇已复耕和盘
活利用闲置地近900亩。

沿河村一组灶圈坝因常年暴涨洪水，
土地被洪水带来的砂石覆盖、无法耕种。
2020年，龙射镇对进行了河道整治，并引
进彭水县佳乐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商谈，
通过“合作社+基地+农户”方式，种植高
山蔬菜200多亩，促进产业发展的同时全
年带动农户71户260人人均增收3000
元以上。

种植木本中药材
修复生态也产出经济效益

石漠化被称为“大地癌症”，在石漠化
面积超过70%的龙射镇，如何才能在治
理石漠化的同时带动产业发展，实现生态
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产出”呢？

龙射镇的办法是发展中药材黄柏产
业。

黄柏，是芸香科植物黄皮树的干燥树
皮，外表面黄褐色或黄棕色，内表面暗黄
色或淡棕色，有清热燥湿，泻火除蒸，解毒

疗疮的功效。
“这种树种起简单，薄土少水都能

活。”沿河村二组，74岁的徐元林种植黄
皮树已10余年，“以前屋后都是荒坡坡，
到处是石头，现在我种的黄皮树都有两万
多棵了。”

徐元林种植的黄皮树，不仅绿了荒
坡，还给自己带来了稳定的经济收益，“今
年砍了30棵，有400多斤干树皮，一斤能
卖到15块钱。”

在沿河村，种植黄皮树的村民不在少
数。

村民徐奎也种植了两万多棵黄皮树，
“种得太密了，今年疏林砍了一些，树皮卖
了两万多块钱。”

徐元林告诉记者，黄皮树种植5年后
就能砍树剥皮，一棵能产干树皮10余斤，

“砍一批，我们就补植一批，山上年年都有
树，我们年年有收入。”

补植的黄皮树苗，都由村民自己利用
收集的黄皮树种子培育。徐元林屋后坡
地上，两万多株黄皮树苗已有一尺来高，

“苗苗也有人买，一株五毛钱。”
如今，随着龙射镇黄皮树种植面积的

不断扩大，找徐元林购买黄皮树苗的人也
越来越多。龙射镇全镇，已有2600多亩
石漠化区域种上了黄皮树。

彭水龙射镇采取轮作、套种等方式将土地集约化利用

村民在山地里“刨”出更多“金疙瘩”
本报讯 （记者 夏元）9月23日，2022年三季度陕渝能源战略

合作联席会在渝召开。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以来截至9月17日，
陕煤集团累积向重庆供煤908.87万吨，同比增长32.4%，在我市期间
从外省市进煤总量中占比达到52.4%，继续发挥了重庆电煤保供的

“中流砥柱”作用。
重庆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今年入夏以来，我市遭遇极端高温天

气，电力负荷极速攀升，电力缺口急剧扩大，全市高峰时期日耗煤达
到11万吨。对此，今年7—8月，陕煤集团累计向我市发运电煤
251.39万吨，同比增长39.9%，成为我市迎峰度夏期间电煤保供的

“定盘星”“稳定器”，为我市打赢电煤保供战提供了有力支撑。
今年以来，陕渝能源战略合作以电煤保供合作为基础，朝着发

电、新材料等新领域、新业态发力。比如，陕煤澄合矿业参与我市涪
陵区中机龙桥热电股权重组，陕西生态水泥公司投资万盛建材循环
经济产业园，陕煤重庆储运公司、陕煤重庆港物流公司在渝进行常态
应急储煤，陕煤集团与重庆能投集团新增500万吨煤炭产能置换合
作等，推动了陕渝能源战略合作不断走深、走实。

今年四季度，陕渝双方将共同加大电煤资源及运力统筹协调力
度，确保完成本年度1400万吨“陕煤入渝”的电煤供煤目标，保障重
庆迎峰度冬能源安全，并持续推动“陕电入渝”项目。

今年“陕煤入渝”已达908.87万吨
同比增长32.4%

本报讯 （记者 杨骏）9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中新项目
管理局了解到，当日，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园在重庆江北嘴揭牌
并启动运营。

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园选址江北嘴商务区，面积约1.4万
平方米，将建设跨境电商线上综合服务、物流信息、金融服务、支付、
跨境电商人才培训等全链条服务平台。园区完全建成后，计划未来
五年，引进100家跨境电商出口和服务企业，孵化400家初创企业，
总出口额将超过160亿元。

产业园揭牌现场签约了20个重点项目。其中，10个跨境电商
企业签约入驻园区，涉及电商销售及配套服务企业；新加坡星展银
行、中国光大银行重庆分行等金融机构，以及中国新加坡商会重庆分
会等商协会组织则与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园签署了合作协议。

中新（重庆）跨境电商产业园在江北嘴揭牌

本报讯 （记者 崔曜）9月2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气象局获
悉，预计未来一周我市降雨日较多，雨量普遍小雨到中雨，局部地区
大雨。

市气象台预计，周末两天我市仍有降雨，雨量普遍小到中雨，局部
地区大雨，中心城区气温难超21℃。未来一周，我市降雨依然较多。

市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董新宁介绍说，当某地5日滑动平均气
温连续5天小于22℃，则将第一个序列的首个平均气温小于22℃的
日期作为当地秋季的起始日。截至目前的资料显示，城口县已经在
8月29日提前入秋，我市其他地区尚未达到入秋标准。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秋种气象适宜度模型计算，9月24至26日，
重庆大部地区秋种气象适宜度为次适宜至适宜，东北局部、西部偏西
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不适宜。各地应加快开展秋种工作，同时做好阴
雨天气的防御。

我市大部分地区尚未达到入秋标准
未来一周降雨较多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9月23日，来自重庆市地产集团消息
称，重庆市南岸区通江立交主体工程已完工，将于9月27日通车。
届时，市民驾车从慈母山隧道经通江立交，到沿江高速南岸收费站、
茶园、广阳岛将更加便捷。

据介绍，通江立交建有8条立交匝道，27日通车只开通其中6
条，剩余2条有望今年底完工后开通。届时，通江大道与快速路三横
线（即峡江路、开迎路）相交节点交通将得到改善，可缓解江南新城、
弹子石、广阳岛、绕城快速交通转换的压力。

通江立交主体工程完工计划本月27日通车
市民驾车到广阳岛将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 白麟）9月23日，2022IVISTA智能网联汽车
挑战赛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举办。在连续两天的比赛中，有超过
30支车队围绕自动驾驶以及重要智能驾驶辅助功能展开角逐。

据介绍，本次参赛车队有来自车企、高校、科创公司的顶尖团队，
也有许多携爱车参赛的消费者选手，他们参加的赛项包括ADAS
（高级辅助驾驶系统）挑战赛、山城极限挑战赛和功能型无人车挑战
赛等。参赛车辆则来自长安、极氪、荣威、蔚来、小鹏、理想、特斯拉、
奔驰、宝马等30余家主流智能网联汽车品牌。

ADAS挑战赛的参赛车辆均为主办方通过严格的筛选机制，定
向邀约的近两年内上市的主流智能网联车型，它们的成绩，将直接反
映在售量产智能车型相关技术的应用表现。

23日的比赛分为AEB（自动紧急制动）和APS（自动泊车）两组
同时展开，其中AEB的目标参照物采用假人模型，相较于车辆模型，
它对车辆的侦测感知能力要求更高。而APS比赛采用平行车位、垂
直车位、斜向车位三个子场景，以全面检验车辆自动泊车系统的“智
力”水平。

9月24上午将举行山城极限挑战赛，下午举行功能型无人挑战
赛，来自车企、高校及科创公司的各支专业车队，届时将分赴各个赛
场，迎接智能网联汽车行业最高水平的年度“大考”。

关注中国农民丰收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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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苏畅）全面展现乡
村振兴工作成效、亮点，激发更多懂农业、
爱农村、爱农民的人才投身乡村振兴——
9月23日，在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来
临之际，2022“裕农朋友圈”首届“写振兴
日记·晒农特宝贝”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本次活动由市乡村振兴局、市地方金
融监管局指导，由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建
设银行重庆市分行共同举办。即日起至
12月23日，“裕农朋友圈”将面向全市各
区县征集“农特宝贝”和“振兴日记”。

“农特宝贝”，是指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过程中，全市范围内各区县、乡镇、村社
区等培育生产、带动助力一方农民踏上致
富路的特色农产品；“振兴日记”，则是指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全市范围内
各单位团体或个人，在参与乡村振兴中收
获的工作实践、成效故事、经验总结、模式
思考，以及展现美丽乡村新变化，抒发家
乡美的见闻趣事。

据了解，活动最终将发布“十大特色
乡村宝贝”和“十大特色乡村振兴日记”，
举行线下“重庆乡村振兴农特宝贝”展出，
并将其汇编成册进行展示阅览。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乡村
振兴的根本在产业，难点在人才，这两个
活动切口有意义、有新意、有创意，写日记
是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悟、趣事好事记录下

来，晒宝贝是将“养在深闺人未知”的农特宝
贝找出来，通过手段、渠道、平台“晒”出来。

据悉，“裕农朋友圈”是农民专属的综
合社交平台，自去年丰收节上线以来，平
台点击阅读量8.2亿人次，日均浏览量达
235万人次，以“互联网+”赋能乡村振兴，
在助农、扶农、裕农方面进行诸多创新举
措，引发广泛关注。

“裕农朋友圈”首届“写振兴日记·晒农特宝贝”活动启动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9月23日，
随着540箱、重约8100公斤优质“中益黄
精面”装车出口至澳大利亚、新加坡和南
非，由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帮
扶车间生产的“中益黄精面”，首次走出了
国门。

黄精是集经济、生态和社会效益于一
体的多功能产业，黄精制品的营养价值和
经济价值得到广泛关注，并展示出巨大的
发展潜力和广阔的市场前景。在脱贫攻
坚时期，黄精便是中益乡最主要的扶贫产

业之一，基地示范带囊括了华溪、盐井、光
明、龙河4个村，总面积约1200亩。

为加强对黄精产业的深度开发，丰富
中益乡农特产品种类，提升中益乡农特产
品附加值，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石柱在
中益乡华溪村扶贫加工车间建设年生产
量可达2000吨黄精挂面生产线并投产。

“中益黄精面”系列产品由重庆华
溪村黄精面业有限公司研发，主要运营
模式和利益联结机制为“政府引导+村
企合作+联农带农”，目前主营黄精面
条、黄精桃片等系列产品。其中黄精面
系列产品主要有手工黄精面、空心黄精
面，并正在拓展开发黄精白果面、羊肚

菌黄精面、即食黄精方便鲜面、开袋即
食黄精干脆面（休闲食品）、鲜黄精面皮
等产品。

“中益黄精面”最大限度地保留了黄
精的药用功效，总共历经16道工艺38项
操作流程，最终呈现出高筋道有弹性、营
养又美味的黄精面食。

在此基础上，重庆渝贸通公司与重庆
华溪村黄精面业公司签订“中益黄精面”
出口合作协议，将把“中益黄精面”推向更
多海外市场。

石柱“中益黄精面”走出国门

2022IVISTA智能网联汽车挑战赛在渝举办

9月23日，在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参赛车辆正在进行AEB（自
动紧急制动）项目的比赛。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