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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
黑山羊保种场
获评国家级动物疫病净化场

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动物
疫病净化场名单，重庆腾达牧业股份有限公司大
足黑山羊保种场入选。

大足黑山羊保种场是国家大足黑山羊保种
场、国家肉羊标准化示范场、重庆市动物疫病净化
场。近年来，大足黑山羊保种场通过开展疫病净
化工作，狠抓生物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口蹄疫、小
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等疫病的防控，以提高母羊
群体健康度，健全母羊精细化管理，从而提高母羊
产羔率、健羔数与断奶羔羊数。目前，该保种场有
存栏基础母羊715只，年出栏2000余只。

为保证安全生产，落实疫病净化措施，提升生
物安全水平，大足黑山羊保种场成立了疫病净化
工作小组，加强生产经营管理，降低了羊只发病和
死亡率，2021年实现收入385万元。

大足融媒体中心 崔晓玲

江津：
四面山自然保护区
发现国家二级保护植物八角莲

近日，四面山森林资源服务中心在开展植物
调查时发现了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八角莲。

八角莲是小檗科、鬼臼属植物，为多年生草
本，株高40—150厘米，根状茎粗壮，茎生叶两
枚，掌状浅裂，有的呈八角形，整体看起来犹如一
朵盛开的莲花，故而得名八角莲；常生于山坡林
下、灌丛中、溪旁阴湿处、竹林下或石灰山常绿林
中；分布范围较广，在湖南、湖北、浙江、广西、云
南、贵州、四川等地均有分布。

八角莲是一种传统药材，根状茎供药用，可治
跌打损伤，半身不遂，关节酸痛，毒蛇咬伤等。目
前，野生八角莲十分稀少，已成为我国二级保护野
生植物。

此次在四面山自然保护区发现野生八角莲种
群，将为研究该物种的生态学特征提供重要支持，
也进一步提升了四面山市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价
值和保护价值。

江津融媒体中心 邓浩

璧山：
“土味”防疫宣传语进菜场

“茄子黄瓜配青菜，戴上口罩最厉害”……11月
21日，走进璧山区璧泉街道牛角湾农贸市场，一幅
幅印有卡通图画，内容俏皮、接地气的防疫宣传标语
牌映入眼帘，让前来买菜的市民直呼“朗朗上口”。

在一堆绿叶菜里，“芹菜韭菜大白菜，不戴口
罩别买菜”的防疫标语，令人忍不住会心一笑。“芒
果苹果火龙果，绿码变色急上火。”在水果区挑选橘
子的陈女士，饶有兴致跟着念了一遍，她还拍照发
到朋友圈里，提醒大家定期做核酸。

“农贸市场人员流动性大，为让防疫宣传入脑
入心，我们根据蔬菜、水果、鸡蛋、调料等类别，精
心制作了多张颜色各异、诙谐幽默的防疫宣传标
语。”璧山区璧泉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土味”
防疫宣传标语巧妙地融入辖区农贸市场各类摊位
中，就是为了让大家在买菜的同时提高自我防意
识，时刻注意戴好口罩、定期进行核酸检测等，共
同筑牢疫情防控防线。

璧山融媒体中心 朱大亮

綦江石坪村：
金丝皇菊量大从优

近日，綦江区永新镇石坪村的金丝皇菊丰收
了，购买量大从优。

金丝皇菊泡水喝具有清热降火、明目等好
处。干菊花统一包装为每罐50克，每罐零售价
35元、批发价30元，量大优惠更多。

联系人：张先生；电话：13883766310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成蓉

潼南浩洋村：
果冻橙8斤58元包邮

潼南区柏梓镇浩洋村桔也香果业的爱媛果冻
橙近期成熟了，一件8斤，58元包邮。

桔也香果业坚持有机种植，爱媛果冻橙果肉
饱满，清香甜润，口感细嫩化渣，可插入吸管直接
喝，含糖量达15度。

联系人：彭名奎；电话：13996324482
潼南融媒体中心 关羽

巴南狮子村：
酸甜五布柚3元一斤

眼下，巴南区东温泉镇狮子村五布柚大量上
市，价格为3元一斤。

五布柚又名五布红橙，果大无核，芳香宜人，皮
薄肉厚果心粉红，果肉嫩脆，汁多化渣，酸甜适度。

联系人：徐老师；电话：13752928960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1月21日，万州区甘宁镇同鑫现代
农业园，一座钢结构和玻璃组成的温室
内，绿油油的藤蔓丛中，红彤彤的番茄已
经成熟，工人正站在轨道车上进行采摘。

这是同鑫农业的数字农业番茄工
厂。这里种番茄的方式与众不同——一
排排轨道式栽培的番茄苗种在纸包的基
质内，藤蔓被牵引在红色的线绳上，不断
向上生长。通过这种方式栽培的番茄，
一年能采摘近9个月，实现了“超长待
机”。这段时间，这座农业园每天为万州
市场提供近6吨新鲜蔬菜、水果，为当地
抗疫保供作出了贡献。

同鑫农业负责人卢长坤，今年 59
岁。25年前，他因一次扶贫经历深受
触动，决心要为搞农业“打个样”；25年
来，从规模经营到智慧农业再到数字园
区，他一直履行着“新农人”的身份职
责，在兴农的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索
着、前行着。

搞农业没出息？
他要来打个样!

卢长坤是巫山大昌镇人，从小放过
牛、种过地、挑过煤，常见的农活他都上
过手。

1980年，17岁的卢长坤参军，成为
一名铁道兵，1984年入党，1989年转业
到当时的万县市国营针织厂，端上了“铁
饭碗”。

脑子活、想法多，卢长坤做过销售股
长、经理，后来自己“下海”成立同鑫制衣
有限公司，赚了第一桶金。

1996年，卢长坤响应政府号召参与
扶贫，购买了一批种猪赠送给当时万县
一个村庄的乡亲——一头种猪能生一二
十头小猪，农民只要一直养下去，摆脱贫
困就不成问题。但乡亲们却不领情，有
人当着他的面抛下一句话：“给头猪要辛
苦一年，不如给点钱实惠。”

为什么农民不愿养猪呢？卢长坤挨
个问，大家说，在家种地喂猪，能有什么
出息？

这次经历让从小务农的卢长坤有些
疑惑：什么时候务农是没出息的事儿
了？他琢磨了一番得出结论：“传统的农
业当然没多大奔头，马上21世纪了，现
代农业是啥样，我想来搞一下，给大家打
个样！”

说干就干。1997年，卢长坤牵头成
立万州区同鑫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在龙宝镇九龙村承包200多亩土地，建
起了万州第一个农业园区，发展蔬菜和
生猪养殖。园区是服装厂的“副业”，带

着扶贫的目的，采取了“公司+农户”的模
式，卢长坤希望在公司的带动下，农民能

“依葫芦画瓢”来参与。
为了给村民带好头，他外出考察先

进技术，引进以色列的先进灌溉设备，建
起了温室大棚，开启了设施农业的早期
探索。同时，园区早在上世纪90年代末
就实现了循环经济——计算蔬菜基地消
解能力后，建养猪场、二级繁育场，把猪
粪加工成有机肥供菜地施肥，卖不出去
的菜叶拿来喂猪。

眼见园区种菜养猪赚了钱，周围的
农民也开始感兴趣。于是，公司向他们
提供仔猪、蔬菜种子、技术，按约定价格
回收，又形成了规模生产……

“复制”这个模式，卢长坤先后在万
州建起了好几个农业园区，还发展到周
边的湖北和四川等地。

种地费力？
他让种地省心省力！

记者近日在甘宁镇同鑫现代农业园
采访时，在一座育苗大棚内看见一名50
多岁的阿姨正拖着水管，一排排给蔬菜
苗浇水。

卢长坤叹了口气，在大棚门口的控
制器上按下一个按钮，大棚内的喷灌设
施开启，整个大棚内弥漫着水雾：“培训
过很多次，按下按钮几分钟就能操作了，
但年龄大点的员工还是宁肯拖个水管费
力浇水。”

随着规模的扩大，卢长坤在兴农路
上开启新的探索方向：要解决用工难，就
必须让种地变得更省力；新技术、新事
物，也需要懂技术、有知识的年轻人来操
作，要吸引年轻人，就要为农业生产注入
现代科技的新动力。

2013年，他“转战”甘宁镇。
甘宁镇地处万州国家现代农业产业

园，是万州区农业科技创新的“主战
场”。2013 年，他在这里建设了占地
1270亩的同鑫现代农业园，配备各类温
室大棚，采用先进的设施设备和物联网
技术，实现了生产过程自动化、网络化、
智能化。

这里的蔬果汇集了多项智慧农业种
植模式——比如用紫色的光源模拟太阳
光，补充植物生长光照的灯光工厂，蔬菜
就可少受或不受自然条件的制约，实现
全年生产；比如油麦菜、生菜、西兰花等
蔬菜，就像人们住楼房一样“住”进了阶
梯式、盆架式布置栽培的管道中，其生长
所需要的养分，经雾化器处理后均匀地
喷至植物根系，这种气雾栽培模式不仅
充分利用空间，也使得植物根系在水气
肥一体化的环境中能够快速生长……

让人啧啧称奇的是，偌大的园区下
方竟然是“空心”的。原来，每个大棚下
方都是储水池，用来收集并存储雨水，过
滤后通过管道进入大棚的喷灌设备浇灌
农作物。今夏重庆遭遇罕见高温干旱，
这些温室大棚靠着地下储水池，基本安
然无恙。此外，大棚内浇灌后的水会经
过收集、消毒处理再次循环使用，几乎没
有一点浪费。

园区将物联网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
中，大量的传感器分布在园内，主要的农
业生产都可通过移动终端或者电脑平台
进行控制。卢长坤说，在农业园工作的，
不是传统的农民，是农业工人。他们穿
工装、戴工牌上岗，按月领工资、节假日
发福利，只需做好育苗、嫁接、设备维护
等工作，基本没有肩挑背扛的苦活。

现代化的农业生产自然吸引了不少
年轻人。甘宁园区100多名员工中，45
岁以下的年轻人约占20%。在10号育
苗大棚，记者看见一名青年正在嫁接茄
子苗，他是重庆三峡学院2019年园艺专
业学生张强，今年21岁，7月才入职，现
在负责园区内嫁接、病虫害防治等工
作。张强说，现代化的园区改变了自己
原本对农业的印象，“搞农业很有意思，
也很高大上。”

种地不能“标准化”？
他让“数字”来帮忙！

玩转了智慧农业之后，卢长坤并不
满足，又把目光瞄准了数字农业。

同鑫农业今年新建成的数字番茄工
厂里，轨道式栽培模式的番茄苗被牵引
在红色的线绳上，一排排的番茄苗，整齐
划一的红绳子，在3000多平方米的温室
里显得非常壮观。这里的番茄可实现9
月定植，11月就采摘，并一直持续采到次
年6月中旬的“超长”的生长周期，这也
为产量奠定基础——每年可结果40多
轮，亩产可达到2万公斤，这一个番茄数
字工厂预计可年产番茄100吨，实现产
值200万元。

“这是目前重庆智能化程度最高、
技术最先进的数字温室，是我们的‘试
验田’。”卢长坤自豪地说，数字+农业
能够碰撞出大数据时代的新火花，尤其
是在节本增效方面，是未来农业发展的
方向。

相比传统种植方式，这里引进了数
字孪生技术，对番茄从育苗到结果全周
期实现数字化模拟，在这个过程中积累
大量数据。最终通过物联网大数据，逐
步建立更加精准的水肥平衡，病虫害预
警等番茄生长需求模型。

“积累数据的过程，就相当于给番茄
建了个‘档案’，在番茄的每个生长环节
精准记录它的‘需求’。”卢长坤解释，番
茄一年内要生长40多轮，需要的光照、
湿度等生长环境，需要的肥料配比等生
长数据都不相同。通过给番茄建“数字
档案”，精准记录每一个环节的数据，比
如番茄每天的叶片长度、叶片片数、新生
茎粗，挂果情况等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下
实现的。通过数据建档，一切让“数字”
说话，精准了解番茄的生长“需求”后，对
番茄的生长环境、灌溉需求进行精准调
控，优化设置，未来实现按需生产、保证
农产品的产量和品质。

目前，同鑫农业已先后在万州、梁
平、达州等地建设了这样的数字温室，正
在数字农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行、探索。

为何敢于在农业上探索创新，不断
突破？

卢长坤坚定地说：“所有先进技术都
必须有人敢于尝鲜，不然就是纸上谈
兵。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的一批人，这
个路就应该由我们来蹚！

别人别人““单打独斗单打独斗””时时，，他建农业园区他建农业园区；；人家发展种养业时人家发展种养业时，，他搞循环经济他搞循环经济；；智慧农业在各地蓬勃发智慧农业在各地蓬勃发
展后展后，，他又抢先一步向数字农他又抢先一步向数字农业迈业迈进进——

““新农人新农人””卢长坤卢长坤，，要为科技兴农要为科技兴农““打个样打个样””

采写这篇稿件时，有几句话一直
在我脑海里回荡，比方说“科技是第一
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
动力”，又比如说，“人能尽其才则百事
兴”。

毫无疑问，乡村振兴需要人才。近
期记者在区县走访时，依然能感受到空
心化、老龄化问题的存在。要畅通乡村
发展的瓶颈，就要让更多“新农人”成为

“兴农人”。
“戏好要靠唱戏人”，乡村振兴既要

留得住绿水青山，还要留得住人才。乡
村的美丽繁荣、生机勃勃体现在环境
美、产业旺，也体现在人才兴。“新农人”
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庄稼汉不同，
他们思想活跃、知识丰富、接受新事物
快，他们也愿意返乡创业，在那一方舞
台大展拳脚、施展才华。

要让“新农人”愿意返乡、扎根乡
村，就要加大对返乡创业的支持，使利
好政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提高返乡
创业成功率。卢长坤就曾面临这样的
情况，20年前，他的农业园投入大、蔬菜
销售难，一度想放弃。关键时刻，万州
区相关部门积极协调，帮助他解决了资
金的困境，让他逐步走出泥潭，有了今
天的成绩。

近年来，得益于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支持，物流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信息
技术加快发展，个性化消费持续增长，

“新农人”有了更大的施展空间。于是，
我们看到了永川来苏镇柏树桥村水产养
殖大户周成银建成了国家级水产健康养
殖示范场，看到了渝北区石船镇农村电
商综合服务站负责人杨鹏将血橙、枇杷、
李子等农产品卖到了全国各地，看到了
从职场回归农场、一年帮乡亲们“带货”
1200万元的奉节淘宝主播鲁应葱。

从这些“新农人”身上，我们看到的
不只是幸福乡村的今天，更是充满希望
的明天。

让“新农人”
成为“兴农人”

10月16日，万州区甘宁镇同鑫现代农
业园，卢长坤正在查看数控设备。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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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六
日
，万
州
区
甘
宁
镇
同
鑫
现
代
农
业
园
。
记
者

谢
智
强

摄\

视
觉
重
庆

10月16日，万州区甘宁镇同鑫现代农业园番茄数字化大棚，卢长坤跟年轻人交流番
茄现代培育方法。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