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产业综合产值预计达40.3亿元，同比增长22.9%

南川 澎湃乡村产业活力 夯实共同富裕根基

夯根基 延链条
夯实特色产业“基本盘”

伴着冬日的薄雾，从河图镇冒水村的观景台放眼看
去，一垄垄茶树顺势成行，村民则顺着产业道穿行其间，
为茶树除草、翻地、挖沟、施肥，一气呵成。

“要想茶叶长得好，三护三管少不了。茶苗就像小孩
子一样，只有种茶的人勤快了，它才不偷懒。”村民佘国梅
介绍，茶树苗已栽下两年了，明年春天就可以尝到冒水村
的第一道新茶了。

南川，是重庆规划的“中高山名优绿茶区”、全国茶叶
优势区域重点区、农业部首批标准茶园创建区县。今年
以来，该区持续夯实产业发展基础，累计新建标准化茶叶
基地5000亩（大树茶2000亩、良种茶园3000亩），茶园
种植面积达到12.85万亩（优质高产茶园7.5万亩），产量
达4400吨。

乡村振兴靠产业，产业发展靠特色。近年来，南川立
足空气富氧、土壤富硒、水源富锶“三富”资源，全力推进
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建，持续做大做强“3+2”特色
产业，推动基地提标扩面、促进集群发展，把资源优势转
化为发展优势、发展成果。

一年来，全区新增规模化中药材种植基地1.5万亩、
同比增长3.3%，产量达3.4万吨；新打造2个方竹成林管
护示范片，建成1个方竹低效林改造示范片，方竹笋种植
面积24万亩，产量2.3万吨；新建蓝莓标准化基地2500
亩，总面积1.11万亩、产量2500吨，产值6500万元、同比
增长225%；建成绿色精品稻米6万亩，带动全区“南川
米”稳定在38万亩以上，产量达18.8万吨。

数据的稳中有增，是南川紧扣特色产业持续扩面提
质增效的一个缩影。自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该区坚
持以乡村产业发展为重心，突出特色、重点突破，不断扩
大特色优势产业种植规模、持续延展产业链条，以“多品
种、小规模、高品质、好价钱”为特征的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农业发展局面逐步显现。

围绕产业链延伸，今年南川新建大有镇水源村、头渡
镇前星村等8个中药材初加工基地，中药材初加工龙头企
业达13家、精深加工企业3家；新改建茶叶加工生产线7
条，茶叶加工生产线达32条、产能达6000吨；新改建稻米
加工生产线3条，全区稻米加工能力近20万吨；建成瑞航
蓝莓果汁果酒果酱精深加工、庆酒酿酒庄园等重点项目，
投产全市最大真姬菇工厂化（华绿食用菌）项目。

数据显示，预计年底全区“3+2”特色产业一二三产
综合产值将达40.3亿元，同比增长22.1%。

近日，重庆第四批美丽宜居乡村名单出炉，南川区冷
水关镇茶园村、河图镇中图村、大有镇石良村、南平镇永安
村、头渡镇前星村上榜。

据悉，本次共评选出243个美丽宜居乡村。上榜乡村在
人居环境整治、农旅融合、乡村治理等方面均有不同亮点。

以头渡镇前星村为例，该村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统
筹推进路桥升级改造、饮水安全提升、沟渠整治、产业路、耕
作道等建设，并依托金佛山景区，统一打造前星大峡谷露营
旅游基地，从“山村”蝶变为市民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据统计，2022年，南川全区创建市级休闲农业和乡村
旅游示范镇村4个，“稻香渔歌”获评“重庆乡村振兴十大
示范案例”，全年乡村旅游接待游客突破2000万人（次），
乡村旅游综合收入实现68.7亿元，增长88.2%。

蓬勃发展的乡村旅游经济背后，是南川聚焦农业全产
业链融合发展的不懈坚持。近年来，南川将“3+2”特色产
业与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等乡村旅游融合互动，将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与推动产业富民相结合，有力推动了农村招商
引资和农村产业转型升级，切实把乡村的好山好水好风光
变成绿色生产力。

当前，该区围绕粮旅融合建成“重庆市农耕文化科普教
育馆暨小油沙金佛山贡米生产线建设项目”；围绕茶旅融合
建设茶旅融合观光点8个，建成茶家乐4家，打造休闲观光体
验式茶园6个，并成功打造“世界人工种植茶叶起源地展示中
心”和市级精品茶旅路线“环金佛山旅游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该区今年6月推荐的“南茶春韵·重庆
生态大观园自驾游线路”入选“春季踏青到茶园”全国茶乡
旅游精品线路。

说一千、道一万，增加农民收入是关键。产业发展，还
得要农户有收益，南川深谙此理。在推动特色产业提质增
效的同时，不断深化利益联结机制，创新探索了“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农户”“集体经济组织全程托管”“资源入股＋乡
村旅游”等“三变”模式，有序推进共同富裕。数据显示，南
川区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在10万元以上的村占比达
76.24%。

此外，该区还深入推行“万企兴万村”行动，选派民营企
业家到村担任“名誉村主任”，136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34
个乡镇（街道），投入资金近7亿元，发展项目22个，实现

“3+2”特色产业都有主体带动、有农户受益，带动群众务工
增收、资源增值6000多万元。 张亚飞 黄伟 马菱涔

图片除署名外由南川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促融合 强带动
跑出共同富裕“加速度”

当“智慧”走进乡村，会带来怎样的改变？
农业遥感、无人机植、农业气象站、远程监控，在

信息技术赋能下，一套全自动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可
管护1000亩蓝莓基地。

“遥感系统可实时收集基地内的所有环境情况，
并经过数据分析，智慧应用于蓝莓不同生长期的需
求，实现精准施肥灌水。”大观镇蓝莓标准化基地管理
人员金波介绍，基地明年将陆续进入丰产期，达产后
年产量可达75万公斤，年产值可达3000万元。

近年来，南川紧紧抓住科技创新“最大变量”，深
入开展校地、校企合作，加快新品种培育、新设备运用
和新技术推广，切实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动
能，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新动能。

以南川米产业为例。今年以来，该区以优质稻绿
色高质高效行动为抓手，组织技术专家开展包片指
导，推广统采统供、秧苗统育统插、肥料统测统配、病
虫统防统治、稻谷统收统销“五统一”模式，实施“综合
种养”、推出“订制水稻”，让“南川米好”愈加熠熠生
辉。据测算，“南川米”总产值达7.1亿元，增长7.8%。

科技创造价值，品牌改变农业。“只有顺应市场发
展规律和消费升级新变化，打造属于南川的农业品
牌，才能实现从重规模和数量的‘吃饭农业’向重质量
和效益的‘品牌农业’迈进。”南川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对此坚定不已。

打开思路，打响品牌。近年来，南川顺应市场发展
规律和消费升级新变化，持续引导经营主体参加南川

“金佛山”区域公用品牌创建，不断擦亮特色农业金字招
牌，提升“金山红古树红茶”“金佛山方竹笋”“南川米”

“南川玄参”“金佛山蓝莓”等重点农产品品牌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让南川农业品牌在市场扎下根、结出果。

7月，“巴味渝珍”杯重庆市第五届斗茶大赛茶叶
品牌推介活动中，“南川大树茶”金凤香译牌·不染获
五星冠军；第四届“三峡杯”优质脆李评选活动中，南
川区选送产品获得优秀奖；9月，第24届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上，南川“特珍食品”牌方竹被
评为优质产品；第十四届“三峡杯”名优茶评比活动
中，“南川大树茶”产品获亚太茶茗大奖特别金奖……

一项项对南川农产品品质的赞誉接踵而来，极大
地提升了南川农业品牌的影响力。2022年，该区新
增农业品牌7个，有效期内农业品牌达125个。

抓创新 树品牌
唱响现代农业“好声音”

南川米种植基地 摄/汪新

“今天上午，我们同村的另一个人也打算种蔬
菜，请我来帮他看基地。”12月22日，南川区大有
镇冯秋容蔬菜合作社负责人说，接近年关，从外地
回乡的人向他请教种菜的不少，每天有到蔬菜基
地看的，有打电话的，也有请他去看基地是否合适
的。

冯秋容在大有镇水源村种了160亩蔬菜，因
为效益好，周边四邻都开始种菜，现在已经有20
多家，有的三五亩、有的四五十亩。在南川，蔬菜
种植成为有前景的产业。

今年以来，南川把发展蔬菜产业作为促农增
收的重要切入点，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前提下，通
过面积扩展、基地改造、品种改良、管护提升、装备
升级等方式推进蔬菜产业提质扩面。

2022 年，全区蔬菜完成播种面积 33.4 万亩，
同比增长5.03%；实现蔬菜产量56.25万吨，同比增
长5.73%，蔬菜产值实现19.7亿元（其中加工产值
3.8亿元）。

“保供有力”的紫甘蓝。根据市场需求，在鸣
玉、乾丰、南城、金山、大有等乡镇（街道）建立甘蓝
种植示范片5000亩，推广西园14号、秋实1号、京
丰1号等甘蓝品种，全年甘蓝种植面积达到4.3万
亩，产量达到8.37万吨。

“产量惊人”的食用菌。引进华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于南川落户，建成投用国家级生态农业示
范区智慧农业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实现菌
种创新研发到工厂化规模生产。自7月底启动生
产线后，成品虫草花已全面进入市场，每天能产出
3 吨左右，后续能达到 8 吨；真姬菇日产量达 40
吨，系全市最大的真姬菇类工厂化项目。

“工厂镀金”的蔬菜包。“我约了人明天就要商
量芥菜保鲜加工的事，时间等不起了。”在大观镇，
重庆加贝食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贺族刚正马不停蹄
开拓他的新事业。在原有轩瑞笋竹加工厂的基础
上，开始发展蔬菜加工。贺族刚介绍，在方竹笋液
氮保鲜技术的基础上，他计划发展芥菜低温保鲜，
发展新的产品。事实上，加贝食品投入了2亿元
新建6个车间，发展蔬菜相关加工，包括竹笋、土
豆、藕片、花生、金针菇等开袋即食休闲食品，也有
自热火锅蔬菜包。1号车间9月投产，已生产产品
800吨，其他车间建设、产品研发正在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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拎稳“菜篮子”
做强“菜经济”

乡村振兴这一年乡村振兴这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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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基地 摄/汪新

液氮速冻方竹笋生产线液氮速冻方竹笋生产线

奋进无冬闲，人勤盎“春意”。
虽时值冬日，但在南川的广大乡村，蔬菜大棚里，绿意盈盈芬芳扑面；茶叶基地里农技人员正开展有机肥替代化肥项目技术指

导；中医药产业科技园区内，生产线轰鸣；福寿镇收完优质水稻的“农闲田”已轮种上了油菜，静待即将到来的春天......
“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党的二十大报告为新时代新征程乡村产业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再次让锚定建

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的南川干劲更足。
认准就干，唯实争先。以中药材、古树茶、方竹笋和南川米、蓝莓为主的“3+2”特色优势产业正不断谱写着属于南川人民的“致

富经”，开拓着迈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