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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翰书 通讯员 董存春

初春时节，巫山县两坪乡周家
村，连片种植的脆李遍布山头，果农
们正忙着施肥、剪枝、刷白……巫山
县商务委外贸服务科科长吴光双介
绍，春节后第二周，巫山县商务委就
与巫山邮政公司进行了交流座谈，决
定今年保持开通巫山脆李邮政航空
（极速鲜）专线。待脆李成熟时，可继
续保持早上采摘、晚上发货，全国主要一二线城市夕发朝至。

巫山脆李不仅是中华名果，也是巫山县域特色效益农业的支柱产
业和农民增收的主要来源之一，每年6月底进入销售旺季。近年来，当
地充分发挥电商作用，促进山区农产品更好对接大市场。

由于巫山脆李对运输条件的要求比大多数水果更为苛刻，2022
年，巫山县、巫山机场与中国邮政航空公司联合启动巫山脆李邮政航空
产地直飞项目，极大缩短了巫山脆李传递时限，提升了生鲜品质。

该专线以“一直航三直通”为核心，辐射华北、华东、华南、华中
及川渝市场。其中，“一直航”辐射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开通巫山
机场至南京邮件集散中心直航；“三直通”辐射华中及川渝地区，开
设巫山至重庆、巫山至武汉、巫山至成都3条陆运冷链运输直达线
路。

巫山脆李
继续开通“脆李航班”
一二线城市夕发朝至

在“脆李航班”的加持下，巫
山脆李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
增加了农民特别是脱贫人口的
收入。对此，我感触很深。2021
年，我们下庄村引入浙乐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对柑橘产业实行标
准化管理，并由该公司提供销售
渠道。同时，我们积极整合资
源，充分发挥电商作用，促进山
区农产品更好对接大市场，今年
也卖了20万斤、100多万元。

要促进脆李、柑橘等山区
“土特产”更好地对接大市场，可
以整合政府、企业、合作社、村集
体组织等多方资源，通过“龙头
企业+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
的模式，让农业企业帮助村民销

售。加工企业还可以将农特产品加工成酒、蜜饯、罐头等，解决鲜果难保
存、残次果难销售等问题。

电商平台是非常重要的渠道，可以通过实时销售和线上预售相结合
的方式，吸引更多的“土特产”的消费人群，提高农产品知名度和销
量。此外，还可以在农旅融合上再下功夫，围绕特色产业发展乡村旅
游，让更多游客来产地体验采摘乐趣，延伸“土特产”的产业链条，提升

“土特产”的附加值。 （本报记者 苏畅）

全国人大代表，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党支
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相林：

整合资源依托电商
更好对接大市场

■观点

□本报记者 刘翰书

黄精作为传统中药之一，具有
悠久的药用历史，也在食品方面得
到广泛应用。日前，记者从石柱县
中益乡获悉，继去年9月中益乡黄
精面条首次走出国门之后，今年又
将有黄精茶、黄精桃片、黄精果脯
等系列黄精产品陆续“上新”。

黄精面条去年首次走出大山
远销海外，标志着当地黄精产业链
的进一步延伸，产品附加值大幅提
高。

据介绍，中益黄精面最大限度
保留了黄精的药用功效，同时按适当比例加入其他辅材和精麦面粉，历
经16道工艺38项操作流程，最终呈现出筋道有弹性、营养又美味的黄
精面食。

“预计到今年底，中益黄精面年产量将达到1000吨。”中益乡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进一步延伸黄精产业链条、多元化发展黄精深加工产
业，他们进一步整合资源，抓好政策配套服务，中益黄精食府、黄精文化
馆、黄精体验馆等一系列与黄精有关的项目正在当地落地实施，预计4
月中旬全面完工。后续，还将有黄精茶、黄精桃片、黄精果脯、黄精颗粒
等系列黄精相关产品陆续推出。

石柱中益黄精
多元化发展深加工

黄精制品又将“上新”

因地制宜做好“土特产”文章 跑出新重庆“三农”工作加速度

□本报记者 左黎韵

位于涪陵区南沱镇长江江心的
平西岛，是涪陵区龙眼的发源地。近
两年，南沱镇在平西岛上启动了生态
农业园建设，大力推动乡村休闲游、
采果游发展，让岛上的龙眼古树资源

“活”起来、“火”起来。
早在明朝年间，从湖广迁徙而来

的村民就开始在平西岛上种植龙眼。上世纪九十年代，因盛产龙眼，平
西岛成为南沱一带最富裕的村庄。三峡库区蓄水后，居民陆续迁出，平
西岛成了无人居住的孤岛，但还遗留着500余株百年龙眼古树。

为把这些古树资源转化为发展优势，南沱镇启动了平西岛生态农业
园建设。一方面，重点实施了库岸整治、鸟类生境修复等生态工程，不断
优化岛上环境；另一方面，围绕乡村旅游体验，对龙眼古树进行了抢救复
壮，规划建设了龙眼荔枝科普馆等，将平西岛打造为生态观光园。

“如今，岛上已陆续栽种了6900多株龙眼荔枝苗木，涵盖了黛绿、
妃子笑等十余种龙眼荔枝品种。”平西岛生态农业园项目部负责人说，
他们配套安装了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等，在满足生态观光游的同时，也
为游客供应绿色有机果品等优质农产品。

如今，平西岛已成为南沱乡村旅游的新晋“打卡点”。去年9月，龙
眼收获时，数万名游客上岛采摘、游玩，带动周边旅游经济发展，加快了
南沱乡村产业振兴步伐。

涪陵龙眼
让古树“活”在当下
打造新晋“打卡点”

□本报记者 左黎韵

涪陵榨菜是鼎鼎有名的“国
民下饭菜”。这两年，涪陵区以

“科创＋”为引领，大力实施科技
兴菜战略，形成了从种子繁育、栽
培种植、生产加工、产品研发于一
体的全产业科研体系。科技创新
成为涪陵榨菜的核心竞争力，涪
陵榨菜“身价”随之步步高。去
年，涪陵榨菜品牌价值高达315.92亿元。

近年来，涪陵每年都投入100万元用于青菜头良种繁育、病害防控
研究，成功培育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涪杂一至八号”系列早晚熟青
菜头杂交良种，提升了涪陵榨菜的品质。与此同时，他们还狠抓技改投
入，围绕脱水、切丝、拌料等关键环节进行技术攻关，使全区榨菜企业自
动化生产比例达95%以上。

涪陵榨菜集团负责人何京府介绍，去年涪陵榨菜集团锚定轻盐赛
道，运用其独有的腌制、防腐等先进工艺，推出了减盐超30％的轻盐榨
菜系列，上市仅一个多月，全国销量就突破2亿包。

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说，接下来他们还将以科技为引领，持续推进青
菜头种业创新，用生物技术、基因工程、新材料等新科技赋能榨菜产业
发展，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未来榨菜产业科创基地。

涪陵榨菜
“科创＋”成核心竞争力
“身价”达315.92亿元

□本报记者 刘翰书 通讯员 董存春

红叶刺绣、叶雕书签……琳琅满
目的文创产品，让巫山红叶既可远
观，亦可珍藏。

近年来，巫山县立足巫山红叶
这一天然美景，打好手上“特色牌”，
深度挖掘红叶文化内涵，让文旅资
源“活”起来，彰显更大的价值和魅
力——小小红叶不仅是巫山乃至重庆的靓丽名片，也成为当地群众的

“致富叶”。
日前，记者走进巫山县三峡里·竹枝村宁河刺绣门店，5名绣娘正在

缝制红叶刺绣，展销台上摆放着各种带有巫山文化元素的绣品。围绕
巫山红叶这一生态宝贝，当地开发了红叶刺绣、叶雕书签以及带有红叶
元素的暖手袋、数据线等系列文创产品，不仅丰富了游客的购物体验，
也让当地群众实现致富增收。

宁河刺绣传承人王志英介绍，宁河刺绣是优秀的民族传统工艺之
一，在丝巾上绣上代表巫山秀丽风景的红叶精美图案，既宣传了巫山美
景红叶，又传承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用宁河刺绣这样的传统技艺将巫
山红叶之美展现出来，使红叶更增添了一份韵味，深受游客喜爱。

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则将剪纸技艺与巫山红叶相融合，打造红叶叶
雕，可作为书签，也可被装裱在木质相框中用于装饰。据悉，巫山县正筹
备在县游客接待中心开办一家实体店，销售红叶类文创产品、农产品等。

巫山红叶
融合传统刺绣技艺
红叶变成“致富叶”

■观点

重庆丘陵山地资源禀赋和立
地气候优势明显，这几年，我们聚
焦种子、耕地和农机装备，开展“卡
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形
成了一批区域特色优势产业，为乡
村振兴注入了不竭动力。

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
现代化。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
力，践行大食物观，实施科技兴农，
落实藏粮于技，用现代农业技术、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武装”
丘陵山地农业，走数字化、智能化、
绿色化、融合化农业发展之路。

对涪陵榨菜而言，首先要坚
持“科创+”构建核心竞争力，聚
焦产业痛点，加大市区互动、产学

研联动，大力实施涪陵榨菜宜机化品种与全程机械化技术装备创新研
发，培育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系列榨菜新品种，推动耕、种、收各
环节配套机具装备不断迭代更新。同时，要以数字化为核心，推动新
一代信息技术与榨菜产业深度融合，继续锚定轻盐赛道，不断创新工
艺、提升效率。此外，当地政府还应在平台培育等方面加大开放协同创
新，打造智慧榨菜升级版，让涪陵榨菜入得了寻常百姓家也上得了高堂
雅座，用科技赋能将“小菜头”变成“金疙瘩”。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市科技局局长明炬：

用科技创新与先进装备
“武装”丘陵山地农业

■观点

市委书记袁家军在黔
江酉阳秀山调研时指出，要
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
创造性，探索绿水青山转化
成金山银山的有效路径，积
极开发文创产品，带领更多
村民增收致富。

巫山红叶是“重庆宝
贝”之一，在三峡景区大山
深处的村民通过就地取材，
利用大自然的馈赠，将一片
片红叶雕琢成文创产品，作
为三峡特色伴手礼，走上了
重庆市文博会，摆上了旅游
商品柜台，走出了一条增收
致富新道路。

优秀的文创产品，是了
解一个地区历史文化最轻

便的载体，是展示城市形象、展现地域文化内涵、促进区域文化旅游交
流的重要渠道，凝聚着特色文化精神，担负着推广地方文化的重任，文
创消费已然成为文旅融合的新风口。依托乡村传统手工艺，大力开发
文创产品，既可以推进农村三产融合深度发展，助推农文旅融合，也有
利于打造乡村旅游IP，助推乡村旅游，赋能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刘翰书 通讯员 董存春）

全国人大代表，重庆乌江画廊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阿依河分公司经管部经理张尧：

利用好大自然的馈赠
走出增收致富新道路

■观点

中益乡黄精面条走出国门、
系列相关产品即将“上新”，是重
庆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强龙
头、补链条、兴业态、树品牌，增
强发展内生动力的一个缩影。

中益黄精的产业发展路
子，我们樱桃井村也能借鉴。
布福娜（苗语）是我们村的特
产，这是一种苗家特有的集食
用、药用、绿化、观赏于一体的
新型水果。我们正通过龙头企
业带动，利用布福娜既营养又
有药用价值的特性，培育特色
品牌，延伸开发出面膜、贴膏、果
脯、茶叶、洗发水等系列产品，让
这一苗家特产在走出国门的同
时，大大提高土地亩均效益。

我们还开辟了一条全新的、从传统农业到智慧农业的跨越式发展
道路。在种植环节，打造了布福娜数字化种植示范基地，通过物联网感
知环境体系，实现水肥自动精准管控种植；在加工环节，打造苗药智能
示范工厂，通过设备联网实现工艺流程协同控制，提升原材料加工能力
和产品合格率；在服务环节，通过汇集全产业链数据，实现产品质量数
字化和可视化，提升供应链协同效率。

所以，山区的“土特产”产业要做大做强，必须突出龙头企业的“头
雁”带动效应，通过加强产业配套链、要素供应链、产品价值链、技术创
新链“四链”融合，助推产业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刘翰书）

全国人大代表，彭水县润溪乡樱桃井村党
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海霞：

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观点

江峡相拥、山水环绕，重
庆拥有好山好水的优良自然
资源禀赋，这是我们建设宜居
宜业和美乡村，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的最大优势和财富。把
山水文化特色资源转化为发
展胜势，就是要牢固树立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
念，保护好山水生态、挖掘好
历史文化，在注重传承保护的
同时，合理开发利用，将生态
人文资源转化为经济效益。

近年来，涪陵区集中打造
涪陵“坪上新乡村”，为夯实农
业产业根基，实现乡村全面振
兴注入了不竭动力。我认为，
要做大做强涪陵龙眼产业，除
了推动种植生产、精深加工等

领域的技术攻关，叫响涪陵龙眼的品牌外，还应讲好产业故事，以重大
项目为牵引，积极培育乡村休闲旅游、精品民宿、文化体验等新业态，促
进农业“接二连三”。其中，平西岛作为涪陵龙眼的发源地，建议在推动
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创新运用乡野化理念，科学规划、合理布局，注意民
宿等建筑与周边环境的和谐统一，努力留住乡愁乡韵，打造成为独具特
色的现代版“桃花源”。 （本报记者 左黎韵）

全国人大代表，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

把山水文化特色资源
转化为发展胜势

【核心提示】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于一体，独具特色的大山

大水孕育了丰富的农特产品。2018

年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

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曾饶有兴

趣地提到了巫山脆李、巫山红叶、涪

陵榨菜等不少“重庆宝贝”。2019年

4月，总书记深入石柱县中益乡考察

时，又详细了解了黄精等特色产业

发展情况。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三农”

工作，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快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迈入新时代，

步入新征程，重庆“土特产”在探索

山区强县富民的现代化新路子上，

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的进程中，又扮演着

怎样的角色？

重庆日报邀请了部分全国人大

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一起探讨如何

因地制宜做好重庆的“土特产”文

章，跑出新重庆“三农”工作加速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