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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昌：
大豆玉米套种可机械化播种

近日，在荣昌区昌元街道虹桥社区一
块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后的地块里，一台
播种施肥机快速移动作业，3行大豆、2行
玉米、2行肥料同步完成。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采用机械种植模式，一亩地可节本
增效500元。

据市农科院相关负责人介绍，播种机械
能将播种、施肥、覆土三道工序一次性完成，
以“扩间距、缩株距”为核心，保障玉米、大豆
同步实现高产。

昌元街道虹桥社区种植大户陈成说，原
来人工种玉米、大豆，要两三个人一天才能种
植完一亩地，费力费时，现在机械化播种，一
天可以播50亩以上，既省时又省力。

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械化播种技术
将在荣昌区大面积推广，从目前来看，起到良
好的示范作用，既解决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难题，又减轻农民的种植劳动力和种植
成本。

荣昌融媒体中心 张泽美

南川：
方竹笋迎来国外“回头客”

近日，重庆市轩瑞食品有限公司接到一
笔来自韩国的17吨清水竹笋订单，去年底韩
国就曾购买过15吨清水竹笋，这是时隔几个
月后再次追加的订单。

在轩瑞食品生产车间，竹笋的清香味扑
鼻而来，工人们正忙着赶制韩国订单的货
品。新鲜水灵的方竹笋经过多道工序，包装
成每袋重约1千克的清水竹笋，这批方竹笋
将于4月中旬发出。

南川方竹笋品质优良，深受消费者喜爱，
出口至美国、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今年已
接到255吨外贸订单。

今年，南川区依托中新重庆互联互通项
目，加强与新加坡等东盟国家的交流合作与
贸易往来，组织相关企业前往新加坡等国家
举办产品推介会，组团前往海外“抢订单”，进
一步开拓了海外市场。

南川融媒体中心 李佳遥

垫江：
开设非遗课堂传承传统技艺

近日，垫江县开设垫江角雕、大石竹编两
个市级非遗项目技能培训班，以增强青少年
对文化遗产的认知和保护意识，传承和保护
传统技艺。

在垫江县职教中心，学生们手持雕刻工
具，在角雕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的指导下练习
雕刻手法。垫江角雕以动物角为原料，采用
中国画的构图设计方案，将各种图案以浮雕、
镂空雕等艺术手法展现。

“角雕课堂很有趣，不仅学习到了角雕文
化，也让我们有了一技之长。”该县职教中心
高一年级学生谭焱焱说道。大石竹编也是市
级非遗项目，通过一根根竹丝编织出具有观
赏性、艺术性的竹编工艺品。

据介绍，这两个市级非遗项目技能培训
班聘请了3名市级、3名县级非遗代表性传
承人为学生授课，吸引了70多名学生报名
参与，课程包括技能培训、美术、创意设计
等。

“学校将非遗特色教育纳入培养体系，制
定适当的培训方案和实践计划，加强教学设
计，利用多元方式因材施教，帮助学生成长，
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新时代的职业农民。”垫
江县职教中心负责人介绍。

垫江融媒体中心 李小华

武隆梓潼社区：
樱桃成熟40元一斤

眼下，武隆区凤山街道梓潼社区早熟樱
桃已经成熟上市，售价40元一斤。

走进梓潼社区樱桃园，只见翠绿的樱桃
枝叶下，一颗颗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娇艳
欲滴。因梓潼社区樱桃上市早、口感佳，吸引
了不少市民前去采摘尝鲜。欢迎各大采购商
前往选购，量大从优。

联系人：王老师 电话：15223825924
武隆融媒体中心 代娟

江津凉河村：
草莓采摘三款套餐供你选
江津区慈云镇凉河村的草莓成熟了，果

农推出三款套餐，总有一款让你心动。
这三款套餐分别是：一、19.9元，一人入

园随便吃；二、158.8元，两大一小全家入园随
便吃，外加带走一篮（6斤以内），不分品种随
便装；三、199元，两大一小全家入园随便吃，
外加带走一篮（10斤以内），不分品种随便
选。

联系人：赵志平 电话：13012363538
江津融媒体中心 曹成

□本报记者 颜安

清明时节，经过雨水洗礼后的乡村，空气
更加清新。

渝北区木耳镇五通庙村农小李生态农
场，送走了一拨客人后，看着已经进入采摘尾
声的草莓大棚，农场主李伟暗自感叹：“当初
的决定看来是正确的。”

李伟本是一名蔬菜业主，但他总觉得在
中心城区发展传统农业没有出路，于是毅然
决定转型升级，如今的农小李生态农场集烧
烤、垂钓、露营、农事体验等业态于一体，已然
跳出了传统农业的发展模式。

李伟的困惑和探索，是中心城区许多农
业从业者的缩影——对于人口超千万，城镇
化率达93.3%的重庆中心城区而言，农业该如
何发展？

从农家乐到田园综合体
都市农业迭代升级

今年30岁的李伟，毕业于四川农业大
学。毕业之后他决定发挥所学，回到渝北区
统景镇老家，帮姐夫打理40多亩蔬菜基地。

“起早贪黑，吃尽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
计，但基本没有利润。”回忆过往，李伟有些惆
怅。种植蔬菜必须看天吃饭，虽然他懂专业
知识和市场营销，但遇到行情不好，啥都不管
用，“藤藤菜最低卖过7毛钱一斤，黄瓜最低8
毛钱，白菜更是只有3毛线，都是‘打烂账’。”

都市农业应该是什么样的业态，应该吸
引哪些消费人群？深思熟虑后，李伟决定做
精品农业——前期以草莓、水果番茄采摘为
主，然后逐渐增加下午茶、烧烤、垂钓等业态，
主打“半日游”。

2019年，李伟在木耳镇五通庙村流转了
70多亩地，建起了2600平方米的智能化种植
大棚。草莓和水果番茄的采摘体验感比较
好，果期较长，且与重庆人的出游时间相吻
合。如今，生态农场的生意火爆，鲜果采摘和
销售每年能达到80余万元。

说起都市农业的迭代升级，巴南区南彭
街道水竹村村民石崇伦的感受更为深刻。

上世纪九十年代，石崇伦敏锐地发现，到
村里来玩耍的城里人越来越多，这些人走累
了、走饿了大多想找个农家歇歇脚、吃个便
饭，看到了商机的他办起了巴南最早的农家
乐之一——南湖湾农家乐。

到了2004年，城里的楼盘多了起来，市政
建设也提速，需要大量的花草树木，石崇伦再次
嗅到商机，流转了400亩土地种植花卉苗木。

苗木生意火爆几年后，石崇伦又瞄准了
农旅融合的乡村游。水竹
村地理位置不错，紧邻高
速下道口，背靠大都市，足
以支撑他的想法。

2016年，石崇伦在水竹
村流转了1800亩荒山荒坡，
陆续投入上亿元，种植红枫、
杜鹃花、桃花等，引进羊驼、
孔雀、梅花鹿，并按照都市
人的需求，建造了“天空之
镜”、旋转许愿梯、滨海沙
滩、仙游岛等多个网红拍照
打卡点，打造了集旅游观光、
研学拓展、采摘烧烤于一体
的多彩植物园，目前已成为
巴南区人气最旺、游客接待
量最高的乡村旅游项目。

李、石二人的际遇，实

为都市农业迭代升级的具象体现。如今，正
如两人的经历一样，都市农业正围绕休闲农
业观光旅游，融合科技文化教育活动等内容，
不断推陈出新。

中心城区探索发展路子
方式多样各出妙招

包罗万象的都市农业，在中心各城区的
表现形式也大相径庭。

幅员面积1825平方公里的巴南区，农村
面积有1750平方公里，是重庆中心城区农村
面积最大、农民人口最多、农业比重最高的
区，都市农业该打哪张牌？

“区里提出了‘都市大花园、农业大基地、
全民大健康’三大发展定位，重点发展品牌茶
叶、精品果蔬、生态渔业、特色粮油、生猪养殖
等特色产业。”巴南区委农业农村工委专职副
书记王智炎说，“我们既要为千万人的保供发
挥重要作用，更要成为都市人的后花园。”

如今，到郊区放松一下，已经成为城里人
休闲娱乐的一种方式。统计数字表明，2022
年重庆人均GDP突破9万元，居民消费观念
和消费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亲近自然、走
进乡村成为人们的第一选择。

半个多月前，巴南推出“巴县老院子”文
旅品牌，用文化赋能，展现该区沿江、傍泉、依
山、靠林、临湖、环岛的自然环境和美丽山水，
让游客品历史、微度假、体验慢生活。

同样拥有大城市和大农村的渝北区，则
是另一种发展思路。

“看似面积大，实则丘陵占比98%以上，
20度以上的坡地占绝大部分，100亩以上的
平地都难找，因而传统农业的质量和效益都
不高。”渝北区副区长李义奎直言不讳，“想来
想去，渝北的农业只有一个优势，就是区位优
势——打造成中心城区里的都市田园，即可
以滋润城市人的‘胃’，也能洗涤他们的‘眼’
与‘肺’。”

所以，渝北的发展思路，一是结合自身的
区位和禀赋，发展丘陵山地高效农业，成为大
都市的“果园子”和“菜篮子”，于是有了农小李
生态农场等上百个家庭农场；二是提高科技含
量，大力发展数字农业、设施农业——仅去年，
该区就发展了7万多平方米的设施农业。

和渝北、巴南不同的是，沙坪坝的农业体
量只占GDP总量的0.5%，现存48个村，而在
未来可能因为城市化缩减到29个村，这意味
着，该区乡村资源的稀缺性进一步显现。

“所以，区里基于‘离尘不离城’的大都市
区位，山、水、林、泉、洞等多彩汇聚的大生态
格局，毗邻科学城、大学城、核心都市区城市
组团的大市场依托，提出了打造现代都市中
的‘诗意田园’。”沙坪坝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

李涛表示，“诗意田园”的一个重点就是，发展
以研学为统领的现代都市农业。

时尚味、科技感、融合发展
现代农业做出“都市范儿”

都市农业能为特大城市发展保留农耕文
明的历史传承，让市民乐享田园记住乡愁。
那么，怎样凸显“都市范儿”呢？

时尚味首当其冲。
3月30日，在石崇伦的多彩植物园的“天

空之镜”打卡点旁，不少游客排队等候“上镜”，
走在上面仿佛漫步云端，脚下是蓝天白云，远
处是碧翠群山，环抱南湖，摄影师用低机位拍
摄，便能呈现出“镜天一色”的美丽景象。

“去年以来，我们新增了许多这样的打卡
点。”石崇伦说，这些打卡点迎合了都市消费
人群的喜好，让多彩植物园成为了爆款，仅今
年前3个月就接待了8万多人次的游客。

科技感也不能少。
在李义奎看来，都市农业必须走数字化

之路，“因为土地比较集约，交通比较便利，可
以依托的科技资源也比较多，可以发展类似
于总部经济的育苗、育秧工厂。”

走进位于渝北区兴隆镇新寨村的智慧种
苗工厂，“人工光+光照”系统、空气加温系统、
水平循环风扇系统等“黑科技”令人眼花缭
乱。这里种苗培育的每一个环节都进行了数
字化改造，实现了降本增效。

“目前我们每年能育苗1.5亿株，包括茄
子、辣椒、西红柿、花卉等，年产值有1000万
元，现在正是种苗往外送的高峰期，今天早上
还送了一车苗子到巴南、江津等地。”育苗工
厂负责人仇明国说。

此外，都市农业需要“跨界”发展，其中最
重要的表现方式就农文旅融合。

4月4日，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萤火
谷农场外，10多辆大巴车一字排开，500多名
来自沙坪坝区育英小学三年级的学生，正在这
里开展研学活动。“从这个学期开学到现在，除
了下雨天之外基本都是爆满。”农场经营者、悠
然园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黄金生感慨，

“双减”后学校有课外研学的需求，他们研发了
相应的课程，良好的环境和丰富的农事体验也
得到了许多学校的青睐，因而客源不断。

同一天，在位于沙坪坝区中梁镇新发村
的太寺垭森林公园，来此研学的学生仍然是
消费主力，“日程已经排到了4月底，预计今年
在研学上的收入可能有个三四百万元吧。”太
寺垭森林公园现场负责人刘亚丽表示，大美
乡村的生态优势让乡村价值得以重估，催生
新场景、新业态，“未来，我们也将探索‘农业+
商贸’‘农业+文创’‘农业+康体’等多种融合
新模式，推动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

核 心 提 示

前不久，我市大多数中心城区
相继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均强调
要大力发展都市农业。

作为一个术语，都市农业概念
发轫于1930年代的日本，后被定义
为一种在城市范围内进行的，直接
服务于城市需求的特殊农业活动。

在建设现代化新重庆的过程
中，中心城区的农业应该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都市农业应该怎么
发力？重庆日报记者选取了渝北、
巴南、沙坪坝等地进行采访。

□颜安

都市农业和传统农业最大的不同，
就是要有更多的新奇感、趣味感、参与
感，要有足够可以吸引城市消费者打卡
的“点”。

这是因为都市农业面对的主要消
费群体就是都市人群，这决定了它必须
紧跟城市消费者的兴趣和趋向，稍微落
后一步就可能“跟不上趟”。

从二三十年前至今，在重庆都市农
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

趋势。比如说，石崇伦从做农家乐到做
苗木再到做多彩植物园，这都是紧跟城
市消费潮流的表现，如今在他的多彩植
物园里，有“天空之镜”、旋转许愿梯、滨
海沙滩等多个可以吸引游客的点，这是
对游客最大的吸引力；

又比如说，沙坪坝区过去的都市农
业就是较为普遍的赏花和采摘，这很可
能会在与周边农业的竞争中落败。但
是，该区立足于自身有50多所小学、20
多所中学以及众多大学的前提下，通过

“村校共育”、发展以研学为统领的现代

都市农业，产生了不少艺术体验研学项
目，从而吸引了许多学生和艺术相关的
从业者。

乡愁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柔情，而农
耕则是抚慰人心的良方。随着都市化
的加速，这种思乡之情，也许只有走进
田园才能得到满足。

总之，都市农业必须拓展农业外
延，必须跨界和融合，不断匹配都市发
展对安全、生态、休闲等内容的需求，
这样才能不断紧随潮流，让消费者乐
享田园。

让消费者乐享田园

◀3月29日，巴南区南
彭街道水竹村南湖多彩植
物园，市民在网红拍照点

“天空之镜”打卡。

▲4月4日，沙坪坝区丰文街道三河村萤火谷农场，沙坪坝
区育英小学学生在开展研学活动。

（本版图片由记者刘旖旎摄/视觉重庆）

▼3月30日，渝北区木
耳镇农小李生态农场，游
客在游玩。

▲3月30日，渝北区兴隆镇智慧种苗工厂，村民在管护种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