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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底，铜梁玄天湖，成渝中线高铁玄天湖
双线大桥建设正有序推进，预计今年年底可完
成大桥的下部结构施工。

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主通道和长江沿岸“两主两辅”客运通道的
重要组成部分，将进一步强化重庆、成都两大
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服务支撑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成渝中部地区高质
量一体化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成渝中线高铁的规划建设，将有效填补铜
梁铁路网空白，推动铜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

“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庆四川
党政联席会议第七次会议共同研究谋划了推
动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思路举
措，明确在全方位互联互通、构建现代化产业
体系、提升协同创新能力等方面同向发力，全面
提升区域发展能级。”铜梁区委书记谭庆表示，
铜梁位于渝西八区中部腹心位置，承担着联动
协同周边发展的重要功能，铜梁将积极培育新
动能，加快建设成渝中部地区产业新高地。

提升桥头堡城市互联互通能力
加快重大能源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6月29日，铜梁少云镇高碑村，川渝特高
压铜梁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现场，多台
挖掘机、推土机、强夯机等工程机械正在紧张
作业，临时车道上的混凝土罐车、大货车等来
回穿梭，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

川渝特高压铜梁100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
程是川渝特高压交流工程四座1000千伏特高
压变电站之一，也是在重庆市内设立的唯一一
座1000千伏变电站。

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联网工程建成后，
西南电网的主网架电压等级将从500千伏提
升至1000千伏，能有效承接川西甘孜、阿坝地
区水电等清洁电能外送，极大加速川渝电网一
体化进程，提升西南电网整体供电能力和运行
可靠性，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更加
充足可靠的电力保障，有力助推成渝中部地区
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铜梁着力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

堡城市互联互通能力，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中部崛起重要支撑，加快重大能源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

除了川渝1000千伏特高压联网工程有序
推进外，川气东送二期天然气管道工程也已顺
利开工。

同时，铜梁着力提升内联外通水平，成渝
中线高铁、城轨快线璧铜线建设顺利推进，铜
安高速、渝遂复线高速正加快建设……

“我们还在争取将重庆至遂宁铁路按设计
时速350公里/小时纳入国家铁路网规划，力
争‘十四五’期间启动建设。”铜梁区交通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铜梁还将争取国家《中长期铁
路网规划》调修时将汉中至南充至潼南至铜梁
至大足至荣昌至泸州城际铁路纳入其中。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
扎实推进新能源产业互补合作

今年4月，铜梁高新区与自贡沿滩高新区
共同组织召开了新能源行业产业链对接专题
会。

来自铜梁高新区、自贡沿滩高新区新能源
行业的重点企业及金融机构面对面“接链”，进
一步提升铜梁区新能源产业链本土供应能力，
强化成渝地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链协同配套、
融合发展。

在此之前，四川金汇能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已投资10亿元，在铜梁高新区新建10万吨
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基地。

“金汇能充足的产能，将为川渝两地正在
快速建设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提供重要材料
支撑。”重庆金汇能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
人王兴全表示。

近年来，铜梁坚持产业为先为要、制造业
发展为先为重，立足高新区产业基础，积极融
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打造“重庆
市新型储能产业发展示范区”。依托总投资
130亿元的海辰储能链主项目，成功引进江苏
厚生、河北兴恒、安徽科达、铭利达、昆凌电子
等新能源储能产业链企业，产业链集群发展
加快推进，进一步促进铜梁新能源储能产业
链融合创新发展，构建产业生态圈，提升产业
势能。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成渝地区共商共谋、

联动发展，充分利用双方在要素保障、材料供
应、科技研发、市场拉动、服务保障方面的优
势，打通信息链、提升产业链、融合创新链、共
享供应链、整合价值链，凝聚共识，形成高质量
发展合力，扎实推进新能源产业互补合作，共
建千亿级产业集群。”谭庆表示，在此基础上，
铜梁将坚持系统谋划、坚持问题导向，解决产
业小而散、产业能级不高、资源要素聚焦不够
等突出问题，积极培育新动能，打造成渝中部
地区产业新高地，实现工业五年倍增。

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新路子

时节已过夏至，地处铜梁太平镇团碾村的
渝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工作人员正在清理
窖池。

“离入冬收购青菜头还有段时间，60几口
窖池要慢慢清理出来做好准备。”渝西青菜头
收购储存中心负责人说，在铜梁区供销联社牵
头下，铜梁全区已发展种植了6000亩青菜头，
预计总产量将超过1.2万吨。

不仅如此，经过川渝两地供销社联动，渝
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的收购范围已扩大到
潼南、合川及遂宁、广安、资阳等周边地区。

渝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还顺应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农业产业发展导向，在川渝两地
分别发展了2万亩和5万亩的青菜头订单种
植，实现合作共赢。

不仅是渝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近年来
铜梁大力发展现代高效特色农业，推动乡村产
业全链条升级，巩固重庆重要农产品保供基地
优势，打造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示范区。铜
梁成功纳入渝遂绵现代高效特色优势农业产
业带、重庆主城都市区都市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示范区规划范围，并创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
园。

“铜梁还将依托中国农科院、京东集团等
科研平台资源，打造‘北寿光、南铜梁’蔬菜种
源研发培育中心，创建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
示范区。”谭庆表示，铜梁将以“巴岳农庄”为突
破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努力探索走出一条推进
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的新路子，助力铜梁
在成渝中部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中展现新
作为、彰显新担当。

铜梁积极培育新动能

加快建设成渝中部地区产业新高地

远眺铜梁城市风貌。 （铜梁区委宣传部供图）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要加快农业产
业化，盘活农村资产，增加农民财产性
收入，使更多农民增收致富。

在推进乡村振兴中，铜梁积极探索
“巴岳农庄”建设试点，引入优质社会资
本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与高校合作
升级优质农业种源，完善利益分配调节
机制，深度融入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
带、涪江观光农业走廊建设，促进现代
农业联动发展。

坚持问题导向
立足试点破题

乡村振兴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产业
振兴壮大村集体经济是关键。

近年来，铜梁稳步推进“三变”改
革，有效解决了“资金变股金”等一系列
问题。不过，铜梁在改革推进中也发
现，乡村产业发展面临“三农”整体投入
不足、农业生产效益不高、利益分配机
制不活三大问题。

经过缜密调研分析，铜梁决定以
“巴岳农庄”试点破题，抓住搭平台聚要
素、强管理重经营、建机制防风险三个
关键环节，推动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适
应，实现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巴岳农庄”旨在以产业发展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努力以集成化、系统化

解决农业农村问题。依托村集体经济
组织搭建股权平台，将所有农村集体土
地上的投入转化为地力改善、功能配套
和环境提升的综合产出效能。将所有
资源要素投入合理作价形成权益，并在
收益分配中得到价值体现。让投资人
看得清投入转化逻辑、可开展财务量化
评估、能进行机会投资决策。在合理确
定生态、人文、传承等边界前提下，用资
本的逻辑来一张图规划乡村建设，用市
场的手段推进乡村振兴。

组建“巴岳农庄”
打破发展瓶颈

“巴岳农庄”建设，以整村为单位推
进。试点的第一步是组建“巴岳农庄”
公司，搭建科研平台，聚集生产要素，解
决“三农”整体投入不足问题。

“巴岳农庄”公司架构中，国企、村
集体、社会资本“三足鼎立”。国企起到
牵头人的作用，探索政策资金撬动社会
资本的杠杆模型。具体主导经营管理，
则根据社会资本与国有公司的股份构
成比例确定。

科技投入，是“巴岳农庄”一大亮
点。铜梁与中国农科院等国内四大科
研院所深度合作，建设中国农业科学院
蔬菜花卉研究所西南研发中心等众多
科研机构。引进行业领军企业，大力开 展农业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

用示范，建设智慧农业示范基地。
解决农业生产效益不高问题，有赖

于管理经营水平的提升。其核心是引
入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实行法人治理结
构，推行规范化经营、专业化服务、市场
化营销。

法人治理结构是“巴岳农庄”试点
的重要特点。铜梁在“巴岳农庄”积极
探索推动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向非公
有资本释放股权，引入新的资源型和资
本型战略股东，增强国企发展活力。

同时，积极建机制防风险，解决利
益分配机制不活的问题。建起了农民
权益保障的五级“防火墙”，分别是农业
保险全覆盖、保底分红机制、村集体以
公积金为限承担风险、资本退出村集体
资源资产保全机制、政策性无偿投入代
持股权逐年让渡机制，确保村集体、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利益不受损害。

试点示范引领
带动共富共美

端午刚过，位于侣俸镇保乡村的
“巴岳农庄”设施蔬菜科技园中，一尺多
长的螺丝椒挂满藤蔓，长势喜人。附近
村民来到园中帮助采摘辣椒，和业主公
司员工共享收获的喜悦。这些螺丝椒
年亩产量约1.2万斤，亩产值约4万元，
除开地租、水肥、人工等成本，效益可实
现1.5万元以上。

“以前我种谷子，辛苦一年每亩地
收成也就收800斤左右，刨开成本根本
没得啥子搞头。入股后每亩地年保底
分500斤谷子，年底还有效益分红，我
个人帮公司劳动每天还有80元左右的
收入，划算多了……”将家中五亩地悉

数入股侣俸“巴岳农庄”的石河村村民
田云祥说。

侣俸是铜梁去年首批投入“巴岳农
庄”试点建设，且建设规模最大的镇之
一。辖区文曲、保乡、石河、水龙4个村
集体经济组织，联合铜梁国企重庆龙裕
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建起了“巴岳
农庄”公司。去年，侣俸大力推进路网
建设、农房整治、线路迁改等基础设施
建设，设施蔬菜科技园一期效益明显，
目前正在引进社会资本入股“巴岳农
庄”，产业发展迈上快车道。

和侣俸镇“巴岳农庄”现代蔬菜、农
旅融合为主的发展路径不同，少云镇在
少云村以红色文化、山地农业为主，开
展“巴岳农庄”试点建设。去年，少云村
整合3000余亩土地，因地制宜发展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集体经济收入
35.02万元。

围龙镇在龙湖村以发展乡村旅游、
体验农业产业为主，开展“巴岳农庄”试
点建设。目前，正以龙湖村桥亭湖周边
为核心，总投资5亿元，打造集露营、研
学、民宿、温泉酒店等于一体的旅游景
区。同时，龙湖村对核心区151户民居
及人居环境进行整治，形成巴蜀美丽庭
院示范片。

按照“整村成片、整镇多村推进，
社会资本有序替代”的原则，今年，铜
梁将把“巴岳农庄”建设扩面建设到10
镇47村，并与四川省乡村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和眉山好味稻公司开展“巴岳
农庄”建设投资合作。今后，铜梁将每
年启动一批“巴岳农庄”整体建设，形
成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片。到2035
年，铜梁将实现“巴岳农庄”在农村的
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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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试点建设“巴岳农庄”带动乡村共富共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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