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27日，重庆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农科院工作人员遥控小型轮式
无人驾驶农机爬向山顶农田。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党风廉政看巴渝

重庆新闻 6CHONGQING DAILY

2023年7月31日 星期一
责编 林懿 美编 张辉

□本报首席记者 杨骏
实习生 李秋燃 向卫健

重庆农产品出口，今年上半年又有
了一系列“首次”——

6月，城口腊肉首次实现自营出口；5
月底，铜梁萝卜出口越南，首次走出国门；
5月中旬，城口香菇出口至澳大利亚，这
不仅是城口香菇首次出口，也是5年来城
口县的首次外贸出口；4月，长寿的鲜鸡
蛋首次实现自营出口……

近一两年，重庆农产品加速挺进海
外市场，为重庆外贸进出口注入新活
力。面对这种新趋势，我们需要客观审
视：重庆农产品出口的步伐迈得快不
快？还面临哪些需要突破的瓶颈？对
此，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有出口“模式”但总量偏小

6月下旬到8月初，是重庆耕田而食
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晨宇一年中
最忙的时段。

1个多月的时间里，王晨宇要完成
脆李采摘、洗果、挑选、分装、报关、运输
等环节。这些脆李将会销售到新加坡
市场。

王晨宇忙归忙，却忙得开心。去年，
他们与市中新项目管理局、重庆海关、巫
山县商务委一起，成功探索出了一个脆
李出口模式。简言之，就是由区县挑选
适合出口的农产品和农户，海关和商务
委等部门负责出口资质认定和产品检
测，货代、物流公司负责手续办理、物流
等中间环节，市中新项目管理局则负责
对接以新加坡为主的海外市场和渠道。

“每个环节都是经过了实践验证的，
所以今年就顺畅很多了。”王晨宇说，经
过去年的尝试，今年新加坡客户需求量
明显增加，订单量是去年的5倍，目前交

付量已是去年3倍。
这个模式，同样可以用在其他农产

品的出口上。
王晨宇介绍，去年巫山脆李成功实

现出口后，他用同样模式，将10吨奉节
脐橙出口至新加坡。今年，他准备如法
炮制，把出口的三峡脐橙数量，增加到
100吨。

重庆某外贸公司是巫山脆李首次出
口的负责企业之一。通过上述模式，这
家企业将潼南萝卜、陈麻花、忠州豆腐乳
等重庆农产品，卖到了海外。该企业负
责人介绍，今年，他们还将通过这一模
式，出口黔江猕猴桃、江津花椒等重庆农
产品。

但整体来看，重庆农产品出口的量
还是不够大。重庆海关数据显示，去年，
重庆出口超过5000亿元，其中农产品仅
有13.2亿元；今年上半年，重庆农产品出
口也只有6.4亿元。这一数据，跟邻省四
川相差甚远，更无法与青岛等全国农产
品出口领先的城市相比。

对此，市商务委认为，无论是看产业
单个体量，还是对外贸的贡献力度，重庆
农产品出口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散乱”局面亟待改变

扩大重庆农产品的出口量，当前首
先要打破全行业的散乱局面，形成发展
的合力。

以柑橘为例。作为重庆出口农产品
中量相对较大、且有持续性的产品，重庆
柑橘在外一直没有打出名气。为啥？从
忠县到开州，从云阳到奉节，这些柑橘主
产区个个都有自己的柑橘品种和种植标
准，在对外推广上全市无法形成合力。

“我尝过很多其他地方的柑橘，比
如赣南橙、埃及橙等，综合来说，我们重
庆的柑橘水分多、甜份足，在东盟市场
其实很有优势。”前文提及的外贸公司
负责人认为，重庆的柑橘品质高，本可
以卖出更高的价格，但缺乏足够的品牌
影响力，在国外市场也就没有品牌带来
的溢价能力。

市商务委外贸促进处负责人也很认
可这一观点。她认为，重庆出口的农产
品知名度不够高，缺少品牌效应，无法在
市场上获得较多关注。“像重庆的榨菜，
虽然每年都有出口，但埋单的大部分是
国外华人，并没有真正‘出圈’。”她说。

作为重庆农产品出口模式的主要探
索者之一，市中新项目管理局物流航空
部四级调研员郑弦，对此深有感触。

今年上半年，她曾带着重庆农业企
业到新加坡调研。其间，大家感受最明
显的一点，就是单论技术、产能等，重庆
企业并不输对方，但论塑造品牌、建立海
外渠道、营销推广等，重庆差了不只一个
档次。

王晨宇认为，这种“散乱”局面，直接
导致了农产品出口的物流成本变高。他
说，像山东等省市，因为农产品出口规模
大，物流成本随之降低。重庆区县没有
形成合力，今天走铁海联运，明天走海
运，各自为政，最后成本和效率都控制
不好。

“渝东北完全可以以万州为枢纽点，
忠县、云阳、奉节、巫山等地区的农产品都
可以在万州集散，最后再用统一品牌和物
流的方式出口，这样可以给很多企业省下
大量时间和经济成本。”王晨宇建议。

农产品出口作用不只是“出口”

造成这种“散乱”局面的原因很多，
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相对内贸而言，
出口的流程要麻烦得多，普通农户对此
兴致不高。

万州海关企业管理科副科长李开
银介绍，农产品外贸出口有严格的资质
要求，企业必须先认定申报，通过后才
能从事外贸出口。同时，有资质的企业
从种植开始就要接受全周期的监测，细
致到农药用什么、喷多少次、怎么封装冷
藏等。

然而，很多农产品背后的生产者是
个体农户，无法投入相应的资金，最后产
出回报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所以很多
农户压根不考虑出口这个问题。

“我们要去引导、改变这种意识，让
更多人认识到农产品不是为了出口而出
口。”郑弦认为，农产品出口不能简单地
算眼前的经济账，更要考虑到农产品对
接国际市场后带来的“潜在效应”，比如
品质提升、品牌塑造、产业提档升级等，
这些成效都是长远而持久的。

巫山农户邹贤亮的遭遇，能够证实
郑弦的观点。他种植的柑橘品相好、味
道甜，在国内卖要4元多一斤，比一般的
柑橘卖得贵。但在国外，因为重庆柑橘
品牌的原因，只能卖3元多一斤，再加上
运输等成本，出口赚的钱远少于内贸。

但邹贤亮却一直坚持做出口，原因
有二：一是，出口拓展了他的产品市场，
如今他的柑橘已经卖到香港、马来西亚
等地；二是，从事出口后，他果园所有标
准全面对接国际市场，直接提升了其产
品的品质。

“我的柑橘品质比很多地方都好，也
卖得贵，就是因为农产品出口标准高，我
按照那个流程办，最后的收益自然就高
了。”邹贤亮说。

郑弦表示，农产品出口时的产品品
控要求非常严格，这对个体户、农产品企
业，甚至对重庆整个农产品产业来说，都
是一种“倒逼”。出口做好了，不仅能提
升重庆农业水平，还能打响重庆农产品
在全球的名气。

把视野再放大一些，农产品出口，甚
至将为重庆制造业发展提供新动力。

今年6月，重庆市召开推动制造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提出要着力打造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其中，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被确定为五千亿级
产业。

“目前重庆农产品出口还是果实、蔬
菜等为主，但未来的目标，必然是农业加
工品。”市商务委副主任许新成表示，农
产品加工后附加值更高，也易塑造品
牌。重庆通过农产品出口，对接更大的
国际市场和更高的国际标准，可“倒逼”
重庆农业从简单的原料生产向加工转型
升级，既提升重庆制造业的实力，也能为
重庆外贸增加更多底气。

重庆农产品出口亟待提速上量

本报讯 （记者 栗园园 实
习生 司展图）大豆玉米带状复合
种植模式、电动无人驾驶多功能作
业车、小型智慧化出菇棚、再生茄技
术、果园对靶施药机……7月27日，
我市10余个区县的农业部门负责
人及业主代表走进重庆现代农业高
科技园区，观摩市农科院近年来研
发的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为农
业现代化助力。

农业现代化离不开科技支撑，
同时也需要积极生产转化先进技
术。观摩会上，市农科院“晒”出的
科技成果亮点纷呈，让不少人产生
了合作意向。

“这是我们研发的国内首款全
电力驱动的小型轮式无人驾驶农
机，采用遥控和卫星导航两种无人
驾驶操控模式，能灵活地原地转
向及30度爬坡。挂载不同作业机
具后，可实现播种、植保、耕地等
多功能作业。”在粮油种植区，农
机所研发的新型无人驾驶农机在
工作人员操作下顺利爬上陡坡，引
得大家纷纷上前围观并拿出手机
拍摄记录。

在蔬菜种植区，专家介绍的茄
子再生技术令大家好奇不已。“茄子
怎么再生？”“就跟再生稻一样，在高
温伏旱末期对植株进行重剪，再配
套轻简化肥水管理，它就能重新焕

发生机再长一季，每亩能增产3000
公斤、增收4000元。”

在食用菌工厂的小型智慧化
出菇棚里，得知菌包上发出的猪
肚菇一朵能卖到五六元钱，不少
人开始询问大棚投资成本。“这个
棚占地面积小，农户利用房前屋
后的空间就能摆放，一般投资一万
元，一年就能收回成本。”专家的
话，让大家围上前去更详细地咨
询。

根据果树形状自动伸缩喷杆的
对靶施药机，番茄状茄子、可食用玫
瑰等都市观光农业品种，“晋渝糯3
号”“渝单901”“渝豆11号”“神9优
28”等高粱、玉米、大豆、水稻新品
种……一上午的参观下来，园区里
的农业新图景给参观人员留下深刻
印象。

潼南区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卓丽
说：“我看到园区里的佛手长得特别
好，我们当地也有2万多亩佛手，今
后想请专家在病虫害防治、提产增
效方面给我们提供一些帮助。同
时，还想通过市农科院的科技支撑，
在潼南打造水稻制种基地，助力粮
食生产。”

酉阳县龙潭镇桐岭村的业主李
高飞对小型智慧化出菇棚特别感兴
趣：“投入不大，效益很高，我回去就
想试一试！”

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助力农业现代化

重庆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上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真没想到，原来花一周时间跑七八
个部门才能办好的事，现在竟然5
分钟就在网上办好了。”近日，在外
地打工回乡办事的成女士谈起江津
区推出的“入学一件事”改革，给政
府点了一个大大的赞。

其实，成女士享受到的高效便
捷服务，得益于今年全市启动的清
廉重庆建设。江津区政务办被确立
为清廉市场建设的试点单位，在江
津区纪委监委的指导和推动下，
区政务办以清廉市场建设试点为
契机，在全市率先推出“一件事一
次办”。

“一件事一次办”，是指将企业
和群众需要到各级政务服务机构
办理的事项，通过环节整合、流程
优化，线上线下相结合，实行“一
次性告知、一套表申报、一个窗口
受理、一次性办成”，实现“一次登
录、一网通办”“只进一扇门、最多
跑一次”。

“入学一件事”改革就是江津区
政务办探索清廉市场建设，在区纪
委监委监督指导下,联合相关单位
推出的一个便民事项。这项改革将
原来新生入学需到区公安局等多个
单位办理的7个事项，集中一次性
办理，实现一表申请、一网办理、一
站办结，将原来的5个流程精简为1
个，原来平均20天的办理时长压缩
为10天，极大地方便了广大家长和
学生。

今年以来，江津区纪委监委紧
紧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聚焦政策落地的“堵点”、企业生
产的“痛点”、群众办事的“难点”，打
破多部门联动协作壁垒，建立起观
察员“随机监测”、企业“津心服”、政
务服务“好差评”等机制，打出了一
套清廉市场建设“组合拳”。

截至目前，江津区共推出22个
“一件事一次办”便民服务事项，其
中企业开办、企业注销、学生入学、
不动产登记、新生儿出生、婚育、扶
残助困、军人退役等9个事项已经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截至目前,
仅学生“入学一件事”改革，全区就
已有1.5万余人受惠。

江津清廉市场建设打出“组合拳”

学生入学等9个事项
实现“一件事一次办”□本报记者 申晓佳

“陈萍，你个没良心的！你滚！”
“陈萍，陈萍，你到哪儿去了嘛？怎

么才回来？”
今年63岁的两江新区翠云街道云

竹路社区居民陈萍，几乎每天都会听到
这两句话。说这话的人，是她患有阿兹
海默症（俗称老年痴呆）、今年86岁的婆
婆盛谏芬。

在盛谏芬清醒时，陈萍是她亲如女儿
的儿媳、最贴心的晚辈；而在她糊涂时，陈
萍就和其他人一样，是可恶的“没良心的”。

不过，对陈萍来说，盛谏芬始终是她
叫“妈妈”的婆婆。不管老人家清醒还是
糊涂，不管健康还是疾病，她都想着要把
盛谏芬照顾好。

这样的日子，已经持续了19年，照
顾婆婆已成了陈萍的“全职工作”。

19年没出过远门
“前半辈子婆婆对我好，

后半辈子我该照顾她”

7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在陈萍家
中见到了盛谏芬老人。老人面色红润，
身上的衣服干干净净，只是一脸的不高
兴。

“妈，快来，坐你的‘太后座’，这里最
安逸。”陈萍招呼着盛谏芬，并把她扶到
客厅最右边正对电视的长沙发上。这是
盛谏芬的专属座位，也被全家人戏称为

“太后座”。
“你们别介意，其实我妈妈性格很

好。她得了老年痴呆以后，才变成现在
这种不高兴的样子。”陈萍在一旁坐下，
与记者摆起了龙门阵。

她说，40年前，她嫁来时，婆婆盛谏
芬热情、精干，在外能干农活，在内是家
务能手，一个人就能弄出两三桌菜。

陈萍的丈夫王和平是盛谏芬的独
子。小两口1983年成家后，次年就生下
儿子王仁兵。“那时，我们住在鸳鸯镇黄
茅坪村，家里有4亩地。我跟和平出去
做农活，妈妈就帮我带娃儿、喂猪。我们
关系很好，就像亲生母女一样。”陈萍说
着，脸上浮现出了笑容。

但幸福的日子并没有一直延续下
去。2003年初，陈萍的公公被查出肺
癌，即使全家人悉心照顾，公公还是在当
年底去世了。

失去丈夫，盛谏芬性格巨变。她无
心做家事，成天把自己关在屋里，默默流
泪，哭出了眼疾。

可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2004
年，陈萍的丈夫王和平检查出肾癌，又于
当年去世。

两年内，两个“当家人”都因病去

世。作为传统的农村妇女，盛谏芬的精
神支柱彻底崩塌了。她不让儿媳陈萍
外出打工，还经常因为小事和陈萍吵
闹。

“妈妈闹，是因为害怕。害怕我也离
开她，她就没有家人了。”陈萍说，“前半
辈子婆婆对我好，后半辈子，我当然应该
照顾好她。”

于是，陈萍只在家附近做临时工。
做清洁、当垃圾分类记分员……19年来，
她把陪伴婆婆当成最重要的事，从未出
过远门。

对抗阿兹海默症
“婆婆是病人，无论如何我

都不会丢下她”

“走，走！”突然，坐在“太后座”上的
盛谏芬老人开始自言自语。

“妈，你怎么了？喝点水不？”陈萍立
刻起身端来一杯温水。

“不要！不要！你走！你出去！”老
人把水挡开，又把沙发盖布拉起来蒙在
头上。

“走，我们出去走走。”陈萍拿起手机
和钥匙，带记者出了门。

不过，刚走到楼道外，她就站住脚，
通过阳台窗户继续观察家里的情况。

“妈得了老年痴呆后，有时候会变糊
涂，认不出人，对谁都骂。这时我就要出
门，把空间留给她，让她缓一缓。”陈萍对
此早就有了经验，“但是又绝对不能走远
了，要注意妈在家里的动静。”

这些经验，是陈萍从2014年起逐步
总结出来的。

时间再往前一些，2006年，黄茅坪
村征地搬迁，陈萍一家人也搬进了位于
云竹路社区的花朝小区一楼，三室一厅
的新家。

住进新房，日子有了盼头，丧夫失子
后一蹶不振的盛谏芬精神也有好转，又
变得勤快起来。每天清早，她第一个起
来给家人做早饭，还把家里打扫得一尘
不染。

2014年，盛谏芬不幸患上了阿兹海
默症，从那以后，对于陈萍来说，婆婆简
直变了一个人——满口脏话、不吃饭、偷
藏东西，还经常怀疑家里人都是贼，想偷
她的钱，甚至不换衣服、不洗澡。

陈萍含着眼泪照顾盛谏芬，做软烂
的食物，好声好气哄老人换衣服、洗脸洗
澡，还得经常把衣兜翻出来给老人看，证
明自己没偷钱。

“盛婆婆以前人多好的，得了病就变
了，半夜三更还在阳台上大声骂人，骂得
我们都睡不着觉。”78岁的任先华是陈
萍娘家村里的村支书，也是同个小区的
邻居。

盛谏芬的女儿王淑琴心疼嫂子陈
萍，想把母亲接走，但传统的“落叶归根”
观念，让盛谏芬不愿离开。虽然患病，老
人还是觉得有孙子和媳妇在的地方，才
是真正的家。

“经常是照顾了一天，晚上妈不肯
睡觉，在阳台上扯起喉咙骂我。我心里
难受极了，有时候真的想不管了。”陈
萍抹起了眼泪，“但是她又只愿意让我
管，想来想去，婆婆是病人，她最造孽
（方言：可怜）。无论如何，我都不会丢
下她。”

带着婆婆改嫁
“老年人不是包袱，我们小

的要尽孝”

“又在外面呀，婆婆在闹脾气哈。”这
时，陈萍的老伴冯忠林回家了，一看陈萍
的脸色，冯忠林就明白了情况。

“婆婆，你一个人在屋头呀？”一进
屋，冯忠林故意大声说。

“是呀，陈萍呢？陈萍到哪里去了？
我想她回来。”这会儿，盛谏芬已经恢复
清醒，开始找儿媳了。陈萍赶紧进屋，一
家人又和睦如初。

冯忠林今年67岁。2014年，丧偶的
他经人介绍，认识了同住花朝小区的陈
萍。经过5年相处，二人在2019年领了
结婚证，正式成为夫妻。

“陈萍性格好，温柔贤惠，把婆婆照
顾得好。百善孝为先，我完全支持她继
续照顾婆婆。”冯忠林说，为了拉近和盛
谏芬的距离，他用了孙辈的称呼，称老人
为婆婆。冯忠林的儿子儿媳，和陈萍的
儿子儿媳一样，都把盛谏芬当成奶奶，常
回家探望。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就是要孝顺。
谁都会老，老年人不是包袱，我们小的要
尽孝。”冯忠林说，他是家中老幺，而陈萍
是家中老大，他俩的家庭都有孝老爱亲
的家风。他和陈萍“三观合”，最终走到
一起。

对陈萍来说，照顾盛谏芬从此多了
一个好帮手。

冯忠林退休前是新华书店的维修
工，有一双巧手，更有耐心。为了老人安
全，冯忠林专门给家中的燃气灶加装安
全开关。日常相处中，他经常和盛谏芬
开玩笑，逗她开心。久而久之，盛谏芬也
把冯忠林当成了半个儿子。

记者看到，陈萍家中，最舒适的是盛
谏芬的卧室。凉席擦得发亮，房间干净
整洁。而陈萍和冯忠林的卧室中，却堆
着不少杂物。

“婆婆年纪大了，怕她绊倒，我们
都不在她房里多放东西。”冯忠林说，
在陈萍的精心照顾下，盛谏芬气色好，
身体棒。他要和陈萍一起，继续把老
人照顾好，让她在晚年享受到家庭的
温暖。

“小冯，你头上有虱子！”盛谏芬老人
像孩子一样，指着冯忠林的头顶说。

听了这话，冯忠林赶紧认真地摸摸
头：“我头上干净得很，婆婆，你头上才有
虱子，你该洗头啦！”

听完这番话，全家人都笑了起来。陈萍
拉起盛谏芬的手说：“妈，走，我们去洗头。”

“好，好，陈萍给我洗，最干净。”盛谏芬
耷拉的嘴角翘了起来，开心地笑了。

“全职儿媳”照顾患病婆婆十九年

7月20日，两江新区翠云街道云竹路社区，媳妇陈萍正在给婆婆盛谏芬吹头，陈
萍的老伴冯忠林在一旁逗婆婆开心，其乐融融。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 实
习生 雷皓羽）7月 30日，第一届

“社区营造·在地共创”四川美术学
院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在九龙坡区
渝州路街道埝山苑社区启动。实践
团20余名师生以实地调研、课堂讲
解、“小小规划师”体验等形式，为社
区更新贡献高校智慧。

由四川美术学院建筑与环境艺
术学院研究生和公共艺术学院本科
生组成的社会实践团在前期的调研
中了解到，埝山苑社区是一个老旧
小区，地形复杂、公共区域不分明，
加上社区人口众多，老人和小孩占
比较大，对公共空间的休闲、游玩、
绿化需求比较迫切。

于是，实践团和社区联合组织
居民议事会，引导居民对社区环境
的建设提出中肯的意见和建议，通
过便签和图绘等方式写下对现代社
区的期待的场景，比如社区花园、社

区食堂等。
本次社会实践活动包括社区规

划师课堂、“小小规划师”体验课等
内容。活动中，实践团师生向居民
们讲述重庆现代社区建设的理念与
思路，引导居民对社区进行主动营
造，共筑美好家园；引导社区青少年
儿童“小小规划师”们，发挥天马行
空的想象力，模拟规划建造他们梦
想中的社区公共空间。

本次社会实践负责老师、重庆
市社区规划师、四川美术学院副教
授熊洁介绍，8月底，该实践团还将
举办包括现代社区规划展、“小小规
划师”作品展、居民记忆展等活动，
推动埝山苑社区加快现代规划建
设，打造新家园。

据悉，本次活动在重庆市规划
和自然资源局指导下，由四川美术
学院和九龙坡区规划与自然资源局
共同承办。

川美学子走进九龙坡埝山苑社区

为社区更新出谋划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