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23年 11月24日 星期五
编辑 吴秀萍 美编 曹启斌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11月23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的发布会上获悉，为加快推进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届中国
（綦江）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于
12月4日至6日在綦江区举行。

设计了“1+2+1”系列活动

发布会上，綦江区委书记姜天波介
绍说，大会以“多彩綦江，共创未来”为
主题，设计了“1+2+1”系列活动。“1”即
1场大会综合活动，涉及嘉宾会见、开幕
式、参观考察和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等；“2”即2场专题活动，包括中国罐
头工业协会SG20峰会和重庆非遗保护
协会餐饮食品行业分会年会“1”即1场
群众性综合活动。

其中，开幕式设置了产业集群共建

签约仪式和活动启幕仪式等；食品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设置了院士专家主旨
演讲、招商推介和招商签约仪式等，届
时有关国家部委、全国性行业协会和院
士专家出席有关活动。

举办中国罐头工业协会SG20峰
会，旨在面向罐头产业链优秀企业搭建
交流合作平台，推动行业健康有序发
展；举办重庆非遗保护协会餐饮食品行
业分会年会，主要是为非遗美食、地方
特色食品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技术创新、
行业发展等机会。

此外，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食品
消费需求，綦江还策划了金街美食音乐
汇，包括火锅消费周、全国知名食品展、
音乐晚会、北渡鱼王争霸赛等活动。

大会为何“落子”綦江

“首届中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
会落户綦江，主要基于营商环境、食品
原材料、产业链集群、技术人才、食品品
牌、食品安全六方面考虑。”发布会上，

中国罐头工业协会理事长、中国轻工业
联合会预制食品分会副主任兼秘书长
刘有千介绍。

以产业链集群发展为例，綦江先后
引进正大集团、唯怡饮品等国内龙头企
业落户，形成以火锅、特色预制食品、特
医特膳/休闲食品产业为代表的多个产
业集群，为食品产业上下游企业提供了
便捷的供应链和物流保障，降低了食品
生产企业成本。

在技术人才支撑方面，綦江区在食
品产业领域拥有比较强的技术实力和
人才优势，园区内建有麻辣食品工业数
字化研究院、西部营养科学研究院，为
食品产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同时，綦
江还与西南大学、重庆工商大学等高校
建立合作关系，为企业培养需要的专业
人才。

我市将给予綦江三方面支持

重庆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把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作为全市支柱产业。今年
1—10月，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规
模以上企业累计实现工业产值1538.4亿
元，同比增长3.3%，形成了门类齐全、带
动力强、品牌突出的良好发展势头，已成
为产业关联度高、行业覆盖面广、中小微
企业多的重要支柱和跨界产业。

市农业农村委副主任陈勇介绍，我
市将从三个方面对綦江予以支持。

一是指导支持綦江办好此次大会，
并协调市级行业协会、龙头企业积极参
会，将其打造成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特色产品展示窗口。

二是指导綦江围绕重庆火锅、休闲
食品、预制菜等生产企业实施“爆品”打
造计划，通过市内外展会和多层次的销
售平台，开展品牌集中宣传推广活动，
助推綦江食品品牌打造。

三是会同市经信委、市农业农村
委、市商务委，支持綦江申报农产品加
工、设施农业贴息、农业产业融合发展
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等项目。

首届中国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大会将在綦江举行
推出“1+2+1”系列活动，助力食品加工业迭代升级

11月15日，万州恒合乡八一村，高标准农田已完成今年秋收。 特约摄影 辛飞/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苏畅

11月16日，万州恒合土家族乡八
一村云雾缭绕。

在一块写有“粮食安全 国之大
者”的标牌旁，高标准农田鳞次栉比，
田间道路、硬化沟渠纵横交织，几名工
人正驾驶着推土机来回作业，一派繁
忙景象。

“目前，恒合乡建设了1万亩高标
准农田，明年的高标准农田新建项目也
已提前启动。”恒合乡党委书记魏卡介
绍。

恒合乡平均海拔1200米，虽处于
高山之上，但该乡地形较为平坦，且光
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水稻生
长，是水稻优质产区。“但以前的农田
小而散，种地成本高，效益低。”魏卡
说，大多数年轻人选择外出务工，而留
在乡里的老人种不动地，导致大部分
土地闲置。

2021年，重庆确定了17个市级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恒合乡是其中
之一。在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
的同时，如何扎紧“米袋子”、守住“饭
碗田”，成为恒合乡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点工作。

这一年，恒合乡在前进村、五星村、
里坪村启动了20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将“小田”汇成“大田”，并配套建
设了生产道路和灌排渠道等基础设施，
让农机下地作业，降成本提效益。

“以前村民种一亩地，人工、农资等
成本在1000元左右，而高标准农田建
成后，种植成本仅需要700元/亩。”恒
合乡副乡长邓洪介绍，每亩土地的产量
能达到1000斤，较过去增产60斤，增
收100多元。

2022年，恒合乡在石坪、八一、七
星、水口4个村新建4300亩高标准农
田，并实行稻油轮作、稻渔综合种养等
耕作模式，让一块田地产生多种效益。
今年，恒合乡在全乡新建3700亩高标
准农田，在千米高山上建起万亩粮仓。

在八一村高标准农田旁的“岩上
户”院落，记者看到，一些村民将农房改
造成了民宿。

“稻田既是产业，也是景观。”魏卡
说，在高标准农田建设之前，恒合乡便
引导农田附近的村民发展民宿，并在
稻田周边修建了跑道，规划打造“稻
田+民宿”“稻田+体育”“稻田+研学”
等多种“稻田+”模式，推动农文旅融合
发展。

今年8月，恒合乡举办了首届大三
峡大巴山高山生态“欢乐跑”活动，稻田

周边的道路便是本次活动的部分赛道，
活动期间还举行了土家民歌、土家摆手
舞、篝火晚会等特色演出，吸引了近千
名游客前来参加。

“恒合乡旅游资源丰富，拥有国
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古枫香园景
区、土家族民俗馆、石桶寨景区等景
点，我们将把这些景点与稻田串联成
线，打造多条旅游线路。”魏卡说，同
时恒合乡将进一步提升高标准农田
的规模，在2025年前建成2.5 万余亩
高标准农田。

万州恒合千米高山上建起万亩“粮仓”
“稻田+”发展模式让稻田既是产业也是景观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农业
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
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公布第四批国
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名单，全
国有80个县市区上榜，其中，我市涪
陵区、奉节县、巫山县在列。加上此
前的璧山、开州、武隆、合川、万州，我
市已有8个区县入选国家农业绿色
发展先行区。

近年来，涪陵区按照农业绿色发
展理念，建立了相对完善的绿色产业
发展体系。同时，化肥、农药使用总量
连续7年持续减少，通过革新榨菜加

工工艺，榨菜污水实现全面达标排放，
腌制盐水利用率达30%以上。

奉节县近年来成功打造24.3万
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奉节脐橙）标准
化生产基地，探索出“配方肥+秸秆还
田”“配方肥+有机肥”“配方肥+绿肥”

“配方肥+土壤改良”等多种绿色生产
技术模式。

巫山县按照农业低碳发展理念，
持续做大做强巫山脆李、巫山恋橙、巫
山庙党、巫山核桃、巫山烤烟、生态畜
牧等优势产业，探索立体多元林业经
济新路径。

涪陵奉节巫山入选第四批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上接1版）
朱沱镇组织委员李茂涵说，今年

初，该镇对2022年报表进行了一次梳
理统计，有填报频率为实时、每周、半
月至每年不等的各项报表事项168
项，其中通过应用平台上报的有63
项，通过QQ、微信等互联网手段报送
105项，年报送次数1377次，且需层
层上报、审核把关、签字确认，极大地
挤占了基层干部的时间和精力。

今年以来，永川区以主题教育“四
下基层”为契机，深入镇街摸情况、找
问题，将基层反映的工作报表头绪多、
频次高、时间紧、任务重问题作为攻坚
课题，以推进数字重庆建设为抓手，在
市基层智治专班、市大数据发展局的
支持下，率先在全市投用“一表通”应
用，探索打造“报表+台账”数字化融
合场景，推动数智减负，取得了初步的
实践成果和制度成果。

该区通过摸清沉淀至基层的各行
业各领域报表种类、数量、效果、填报
人员等情况，将基层调研汇总的报表
任务“反向派单”到区级有关部门，通
过数字重庆建设，结合部门核心业务
梳理，打破以往工作模式，推动部门梳
理形成党的建设、经济发展等“四板
块”标准化台账90个。基于IRS实时
归集，镇村干部现在仅需首次录入历
史数据、动态维护确需走访生成的数
据，部门就可在台账内实时查看调
取。针对临时紧急性数据需求，可实
现报表准入、一键下派、智能填报，实
现部门高效派单、镇街快速响应，大大
减少了基层花在报表上的时间。

胡晓燕说，过去，她每月通常要用
一整周的时间来处理报表填报及打
印、送件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已缩短
至半天。今年10月，朱沱镇上报报表
仅为4件，同比缩减了90%多。

■3年建成1万亩高

标准农田

■引导村民发展民

宿，打造“稻田+民宿”“稻

田+体育”“稻田+研学”等

多种模式，推动农文旅融

合发展；串联古枫香园景

区、土家族民俗馆、石桶

寨景区等景点，打造多条

旅游线路

（上接1版）当天，桥头镇党委相关负
责人把严琦带到了一处视野开阔的土
家露台。一眼望去，优美的自然景色
一览无余，有山，有水，有森林，有湖
泊，但就是看不到“钱景”。

“人少、产业单一、配套少”，这是
严琦对桥头镇的第一印象。“以商人的
眼光看，这里虽然发展潜力大，但没有
一个龙头企业带动，没有形成全产业
链。”在商言商，投资桥头镇并不是明
智之举。

看出严琦顾虑，桥头镇党委书记
王东承诺，只要陶然居能来，桥头镇愿
意想尽一切办法配合企业发展，竭尽
全力为企业服务。

正是在桥头镇相关负责人的热情
邀请下，严琦在桥头镇扎了根。

严琦快马加鞭在桥头镇落实产
业：200亩豆瓣非遗基地、300亩莼菜
基地、1000亩辣椒，打造陶然半山民
宿、陶然居果酒作坊、陶然居高山腊肉
加工厂、陶然居数字乡村太空舱智慧
酒店、陶然居瓦屋小镇等，还联合职业
教育中心开办起了“万企兴万村”乡村
振兴产业学院，解决了产业用工难题。

一系列布局就是为了将桥头镇打
造成为“万企兴万村”行动的试验田，
成为全国“万企兴万村”行动示范点。

在严琦看来，“兴村”事业从产业
“塑形”开始。

发展产业、扩大就业是陶然居的
长项。严琦看上了瓦屋村几栋破旧废
弃的民居，投入资金改变原屋结构，对
外进行特色翻修，对内进行精装修，建
成了陶然居半山民宿。民宿土墙青
瓦，土家风情浓郁。按照规划，陶然居
将把这里打造成涵盖餐饮、民宿、电
商、文创、农业观光等为一体的瓦屋文
旅小镇。

成功引进一家龙头企业，桥头镇
倍加珍惜，提供24小时保姆式服务。
王东说，严琦不是第一个来桥头的企
业家，却起到龙头引领的关键作用。
如今的桥头镇，产业兴旺，乡村焕然一
新。

启示二
抱团发展良性竞争
商会聚合民企力量

一家企业的力量毕竟有限，乡村
要振兴，需要各个领域企业共同“加
持”。

今年3月，桥头镇基层商会成立，
吸纳商会成员38个，12位民营企业
家成为轮值会长。

看到一屋子的民营企业家，当地
干部热泪盈眶地说：“民营企业家就是
我们自己人，就是桥头镇发展的最大
底气。”

以商会为纽带，利用“以商招商”
和“商会招商”的优势，桥头镇实现乡
村振兴的每个项目、每个产业、每个区
域都有联盟企业带动。

看到了民营企业在乡村振兴中的
重要作用，桥头镇赋予企业“三大角
色”：邀请企业担当谋划发展的“智囊
团”，定期问计于企、会商发展，充分听
取企业的发展建议；推动企业成为投
资兴业的“主力军”，以“选好企业、商
定产业、锁定区域、确定方案”的开发
方式，实现每个项目、产业、区域都由
企业主导设计、投资、建设和运营；优
选企业作为品牌塑造的“带头人”，与
行业领域口碑好、知名度高的龙头企
业深度合作，借船出海，提升本土品牌
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效果如何？一个例子可以说明：
当初打造滨湖美镇露营基地时，政府
本想给出最优地段，但企业考察后，却
选了靠端头的山坡，紧邻悬崖，荒无人
烟。事实证明，企业的选择独具匠
心。在山崖处，企业打造的高端悬崖
湖景玻璃房、森林帐篷房和自然融为
一体，可独享私密湖光，躺着看日出，
闻松脂香气，很快爆红网络。上千元
一晚的价格，还要提前预订。

在桥头镇，基层商会让企业家抱
团发展，形成差异化的良性竞争氛
围。比如同为民宿，有的侧重于家庭
旅行、有的侧重公司团建、有的侧重滨
湖观景……

众人拾柴火焰高。如今，桥头镇
基层商会交出了一份可喜的成绩单：
培育市场主体58家，招商引资1.5亿
元，汇聚乡村振兴强大合力。同时，破
解资源闲置化，流转土地5230亩（其
中闲置地670亩），收储闲置房屋109
栋、盘活废弃村小3个，全面盘活闲置
资源。

启示三
让村民守得住产业
靠创业过上好日子

乡村振兴的根本不是“输血”，而
是“造血”。企业家带来了产业，还要
让村民拥有创业、守业的能力才行。

陶然半山民宿所处的位置，是桥
头镇瓦屋村高庙组。

村民谭清英家的房子，就正对着
陶然半山民宿。随着陶然半山民宿的
建成投用，当地突然热闹起来，谭清英
说，真没想过农村也能变成“香饽饽”。

谭清英还记得，陶然半山民宿装
修的时候，自己碰到了严琦。在得知
她的家就在民宿对面，只有一条马路
之隔时，严琦当即向她建议：“你家地
理条件这么好，不如开个民宿？”

“开民宿？我没得钱，也不懂。”一
想到自己毫无经验，谭清英就打了退
堂鼓。

“我帮你们，你们只管把房间打扫
出来，保持干净，剩下的由我来做。”严
琦说。

这份承诺掷地有声。最终，在重
庆市餐饮商会会员企业陶然居、徐鼎
盛、珮姐老火锅、杨记隆府、鲜龙井、诸
葛烤鱼、北步园火锅、大芊金火锅串串
等企业的对接帮扶下，瓦屋村22户村
民发展起了民宿、中餐、火锅、烤鱼、便
利小超市等各种业态。

经营“瓦屋村土家烤活鱼”的向光
胜也是受益人之一。

“我以前在镇上经营烤鱼，但是味
道一直普普通通，客人也不多。”向光
胜说，直到诸葛烤鱼的大厨将如何处
理鱼、作料的比例、烤制时间等“过经
过脉”的细节倾囊相授后，自己才打开
了做餐饮美食的大门。

在全国工商联餐饮业委员会主
席、重庆市餐饮商会会长严琦的带领
下，越来越多的餐饮企业加入到“万企
兴万村”的行动中来。

在严琦看来，民营企业参与乡村
振兴是富民之举，也是促进发展的义
举，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促
进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展现新时代
民营企业家的风采、作出“自己人”的
贡献。

如今，桥头镇已经由“招商”进入
“选商”，成为了企业投资的新热土、乡
村旅游的新地标。这颗“曾经长在深
山无人识的夜明珠”越来越耀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