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
伟平）1月5日，记者从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
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
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上获悉，重庆将聚焦
粮油、肉蛋奶等产业，重点打造8大“爆品”，经
过培育发展实现单品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
上，引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这8大“爆品”，分别是梅见青梅酒、天友
百特牛奶、乌江脆口榨菜、派森百NFC橙汁，
以及恒都牛肉、德庄火锅底料、梁平张鸭子、
诗仙太白。

去年，我市召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大会。在大会上，我市提出要着力打造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其中第二个
“3”即是要升级打造包括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在内的3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

为加快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一年来，全市着力优化产业生态，
创新政策举措：明晰“3334”发展路径，同时
设立目标规模100亿元的产业生态基金，遴
选培育100家领军企业、110家高成长性企
业、100家服务保障企业和50家上市后备企
业，推进100家企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同时，我市创建农产品加工业100亿级
示范园区8个、50亿级示范园区9个，组建了
重庆江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研究院、重
庆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并培训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实用人才1026人，开展
农产品“进京出海”等系列活动，推动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将培育打造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业8大“爆品”
力争单品年销售收入10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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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出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加速度”
市相关部门负责人谈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精神落地落实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栗园园 苏畅 刘冲

1月5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
村现场推进会在梁平区召开。市级相关部门、
区县、企业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纷纷表示，要扎扎实实贯彻落实会议精神，
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全力推动“三农”工
作再创佳绩。

守底线
筑牢“三农”基本盘

筑牢粮食安全基础、筑牢防规模性返贫
“堤坝”，重庆任重而道远。

合川有“巴渝粮仓”之称，其粮食产量连续
17年领跑全市。如何继续守牢粮食安全这一

“国之大者”？“我们将继续实施‘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战略，落实良种繁育、良田建设、良技
支撑、良机发展、良制实施五大举措，开展单产
提升攻关‘百千’示范行动，深入推广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连片打造10万亩级优质粮油
生产基地，加速推进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和撂荒地整治。”合川区农业农村委主任
陈道平表示，2024年将力争粮食总产量达70
万吨，粮油全产业链产值达到50亿元，全力保
障粮食安全。

在永川区仙龙镇太平桥村，种植大户管春
正忙着为即将到来的春耕做准备。去年，管春
种植了600多亩水稻以及近千亩高粱，总产量
超过550吨，总产值近200万元。“国家高度重
视粮食生产，让我们吃下了‘定心丸’，铆足了
劲加油干！”管春信心十足地表示，今年将扩种
200亩水稻和100亩高粱，多种粮，种好粮。

脱贫攻坚成果能否巩固好、拓展好，直接
关系脱贫群众的生产生活水平。“去年，我们组
建了1.2万名监测信息员队伍，优化防止返贫
大数据监测平台，实行‘一户一策一责任人’精
准帮扶。”市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周松表示，下一
步将坚持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
性返贫作为底线任务，深入实施防止返贫攻坚
行动，健全“线上预警＋线下走访”动态监测精
准帮扶机制，聚焦农村低收入人口持续增收，
落细落实产业带动和就业帮扶政策，抓紧抓实

“强村富民”综合改革重点任务，“一县一策”推
动山区库区区县高质量发展，持续开展“大排
查大走访大整改”行动，集中力量办成办好一
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

促和美
擦亮新重庆建设的乡村底色

“和美”是此次会议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
汇之一。如何建设和美乡村？各地结合自身
实际已有探索。

梁平区副区长熊亮介绍，去年该区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
范区，通过全域规划“一张图”，制定“整治村—
精品村—未来村”梯度培育规划，做好和美乡
村示范带动，其中猎神村规划引领优秀案例在
全国推广。

他表示，梁平将紧扣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
范区目标，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力
争今年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农
林牧渔业总产值100亿元以上，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业（预制菜）全产业链产值增长20％以上，
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的村占
比95％以上，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长8%左右。

乡村建设需要“软硬兼施”。近年来，市住
房城乡建委坚持“强镇带村，城乡融合”思路，
以农房为原点、村落为单元、小城镇建设为纽
带，聚焦村镇建设“小切口”，做靓乡村振兴“大
文章。”

市住房城乡建委村镇建设处处长林远征
表示，将牢牢把握“房、村、镇”三个维度，做好
四方面工作，推动乡村建设从“好房子”向“好
村镇”“好家园”延伸扩面：一是开发“渝悦·农

房”应用，坚持“数、制”共建完善农房监管机
制；二是实施农房品质、院落颜值、村落价值三
大提升行动，坚持“形、魂”同塑，打造巴渝特色
乡村；三是持续实施“一深化三提升”项目，坚
持“点、面”结合，推动城镇提质扩能；四是组织
1000名市内外高校、设计院所、企业等建设人
才，通过“引、育”并重，壮大乡村建设队伍。

市农业农村委人居环境和社会事业处处
长刘明表示，将通过深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行动，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
统筹推进厕所、垃圾、污水“三个革命”，持续开
展“五清理一活动”，力争今年农村卫生厕所普
及率、生活垃圾分类行政村覆盖率、生活污水
治理率分别达到86%、68%、55%。同时，协同
推进农村基础设施“五网”建设，力争今年具备
条件的村民小组通硬化路达到96%，农村自来
水普及率达到90.8%。

兴产业
培育壮大农业经营主体

此次会议提出，着力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
效，做深“土特产”文章。

“这令我们更加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方向。”
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其鑫表
示，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级龙头企业和重庆市
重要商品重点保供企业，下一步公司将加强科
企联合，重点攻克精深加工领域关键技术，同时
计划与江南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建立深度产学
研合作关系，开发出加工拳头产品，推动荣昌猪
由重庆市场领先品牌向全国一流品牌迈进。

做深“土特产”文章，“特”是关键。脐橙是
我市的名优水果之一，眼下正是脐橙上市旺
季，在荣昌区清流镇马草村，重庆兆宏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负责人秦兆宏正组织村民采摘。

“目前我们的种植基地已达1800亩，果子连续
几年卖到了海外。”他表示，将依靠公司的技术

团队，联合四川资中等地，共同打造川渝优质
血橙出口基地，带动更多川渝地区的种植大
户、企业走向国际市场。

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教
授潘家恩建议，我市应以多元并融的视野进行
产业链和市场体系层面构建，统筹推进“乡村
发展水平、乡村建设水平、乡村治理水平”的整
体提升，并将人居环境整治与新产业新业态培
育结合起来，延伸产业链、创造新价值，撬动外
部力量与资源进入乡村，以创意思维和创新运
营激活“沉淀”资产，促进生态资源价值实现与
深度城乡融合。

添动能
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改革是根本动力。

时下，油菜进入越冬生长的关键时节。市
农科院水稻所副所长、市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
席专家黄桃翠又一头扎进了实验室，“我要把
育种材料收回来进行基因筛选，为接下来搞杂
交实验作准备。”

近年来，黄桃翠带领团队聚焦油菜高油、
高产、早熟、抗裂荚等性状，持续进行科研攻
关，去年含油量高达52.37%的“庆油11号”成
功通过油菜新品种登记，再次刷新国内油菜含
油量纪录。如今，早熟品种“庆早油1号”也正
在申请新品种登记，有望在年内通过。

“农业科技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我
将结合农业生产实际，加快培育出更多、更好
的品种，推广高效精简的生产技术，助力农业
提质增效，助推乡村振兴。”黄桃翠说。

市供销合作总社合作指导处处长马会强
说，当前我市农业生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两
低三弱”问题依然突出，需要以市场化手段，创
新构建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服务体系，
满足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和农户的需求。

接下来，市供销合作社将全力推进生产、
供销、信用“三位一体”改革，构建新型农村合
作经济组织体系，搭建为农服务综合平台，统
筹各方面涉农服务资源，推动全市农业经营主
体联合发展，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能力，促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带动小农户和村集体增
收，助力强村富民。

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
——我市社会各界共话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梁平区礼让镇川西村渔米路，村容村貌美丽如画。（本报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栗园园

1月5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重庆市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
村现场推进会在梁平区召开。

这是我市第一次召开建设巴渝和美乡村
现场推进会。会议要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
经验，全面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
打好乡村全面振兴主动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
重庆实践的乡村篇章和农业强国建设的重庆
篇章。

蓝图已绘就，如何抓好落实？
市委农业农村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委主

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贵忠接受记者专访时
表示，全市农业农村系统要以学习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为引领，全面落实“两个确保”，深入
实施“四千行动”，扎实强化“双轮驱动”，走好大
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乡村振兴城乡融
合发展新路子，塑造巴渝和美乡村“金名片”，筑
牢现代化新重庆建设的乡村底色。

四大理念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巴

渝和美乡村建设，要遵循因地制宜、分
类施策、循序渐进、久久为功的理念

会议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
全面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

“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推进巴渝和
美乡村建设，要遵循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的理念。”刘贵忠说。

重庆山地、丘陵面积占九成以上，是我国
丘陵山区的典型代表。我市从东向西，有“靠
山吃山”的山乡，也有靠水而居的渔村，这就注
定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需要在保持山水肌
理、尊重自然风貌的前提下，因地制宜。

其次是要学会分类施策。近年来，我市将
涉农区县分为乡村振兴先行示范类、重点帮扶
类、积极推进类三类，分别明确目标任务和政
策举措，分级培育乡村振兴示范。

再者是要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突破口，
循序渐进推进乡村“五大振兴”。

最后是要有久久为功的信念，始终坚持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锚定全
面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乡村新图景目标，奋力
推进。

“千万工程”发源于浙江，但其影响绝不止
于浙江。党的十八大以来“千万工程”开始走
出浙江，影响全国。

刘贵忠介绍，我市按照“千万工程”理念，一
直以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为抓手，先后实施了

“五清理一活动”“五沿带动，全域整治”等行动。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实现由点到面，再由面到片的
整治提升，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布局更加优化，村
容村貌进一步提升，全市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

条件，实现脏乱差到美丽乡村的蝶变。
“但与浙江相比，我们还存在不足。比如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系统性、全面性、持久性
都还不够。”他说。

工作思路
如何立足市情，创新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推动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市
委、市政府明确了“12421”工作思路

重庆与浙江，一个地处西南山区，一个位
于东南沿海，两地发展实际有相似之处，也各
有差异。如何立足我市市情，创新运用“千万
工程”经验，推动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刘贵忠表示，结合重庆实际，市委、市政府
明确了“12421”的工作思路。

“1”——走好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
区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子。

重庆市情特殊，城乡融合发展任务繁重。
刘贵忠表示，市农业农村委将会同相关部门一
道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制定“一县一
策”为山区库区量身定制发展方案和政策工具
箱，推动实施规划、科技、经营、资金进乡村和
能人、青年、务工人员回乡村“四进三回”行动，
健全城乡融合互促共进体系，促进巴渝乡村美
美与共。

“2”——以确保粮食安全、确保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两个确保”为底线。

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是“三农”
工作的底线任务，我市将开展主要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确保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
总体稳定；扎实开展防返贫“大排查大走访大
整改”行动，健全“线上监测+线下走访”动态监
测机制，精准落实产业、就业帮扶举措，持续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4”——深入实施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
提升、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千个巴渝和

美乡村示范创建、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四
千行动”。

“‘四千行动’是市委六届二次全会确立的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接下来，我们
将持续推进‘四千行动’迭代升级。”刘贵忠说，
我市将抓紧编制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
成高标准农田的实施方案和高标准农田西南
示范区建设专项规划，大力推动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集群化发展，全面推进巴渝和美乡村
达标建设，围绕就业创业产业拓宽农民增收渠
道，全面提升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的成色。

第二个“2”——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
动”。

刘贵忠介绍，我市将聚焦生态种养、精深
加工、绿色智能装备、生物育种等领域开展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以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为
牵引的农村改革，全面激发农业农村发展动力
活力。

第二个“1”——推进抓党建促乡村振兴。
“加强党的领导是推动乡村振兴的关键。

我们要派强用好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加强
对村支书的培训，还要评选一批优秀村支书。”
刘贵忠说。

今年工作
如何跑出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加速

度”？首先是持续深化“四千行动”，其
次是围绕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
推进工作

思路既定，今年我市将采取哪些行动，跑
出巴渝和美乡村建设“加速度”？刘贵忠表示，
首先，将持续深化“四千行动”。

在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行动方面，重
点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加快打造地理
标识名优农特产品，不断提升农产品品牌“含
金量”，以品牌影响力带动农产品销售、推广，

加速形成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生态。
在千个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行动

方面，坚持典型引路与整体提升相结合，达标
创建与示范创建一体推进，全面启动巴渝和美
乡村达标创建工作。通过评价体系构建，到
2027年，实现全市8000个村、1200个农村社
区和美乡村创建工作全达标。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开展星级创建，建成
1000个和美乡村示范村，加快形成“百镇引
领、千村示范、万院和美、全域振兴”的局面。

在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方面，我市
将通过强化农民增收举措，力争让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在2027年赶上全国平均水平、脱贫群
众人均纯收入持续增加，14个脱贫地区农村居
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市、全国平均水平。

在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行动方面，
将继续推进每年200万亩改造提升任务。

“围绕强化科技和改革‘双轮驱动’，我们
也有了一些具体目标。”刘贵忠表示，下一步，
我市将进一步提升荣昌猪科技水平，赋能产业
发展；进一步提高农业机械化率，提升农业生
产效率；加快油菜新品种选育，进一步提高油
菜单产和出油率。

聚焦科技提升，我市还将加快数字“三农”
建设，打造“渝农大脑”，形成“农地一张图、农
事服务一张网、农村信用一本账、农产品一码
通”，打造N个应用场景，如防返贫大数据监测
平台、渔政AI预警处置系统等。

改革方面，将全力推动强村富民综合改革
和标准地改革。

“我们将引导有条件的乡村组建强村公
司，通过现代企业治理结构，以规范经营，不断
提高农业产业市场竞争力，吸引更多能人回
乡，推动强村富民。”刘贵忠说。

标准地改革方面，将结合千万亩高标准
农田改造提升，让每亩耕地产值、投入、效益
等各项指标都能精确计算，推动农业向高质
高效转变。

力争全市粮食面
积和粮食产量稳
定在3012万亩、
216亿斤以上

数读·2024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目标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农村委））

实施高标准农田改
造提升200万亩

第一产业增加值
增长4%左右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7%左右

巴渝和美乡村创建达标率达到
30%，评选200个以上的巴
渝和美乡村五星级示范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