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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周盈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从种养业延伸出
来，是提升农产品附加值的关键，也是构建农
业产业链的核心。

去年，我市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纳入
全市支柱产业集群进行重点培育，出台《重庆
市支持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十
条政策》，设立100亿元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生态基金，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

接下来，如何跑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发展“加速度”，打造更多农产品加工“爆品”？
今年全市两会期间，代表委员们纷纷建言献策。

加强园区建设
加快相关产业聚集

园区是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的重要载
体和依托，是打造五千亿级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集群的主引擎、主阵地、主战场。

市人大代表、江津区委书记李应兰建
议，要支持重点区县进一步发展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创新园区发展模式，依托多种
载体形成模式互补。一是统筹指导各区产
业园按产业规划发展，培育重点园区，强化
产业发展载体功能，做强做大重点园区载
体；二是支持构建“园中园”发展模式，在大
园区内建立“园中园”，增强楼宇产业园公共
服务水平和产业培育载体功能，培育壮大食
品楼宇产业园，引导一批中小微食品加工企
业集聚发展。

市政协委员、渝北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
荐华建议，聚焦“产业培育”，以创建国际农产
品加工产业园、国家农高区、国家新型工业化
产业示范基地等各级各类园区为抓手，新建一
批产业园区；聚焦“主导产业”，按照各区县重
点发展的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布局，改造一批
产业园区，以“腾笼换鸟”推动闲置资源“凤凰
涅槃”；聚焦“体制机制”，整合一批产业园区，
解决市级以下园区普遍存在的规模小、布局
散、产业层次不高等问题，形成新的集聚效应

和增长动力。
“重庆火锅号称‘一锅煮天下’，食材原材

料种类丰富，通过建设升级版的农产品加工
园，可更好整合资源，发挥集聚效应。”市政协
委员、重庆市餐饮商会常务副会长汪成建议，
安排布局火锅底料加工和食材产业基地建
设，通过引育全球火锅底料、预制菜龙头企业
和产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推进数字化智能
化发展，推动建设现代化火锅底料和预制菜
加工基地。同时，聚焦粮谷类、预制肉类、蔬
菜类等板块，建设一批集约化、绿色化、智能
化的优质原材料供应基地，提高原材料保障
能力。

市政协委员，民盟市委会委员、彭水县民宗
委主任苏光华今年带来的提案以《我市预制菜
产业发展亟待支持和规范》为题。他建议完善
产业体系规划，以重庆小面、火锅食材、涪陵榨
菜等为主导，深度挖掘万州烤鱼、黔江鸡杂等产

业潜力，培育1个主导产业、2个辅助产业、多个
特色产业，形成“1+2+N”预制菜产业体系；优化
产业空间布局，谋划布局建设一批预制菜产业
园，予以重点扶持培育，力争建设若干个在全国
乃至全球有影响力的预制菜产业园区，引导产
业链上下游配套企业和资源要素向产业园区集
中，打造预制菜产业示范区县。

增强科技赋能
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部分代表委员提出，目前我市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还存在大而不强、多而不优、精深
加工占比较低等问题。大家认为，要通过不断
提升科技水平，提高产业核心竞争力。

市政协委员、西南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
院智库建设办公室主任杜洁建议，引入数字技
术，整合已有资源，激活科技创新，支持高校科

研院所发挥技术和人才优势，通过龙头企业、
高校和科研院所开展协同创新，特别是数字技
术与生态技术方面的协同创新，提升传统产业
的效率与品质；鼓励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联合
培养人才，加强多层次人才的实践型应用转
化，提升企业创新力和品牌拓展力。

市政协常委、涪陵区副区长张宇表示，农
业数字化是农业产业化与数字要素的融合发
展，是以数据赋能为主线的产业转型和农业再
生产的具体形式。

他建议，通过构建“重庆市农产品一体化
数字平台”，实现农产品选种、生产、加工、储
运、销售、品牌、消费服务各环节数字技术与农
产品产业链条的深度融合，让企业和农户通过
手机App或小程序即可一键对接海量的农业
数据与资讯，助力农产品产业链组织优化。此
外，可依托“重庆三农大脑”，利用IRS（一体化
数字资源系统）数字重庆云平台汇集全国或特
定区域范围内的农产品生产、产品存量、售价
等实时数据，进行农业选品供需动态分析与决
策优化，减少农产品无效供给，助力农产品价
值增值；运用数据分析结果，用消费端指导生
产端，因地制宜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品”多
样性特色山地农业。

市政协委员、黔江区政协副主席李世波建
议，出台《关于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加
大研发投入的若干措施》，在人才、资金、项目、
融资、政策等方面予以重点倾斜和大力支持，
鼓励支持链主企业、龙头企业组建产业技术创
新联盟、企业创新联合体，加强产业核心技术、
生物合成技术、未来农业食品攻关。

打造农产品加工“爆品”
让更多优质产品走出国门

日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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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提出将聚焦粮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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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加工产业快速发展。

如何打造“爆品”，进而通过“爆品”提升重

庆加工农产品知名度、美誉度？
市政协委员、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张

彬建议，建立并完善产品中试的风投基金、产
品孵化的引导基金，在全市遴选火锅底料、肉
油制品（猪牛肉、菜籽油）、榨菜、柑橘（柠檬）、
花椒等10个基础好、辨识度高的单品共同攻
坚突破，孵化产品、打造“爆品”；还可以探索与
国内外农产品产业知名品牌共创模式，采取

“贴牌”和“自主品牌”双线发力的方式，共同打
造、推广“巴味渝珍”等系列“爆品”，逐步实现
从“借船”到“造船”过渡，提升重庆食品在全国
市场的占有率。

“火锅产业连接一二三产业，产业链条
长、带动能力强。”市政协委员，合川区政协副
主席、九三学社合川区工委主委朱祎杉认为，
重庆火锅历史悠久、文化深厚，是重庆的一张
重要美食名片，也是我市一张亮丽的城市名
片。他建议：一是加强顶层设计，统筹产业发
展，重点区（县）制定区域火锅产业发展专项
规划；二是强化大牌培育，形成雁阵效应，紧
抓火锅食材龙头企业，打造“巴味渝珍”火锅
全系列品牌，全面推行火锅服务标准化管理；
三是制定完善火锅菜品、食材等火锅系列产
品标准、产品加工流程标准和火锅营销服务
管理标准，构建重庆火锅全产业链全行业标
准体系。

“通过科研机构、高校、企业联合技术攻
关，让高油、高糖、高盐、高嘌呤的‘土特产’变
得好吃又健康、好带又好送。”市政协委员、綦
江区政协副主席朱吉彬建议，由市质标院牵头
制定地方标准、行业标准，指导最佳赏味期和
保质期分开标注；引导企业开发产品向住院人
群特殊膳食化、慢病人群功能化、高端人群个
性化、普通人群健康化方向发展，规模化出渝
出海。

市人大代表、梁平区商务委员会主任袁利
平表示，要突破地域限制，立足重庆开发适合
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消费者口味的农产品
加工产品，通过举办“爆品”推广活动，不断提
升重庆美食知名度、美誉度。此外，还要依托
线上线下多种渠道，助力重庆美食走出重庆、
走向国际。

代表委员热议如何做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加速创新拓展品牌 打造更多“爆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左黎韵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党的二十
大报告明确“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深入实施区
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
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提出“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

新型城镇化是推动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动力源，也是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必须抓好的
重大任务。连日来，参加全市两会的市人大代
表、市政协委员围绕现代化新重庆建设，重点
突出“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推动我市
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等热点踊跃建言献
策，共同探索新重庆城乡融合发展新路径。

强化数字赋能
助推城乡融合发展

数字重庆建设大会明确提出，要以数字化
引领开创现代化新重庆建设新局面。如何进

一步强化数字赋能，助推城乡融合发展？代表
委员纷纷支招。

市人大代表、潼南区委书记文天平表示，
潼南正深入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认真
落实推动数字重庆建设整体成势要求，通过突
出数字化激发新活力；深化“首席数字官”制
度，建成运行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增
强基层智治体系实战能力；加快建设昇之云大
数据产业园，推动天河超算重庆分中心建设，
升级建设“数字农业大脑”，打造柠檬产业大
脑，继续办好数字菜花节、潼南“柠”聚力等特
色节会，打造数字经济新兴高地；全力推动“三
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
大动力。

市政协委员、当代党员杂志社总编辑张
倵瑃表示，目前我市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
水平参差不齐，信息化水平普遍落后于城市，
乡村数字经济服务平台和应用基础尚不健
全，缺乏功能强大的支撑体系。他建议以新
基建为支撑，筑牢数字乡村“地基”，实施一批

乡村数字新基建重大项目，加强国家和市级
数字乡村试点县建设，用数字建设推动城乡
融合发展水平提升。

市政协委员、农工党市委会常委杨佳红也
建议，建强乡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提升“141”
基层智治体系实战效能，以“数智乡村”建设为
切入点，大力推进“渝农大脑”建设，以“数智变
革”赋能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

以产兴城强城带乡
推动城乡互联互融

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推进以人为核
心的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作为重要抓
手。不少代表委员认为，要积极推进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互联互融互动，以产兴城、
强城带乡，为新型城镇化注入新内涵、提供新
动能。

市人大代表，巫山县委副书记、县长付嘉
康表示，重庆山区库区面积广大，以县域为切

入点，以城带乡、强镇带村、联村成片，是加快
推动城镇产业体系向农村辐射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巫山县聚焦农产品、劳动力优势，发展
农产品及食品加工、劳动密集型消费品工业等
实体制造业，形成县域主导产业体系和乡镇特
色产业体系，全县90%以上的村集体经济年收
入超过10万元；立足小三峡、三峡红叶等旅游
资源，把旅游业发展成为支柱产业之一，推出
剧本游、徒步游等体验式新玩法，打造了一张
张极具辨识度的文化旅游“金名片”。去年红
叶节期间共接待游客209.5万人次，创社会综
合效益10.89亿元。付嘉康称，接下来巫山县
将加快推动城镇产业体系向农村辐射、基础设
施向农村延伸、公共服务向农村覆盖，绘就城
乡融合发展新画卷。

市政协委员，荣昌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赵天智表示，推进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量发
展，是走好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城乡
融合发展之路的必然要求。他建议，针对渝西
地区出台产业工人引进培养政策，设立渝西地

区产业工人专项扶持资金，鼓励中心城区高职
院校到渝西兴办分校，支持渝西地区大力发展
职业教育，培育壮大产业工人队伍；支持渝西
地区打造畜牧、粮油、果蔬、食品等百亿级现代
生态农业产业链，做强做大涉农市场主体，持
续推进“强镇带村”工程，壮大农村集体经济，
实现农民就地就业、增收致富；优化配置产业
投资基金，加快组建渝西地区专项发展基金和
汽车、电子、新能源、新材料、食品等产业子基
金，增强渝西地区发展后劲。

积极引导资本人才下乡
夯实城乡融合发展基础

“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是区县实
现更高水平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抓手。”市人
大代表、秀山县委书记马文森说，秀山作为全
市“小县大城”试点城市之一，在推进以人为
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上肩负着示范引领的重
要使命，近年来，秀山县积极引导工商资本下
乡，推动乡村与人才双向奔赴，动员全县73家
民营企业参与95个村（社区）产业发展，积极
打造“万企兴万村”示范基地50个，培育返乡
创业青年、新型青年职业农民、致富带头人等
1.3万人次，夯实城乡融合发展基础，为乡村
振兴产业振兴注入活力。接下来，秀山县将
着力提升集聚力，做大做强产业集群，突出以
产业带动就业、以就业集聚人口；做优做特公
共服务，持续提升教育服务秀山经济和辐射
武陵山区的能力，健全养老、托育、住房等公
共服务体系，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做实做全城乡基建体系，统筹推进大数据、物
联网、5G等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数字化赋能
乡村振兴。

市政协委员，市委农业农村工委副书
记、市政协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文明维表示，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关键，也是城乡融合发展
的重要因素。调研发现，目前我市涉农人才
培养体系还不够完善，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
不够适应，农村实用人才队伍素质能力整体
不高，农村引才留才比较优势不明显。他建
议加速建成重庆农业职业学院，加力实施基
层农技人员定向培养，加强培育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带头人，加强健全引才留才政策举措，
让更多农村实用人才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的生力军。

两会深读

1月19日，梁平高新区重庆上口佳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人在预制菜生产线上忙碌。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以‘数智乡村’建设
为切入点，大力推进‘渝农
大脑’建设，以‘数智变革’赋
能城乡基层治理现代化。”

■“积极推进新型城镇
化与乡村全面振兴互联互
融互动，以产兴城、强城带
乡，为新型城镇化注入新内
涵、提供新动能。”

■“加强健全引才留才
政策举措，让更多农村实用
人才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的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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