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5CHONGQING DAILY

2024年4月 17日 星期三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李梦妮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最近，得知永川区今年种植的“渝蚕5号”
蚕豆每亩产量有望突破4000斤，潼南区宝龙镇
长新村党支部书记张洪伟有些纳闷：同样的高
产品种，为啥自己就种不出这效果？

4月12日，得知中国作物学会食用豆专委
会邀请相关专家组成测产验收专家组，要在永
川区胜利路街道杨广桥村对蚕豆高产示范田进
行实地测产验收，张洪伟决定带着几名村民现
场一探究竟！

这天一早，匆忙赶到测产现场，张洪伟顿时
感到很惊讶。因为仅从外观上看，这里田间蚕
豆的长势、个头都明显优于他们村。

“基本上13个就有1斤重！”看着示范田种
植业主杨雪彬拿着几个大蚕豆骄傲地展示，张
洪伟立刻找到专家咨询起种植经验。

“你看，这地里都覆了农膜，你用了吗？”市
农科院特作所研究员杜成章问。

“没有。”张洪伟答。
“这块地后续追肥了五六次，你呢？”
“一次。”见张洪伟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杜

成章也笑了。
张洪伟带领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柚子林下

套种蚕豆已有3年，用的也是杜成章推荐的高
产抗病品种“渝蚕5号”，相关高产配套技术如
打顶、施肥、防病等，杜成章都曾向他反复交代。

“专家是照书教，可我们种了一辈子地，更
懂实际生产呀！”张洪伟说，按照专家的说法要
多追肥，但村民们觉得按照传统种植思路肥料
施多了要不得，长势过旺植株要倒。

一席话，令现场测产专家哈哈大笑。
张洪伟也尴尬地笑着说：“幸亏我今年还是

听了点专家的话，其间追施过一次肥，好歹一亩
地里还能收1000多斤蚕豆。看来，种田还是要
讲科学！”

测产结束后，张洪伟立马跳进地里，精心选
了一株长势特别好的蚕豆拔了出来，决定带回
村里给村民看，让他们坚定种植信心，好好学习
种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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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3月以来，生猪价格稳中有升。牧邦
生态农业发展（重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牧邦生态农业）陆续出栏生猪超3000头，
取得了不错的收益。

“公司能在短时间内出栏这么多头猪，
赶上生猪价格上涨的好时机，与重庆农商
行去年12月发放的一笔农业生产设施设
备抵押贷款密不可分。”近日，牧邦生态农
业法定代表人夏天如是说。

牧邦生态农业成为“幸运儿”，并非偶
然。

因缺少抵押物导致的农业经营主体融
资难，是不少地方发展农业生产、提高农民
收入所面临的一道“坎”。近年来，重庆积
极改革创新，突破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无法
办理产权证及抵押登记的桎梏，探索农业
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新模式，打通了农
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后变现渠道。

烦恼
有资产却不能用于融资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是农业经营主体重
要的资产之一，价值开发空间巨大。有效
盘活此类资产，被认为是帮助农业经营主
体缓解有资产却难抵押获贷的困境的重要
手段之一。

然而，长期以来，此类资产大多处于
“沉睡”状态。

对此，夏天深有体会。他掌舵的牧邦
生态农业，主要从事规范化生猪养殖，拥有
18个单元猪舍，圈舍及附属设施设备投入
累计2000余万元。公司自2019年在万州
区成立至2022年底，总共贷款3次，贷款
总额为500万元。每一次，公司都想用这
些资产作抵押向银行贷款，但均未能如愿，
原因在于：其圈舍及附属设施设备没有产
权证，不能用作抵押。

夏天坦言，有一次，由于急需资金，他
只能把自己的几套房子抵押给银行。但即
便如此，银行仍要求必须找担保公司进行
担保。一番折腾下来，耗时又费力，总算贷
了300万元。但该公司为此另外付出了一
笔担保费，增加了不少融资成本。

据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调查，过去，由
于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存在无法办理产权证
的问题，银行无法明晰相关设施设备所有

权的归属，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办理抵押登
记。这种情况下，银行如果推行农业生产
设施设备抵押贷款，难以从法律层面保障
自身合法债权，放贷风险较大。再加上没
有相关的融资制度，银行既不敢放贷，也不
能放贷。

试点
政银合作推动农业生产设

施设备抵押贷款落地

2023年12月，夏天的心结终于解开
了。

当时，针对万州区农业经营主体无法
通过抵押农业生产设施设备获得融资的情
况，人民银行万州分行联合万州区农业农
村委组织开展专题座谈会和联合走访调
研。

随后，万州区出台了“改革试点方案+
登记抵押办法+融资实施细则”3项制度，
推进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制度建
设，打通了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流
程核心环节，并允许此类资产在万州区农
交中心进行交易。在此基础上，初步构建

起“农交中心登记—农经站颁证—金融机
构放贷—农交中心交易鉴证”的全流程服
务机制。

在此期间，参与试点的5家银行也同
步推进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贷款产品的
开发。同时，5家银行根据万州区相关部
门推送的涉农企业名单，建立“货币信贷到
村”联络员制度，主动对接相关企业。

牧邦生态农业是重庆农商行选中的第
一家参与试点的企业。12月下旬，牧邦生
态农业顺利在万州区农经站办理了农业生
产设施设备所有权证。经过对证书所登记
的圈舍及附属设施设备的价值评估、核算，
重庆农商行万州分行计划为牧邦生态农业
放款400多万元。该行还与万州区农交中
心一道，确定了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证
书的样式及抵押登记流程。

另一方面，人民银行万州分行努力推
动辖区金融机构进一步降低实际贷款利
率，并联合万州区相关部门推动建立了农
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贴息制度，对参
与试点的农业经营主体按照不高于同期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50%的比例进行贴息。

最终，牧邦生态农业根据自己需求贷

了300万元，并在万州区农交中心办理了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登记。该笔贷款年
利率仅为3.45%，与2023年12月的1年期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相当。

这也是万州区第一笔农业生产设施设
备抵押贷款。

对牧邦生态农业来说，这笔贷款简直
是雪中送炭——公司有了购买饲料和维修
猪舍的资金，稳住了生猪存栏量1万余头、
月出栏量2000头的规模，赶上了3月以来
生猪价格上涨的好时机。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贷款不但解
决了有资产却不能变现融资的难题，拓宽
了融资渠道，也让我们贷款更方便、融资成
本大幅度降低。”夏天说，以同样的贷款金
额来计算，这笔贷款比以前的担保贷款或
信用贷款节约10余万元融资成本。

推广
以制度形式缓解农业经营

主体融资难融资贵

“万州区以制度形式对农业生产设施
设备进行确权、允许此类资产进行交易，打
通了此类资产抵押后变现的渠道，让银行
的债权更有保障，降低了银行放贷风险。”
重庆农商行万州分行相关负责人说，该行
将通过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贷款支持更
多农业经营主体实现更好发展。

事实上，在万州区之前，重庆已有其他
区县进行了类似的探索。来自人民银行重
庆市分行的消息称，近年来，为缓解农业经
营主体融资难题、助力乡村振兴，重庆金融
业积极携手永川、黔江等区县，先后试点开
展了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及地上种植物抵押
贷款业务。

目前，全市主要涉农金融机构均参与
了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试点工作，
其中银行超过10家；纳入试点的农业生产
设施设备包括畜禽圈舍、水产养殖池塘、温
室用房等直接用于农产品生产的设施，必
要的管理用房和临时存储、分拣包装场所
等辅助生产设施，以及茶叶初加工、烘干、
水果洗选分级等现代农业生产装备。

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会同有关部门和区县，鼓励
金融机构加大涉农信贷产品和服务创新力
度，扩大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的覆
盖面，让更多农业经营主体受益。

构建“农交中心登记—农经站颁证—金融机构放贷—农交中心交易鉴证”全流程服务机制

万州建立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新模式

沙坪坝“一条路”串起城乡融合好生活

沙坪坝区嘉陵江绕城而过，歌乐
山、缙云山纵贯南北，面积396平方公
里，城镇化率达97%。

穿山跨河，沙坪坝区构建起都市与
乡村间“半小时交通圈”和“半小时经济
圈”格局。这背后离不开“毛细血
管”——农村公路的畅通。

修一条路、造一片景、惠一方人。目
前，来自市交通运输委和沙坪坝区交通
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沙坪坝区（直
管区）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852公里，农
村公路网密度达408公里/百平方公里，
是全市农村公路203公里/百平方公里
的2倍多。沙坪坝区平均建制村公路通
达率100%、通畅率100%，10户以上村民
小组通畅率100%，建制村公交通达率
100%；乡镇通三级及以上公路比例达
100%，全面消除三类及以上危桥危隧。

把农村公路建好、管好、护好、运营
好。2019年，沙坪坝区获评“四好农村
路”市级示范区县；2024年获评“四好农
村路”全国示范县。

“你疲倦了，不妨到这里—石头花园，亲近自
然；你累了，不妨到这里——萤火谷文创农场，看
光追光；你觉得枯燥无味，不妨来这里——三合
美术馆，陶冶情操；你要感受浪漫，不妨来这
里——镜蓝染，体验‘男耕女织’生活……”

嵌在城市中的乡村——沙坪坝区丰文街
道三河村，紧靠大学城和缙云山。近年来，赋
予了田园以诗意和乡愁，该村从曾经的“空壳
村”发展到如今远近闻名的“艺术家村落”，吸
引了远山有窑、三合美术馆等40余个项目入
驻，走出一条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之路。2023
年实现乡村游35万人次、营收1.2亿元。

华丽蝶变的背后，与一条全长9.8公里的
最美农村公路——盐堰路密切相关。

从通到畅到美
盐堰路蝶变盘活三河村

盐堰路，起于沙坪坝区丰文街道，止于青

木关镇，是两地联通的主要道路。
2018年之前，路面狭窄，坑坑洼洼，最窄

处只有4米，弯多坡陡。
三河村位于盐堰路沿线，该村相关负责人

表示，前些年村里公路虽然硬化了，但全是水
泥路，夏天灰尘特别多，加之村里既没有垃圾
站，也没有污水排放沟，汛期一来，公路上污水
横流，又脏又臭。别说城里人来村里旅游，就
是本村人也不愿意待。

由窄变宽、由通到畅、由畅到靓。转变自
2018年。沙坪坝区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
助推乡村振兴的突破口，盐堰路也在这一时期
迎来了“升级”。沙坪坝区交通局对全线进行
了线型优化。2022年，该路全线完成三级公
路标准提档升级，这里也由此成为重庆中心城
区居民周末、节假日打卡的好去处。

周末，春光明媚，驾车穿行在宽8.5米的盐
堰路，一路鲜花盛开，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
常青”美丽乡村画卷；观景平台、公交车站、公
路服务站等附属设施一应俱全；重点路段安装
上了公路智慧监测监管设备，实现了公路运行
全过程云管智治。

路通民心畅，道顺百业兴。
随着盐堰路的改造投用，三河村迎来新的

发展。

近年来，三河村立足乡村产业基础和区位
优势，吸引了一批书画、陶瓷、蜡染、雕塑等行
业艺术家创办工作室、展览馆，既盘活了农村
闲置资产，也带动了本村100多人就业，并引
来200多个“新村民”。“空壳村”变身成了热点
打卡地——“艺术村”，盐堰路沿线建成了研学
产业示范带。三河村年接待游客从2018年5
万人次提升到2023年的35万人次，旅游收入
近5000万元。

“‘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展，促进城乡融
合发展。”市公路事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推动乡村振兴，沙坪坝区围绕乡村产业
积极布局公交线路，依托省道串“珠”成线、连
线成片，打造形成具有沙坪坝区特色的乡村生
态观光路线，建成中井路、盐堰路、缙云山环道
等10余条乡村旅游示范公路，开行5条都市
旅游休闲观光公交，2条区域性乡村旅游休闲
观光公交、10余条乡村研学基地专线。

此外，该区按照“多站合一、资源共享”模
式，推进区、镇、村三级物流站场建设，打造集
运输服务站、乡村驿站、土货集市等功能于一
体的集市驿站10个，健全了乡村物流网络。

有效推动了全区产业发展。2023年，全
区乡村旅游综合收入4.17亿元，村级集体经
济组织经营性总收入1.2亿元，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86万元、增速6%。

充电喝咖啡买农产品
公路服务站里的浓浓乡愁

“没想到，这里还有充电桩，充电期间还可
以点杯咖啡，这里的环境我喜欢。”4月14日，
天气晴好，开车到三河村打卡的渝北区市民杜
女士如此表示。她将爱车停放在盐堰路石碾
公路服务站充电，没想到获得如此多惊喜。

为推动最美“四好农村路”示范路建设，沙
坪坝区交通局在石碾公路服务站设了8个充
电桩，建设了近百个停车位，在服务站还引进
了集咖啡、餐饮、团建于一体的多元化餐饮企
业。

不仅如此，为带动乡村游，沙坪坝区在后
槽路公交车站，同步打造了土货集市：总长17
米，两排红砖基础盖水泥的摊位，摊位前留了
1米宽的购买区域。当地村民可以将自家种
的萝卜、白菜、土鸡、鸡蛋等农产品拿来卖，游
客可以在此购买农产品。

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沙坪坝区
加强民生公交建设，开通了75条农村公交线
路，870余辆农村公交；全面实行城乡公交“同
城、同车、同价、同服务”，全域实现“1小时免
费·优惠换乘”，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连续
多年保持在5A级水平。

为打造“畅安舒美”路域环境，沙坪坝区交
通局以盐堰路、后槽路为重点，大力开展示范
路域环境整治行动。2021年以来，乡村道路
沿线栽种各类花果苗木1000万平方米，沿线
创建市级美丽宜居乡村18个、市级美丽庭院
2200个、建成“四美庭院”85个，村民的“通行
路”逐步变为游客的“打卡路”。

智慧系统加持
为交旅融合保驾护航

“这一段路接连有三四个急弯，对面来车
互相看不见。如今行车安全了，沿线安装了智
能防护设备和彩色抗滑薄层。”驾车行驶在盐
堰路上，沙坪坝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聊起曾经
这样表示。

着力建设数字交通，赋能公路管养智能
化。近年来，沙坪坝区积极探索智慧公路建
设，形成支撑农村公路路网运行可统计、可管
理，从而提高农村公路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和公共服务水平。

如盐堰路，安装了1套边坡监测预警系
统、4组智能弯道雷达会车预警系统、55套护
栏碰撞实时监测报警系统，加装电子情报板，
实现公路养护监测精准化、智慧化，为交旅融
合保驾护航。

在推动农村公路管养智能化方面，沙坪坝
区实现1900余条公路动态管理。2023年农
村自动化监测将增长至503公里、自动化监测
比例达60%。

该区还建立起道路运输安全管理数字平
台，即“企业、车辆驾驶人主体责任+三方机构
服务指导+行业监管服务”的安全运行数字管
理模式；建立起治超联合执法工作机制，严格落
实源头监管与路面执法相结合、流动治超和非
现场治超相结合的24小时动态监管机制；建立
全域“路长”体系，全面推行“路长制”，区政府主
要负责人任总路长，建立并落实127名区、镇
街、村社三级路长工作机制，初步形成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工作格局。

数据显示，2023年，该区“四好农村路”管
养资金每公里管养投入达到每公里3.2万元。

下一步，沙坪坝区将积极融入交通强市建
设，着力促建设、重养护、提服务、保安全、强治
理、抓示范，全面推动“四好农村路”高质量发
展。

张红
图片除署名外由沙坪坝区交通局提供

回龙坝村景观路四季花开 摄/张成勇

村民在农村公交车站有序候车

动态旅游观光公交行驶在农村公路上

抵押融资更方便 漫画/乔宇

高产的大蚕豆“渝蚕5号”。
记者 栗园园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