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4月，由市农科院和潼南区
政府共同投资建设运营的重庆市现代
种业创新基地在潼南区桂林街道八角
村正式启动建设。该基地围绕全球前
沿、国家急需、重庆所能，重点开展主
要粮油、蔬菜等农作物种质资源鉴定、
评价、创制和新品种培育，开展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亟需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模式研发，同步推进成果展示、科普教
育和人才培训，为该区加快建设成渝
中部农业科技创新“硅谷”，进一步提
升“科技载体引擎+高质量主导产业”
发展优势提供了又一重要平台。

“科技载体引擎+高质量主导产
业”是潼南持续提升农业产业优势的
重要发展模式。

在科技创新方面，潼南迭代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等10个国家级农业平
台，共建全市唯一农业科技城，以全国
第二好成绩率先获批全国农业科技现
代化先行区。

目前，该区在重庆（潼南）农科城
共建主体上，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中新食品加工园、重庆市现代种业创
新基地“三大科创核心区”为阵地，以
项目为牵引，整合南昌大学、浙江工业
大学、湖南省农科院、重庆市农科院等
在潼其他14所科研院所、12个科研平
台、39家规上企业、100余个标准种养
基地等协同资源，建立“1+N”科创协
同体系，构筑资源开放、共享创新成果
的协同创新生态。在技术队伍建设
上，已组建跨行业、跨领域、成建制的
院士创新团队1个、全产业链研发团队3个、科技特
派团6个、农技推广队伍23个、产业村支书（主
任）2批，拥有科研专家117人、推广人才692
人。

在打造高质量主导产业品牌方面，该区
无缝衔接重庆（潼南）农科城产出的成果，发
力推进蔬菜、油菜、柠檬“一主两辅”主导产
业产业链和创新链融合，持续推动实现价
值有效溢出。

一是打造“潼南有好种”品牌。成功入
列国家级油菜制种大县，建设油菜种子实验
室、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双认证中心等
共享平台，引进福乐种业、中一种业等5家骨

干种业企业落户，油菜适宜制种面积达3万亩，
“庆油3号”连续两次获得长江中游油菜新品种区
试第1名，“庆油8号”含油量高达51.54%，在长江流

域9个省（市）大面积推广应用。
二是打造全国柠檬第一品牌。成功创建以柠檬

为主导产业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柠檬产
业集群，种植面积达到32万亩，鲜果产量达到35万
吨，综合产值达到75亿元，柠檬标准园建设率达到25
万亩、占比78%，柠檬深加工量、鲜果出口量均位居全
国第一。拥有国家发明专利100余项，柠檬“一果六
分离”柠檬全果梯次加工技术国际领先，开发生产饮
料、绿色食品、美容护肤品、生物医药及保健品等5大
类350余种产品，附加值平均提升6倍至20倍，参与
柠檬全产业链发展的从业人员10万人、人均增收
6000元/年。

三是打造“潼南绿”蔬菜公用品牌。成功获批蔬
菜产业集群，种植面积达到100万亩，产量达到230
万吨，综合产值达到60亿元。建设市级区域性良种
繁育基地（蔬菜）、蔬菜科技小院，研制全国最具影响
力加工型辣椒“艳娇425”、国内首个单性结实茄子“渝
早茄九号”等一批突破性新品种。建设部级蔬菜标准
园8个、万亩蔬菜标准化产业片12个，“西园甘蓝”“渝
糯玉米”等多个拳头系列优新品种示范展示面积超过
100万亩。认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
162个，培育重庆名牌农产品29个、区域公用品牌3
个、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2个，产品出口韩国、新加坡、
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

潼南区“幸福街花儿巷”是该区推进强
村公司改革、城乡融合发展的示范项目，
也是涪江壹村“时光街区”首个投用的项
目。

涪江壹村“时光街区”项目位于潼南区
大佛坝街道，涉及前进村、新生村、丰产村、
胜利社区等3个村、1个社区。为推进这个
项目，大佛坝街道组织四个村（社区）党组织
组成联村党委，成立联村集体经济组织——
合之缘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一
方面作为合之缘农场运营主体，已建成公
社食堂、共享菜园、乡情陈列馆等设施；另
一方面收储农民闲置农房，流转耕地。

2023年，潼南区旅投集团与联村集体
经济组织合资成立公司，利用其收储的农
房与流转的耕地，对外招商引资，共引入11
家企业，协议引资12亿元，当年完成投资1
亿元。

根据规划，“时光街区”以穿越时光为
主线，将街区建设划分为四个时代，即“忆
往昔阡陌花香民国街区”“看今朝社会主义
建设时代街区”“新时代新征程幸福街花儿
巷”“怀旧时改革开放老院子街区”。项目
按不同时代元素将传统文化、时代印记、时

尚新潮、田园轻奢等多元化的内容融入街
区风貌、特色业态、艺术装置等各个方面，
用设计和艺术为乡村空间注入精彩和活
力，以历史的轨迹创造平行世界，把时光记
忆定格在当下，打造新晋网红打卡点，文旅
新地标。

今年春节，“幸福街花儿巷”正式开街
并率先开放，春节8天共接待游客200多万
人次。

近年来，潼南区支持农村集体经济组
织充分利用自身资源条件、经营能力，探索
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

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整
合资源、资金、项目、服务等，打造“强村公
司”，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目前，该区强村公司主要有联村抱团、
“电商+”、土地入股分红等三种模式。

其中，双江镇整合21个村（社）资源，
成立联耕农业，今年上半年经营性收入超
过800万元，带动873户村民务工，人均增
收7700元，入选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
业。

宝龙镇创新打造集体经济电商产业
园，通过提供良种、技术指导，带动古溪、崇
龛、群力、新胜等镇200余户村民发展产
业，提供统一代销，今年上半年代销农产品
产值达190万元。

古溪镇通过土地入股发展佛手加工基
地1万余亩，上半年带动170余户村民务
工，人均增收9000元以上，预计今年产量
达1.5万余吨。

截至目前，潼南已建成“强村公司”25
家，发展通讯合作社62个、土地合作社58
个，上半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万元
以下村实现清零，全区村均集体经济经营
性收入达到9000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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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率先建成“数字农业大脑”
加快构建数量、质量、效益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格局

2023年10月，在全市区县书记和部门
一把手例会上，潼南区作了耕地保护的经
验交流发言。当年前9个月，该区制定耕地
恢复补足、耕保审计整改、非粮化处置和违
法违规专项整治4张清单，完善责任传导、
监管奖惩、占用补足、问题整改、过程督导、
考核追责6项机制，处置存量问题400余
个、完成耕地恢复补足4776亩，提前完成
全年任务。

潼南能在耕地保护上取得如此效率，
得益于该区于当年建成运行的“数字农业
大脑”，这也是我市首个建成投用的“数字
农业大脑”。

该区“数字农业大脑”共设置有土地资
源、农情监测、生产经营、社会化服务和监
管审批5大核心应用场景，实现了全区农业
数字一张图。

在土地资源场景方面，潼南“数字农业
大脑”聚焦农村土地资源精准化管理，首创
性实现了区县级全域260万个地块，27个
土地图层，35亿个地块属性数据的无缝叠
加及智能分析，实现了丘陵山地细碎化地
块精准调控。首创了划区智能识别功能，
实现项目用地智能核查和项目智能用地选
址合规性有效监管，可使产业项目落地更
快捷。

在这个系统中，输入任意一个农户姓
名，就能在地图上搜索出他名下的承包地
和宅基地，实现对每个农民承包地和宅基
地情况精准定位和智能分析，实现了每块
土地位置、权属、面积、地力、作物和交易流
转数据“多合一”管理，使农民权益保障更

完善、土地盘活更高效。
在生产经营场景方面，“数字农业大

脑”将引入银行、农担、保险等金融机构，实
现一站式银行、农担、农业保险、小额贷款
等在线服务。

在产业服务上，“数字农业大脑”可为

各产业主体提供政策扶持、涉农领域专家
队伍、农民技术人才和社会化服务等农业
全产业链资源，有效为农业经营主体提供
生产经营技术支撑。

在业务管理端，“数字农业大脑”提供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宅基地审批管理、
农村三资监管、农业综合执法、行政许可
等监管审批内容，可提高职能部门数字化
管理水平，实现政策及时传达、信息互
通、源头可控、过程可溯、区域可统计、风
险可预警的全程一体化数字监管体系。

潼南“数字农业大脑”的建成投用，为
该区强化川渝重要农产品保供功能，加快
构建数量、质量、效益三位一体耕地保护新
格局，提供了重要支撑。

在数字乡村改革上，该区近年还首
创了“首席数字官”制度，运行了“柠檬产
业大脑”、太安奉民菜园“1+6”AI系统模
型，投用鱼菜共生AI工厂、“慧养鸡”等
智慧项目 25个，建成智慧农业试验区 4
个。

今年6月，潼南区成功申报第二批全国
数字乡村试点。

统筹“强村”带“民富”
创新探索联村抱团、“电商+”、土地入股分红等“强村公司”

暑期以来，今年2月才建成开街的潼南区“幸福街花儿巷”，成了全市最火的中小学

生研学地之一：一批接一批的学生前来开展人文研修、农技研修、乡村种养、红色精神传

承、非遗手工制作、泡菜手工制作、树屋建造等实践活动。

近年来，潼南区以国家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为牵引，实施推进数字乡村、强村公司、

种业创新等系列改革创新举措，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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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重庆（（潼南潼南））农科城农科城

按下改革创新快进键 种好城乡融合试验田潼南

““庆油庆油33号号””油菜品种油菜品种

农民正在潼南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大棚内打理蔬菜
摄/崔力

王静 刘廷
图片除署名外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核
心
提
示

涪江壹村涪江壹村““时光街区时光街区””

““数字农业大脑数字农业大脑””系统系统

小渡镇柠檬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