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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当前，我市建设高标准农田工作正有
序推进，如何探索一条科学的建设模式？

从去年底开始，合川区二郎镇探索用
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经验。近日，记
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改多少？
“以销定产”确定建设面积

古万洪300亩、贺小波500亩、王杰
730亩（稻虾500亩，粮油230亩）……郭宝
庆把收集到的数据逐一记录在笔记本上，
有特殊需求的，还特意用红笔圈注。

郭宝庆是二郎镇党委副书记，他要赶
在月底前把稻虾种养大户扩大再生产的情
况统计出来，以便向区里争取高标准农田
建设指标。

“我们镇是农业镇，距离合川城区有一
个多小时车程，发展优势并不明显，对每年
建设多少亩高标准农田，心里没底。”二郎
镇党委书记欧敏说，如果事先找好业主，再
根据发展需要来确定建设面积，岂不更好？

去年4月上旬，欧敏带着10多名镇村
干部到市内外招商引资。到5月底，有10
户业主与二郎镇政府签订高标准农田流转
协议，面积达5700多亩。

这个用地数据大大超出欧敏的预计。
去年，二郎镇只有3500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指标，经向上级主管部门争取，二郎镇获得
了重新调剂的2000多亩建设指标。

“这种‘以销定产’的方式，改变了过去

高标准农田建设先改建后引进业主的方
式，能让建成后的高标准农田物尽其用。”
欧敏说。

怎么改？
围绕需求业主全程参与

在确定建设面积后，这5700多亩农田
该怎么改？

过去普遍采取的做法是，通过招投标，
将农田交由工程队承建，建好经第三方机
构验收合格后，再交付业主使用。这种做
法确保了农田的建设质量，但仍有部分业
主反映“不好用”。这是为何？

“每位业主的生产需求不同，对高标准
农田建设的要求也不完全一样，如果按照
图纸统一施工，就可能出现建设与实际用
途脱节的情况。”欧敏解释，比如从事粮油
种植的业主，考虑的是有没有修建蓄水池、
大型农机能否开进田间地头等因素；而从
事稻虾综合种养的业主，则更关心有没有
铺防漏布、防爬网，有没有建进出口排水等
设施。

到二郎流转土地的10户业主，有8户
从事稻虾综合种养，2户从事粮油种植。
二郎镇就邀请业主全程参与到高标准农田
建设的项目设计、施工监管、后期验收中
来。

二郎镇联珠村稻虾综合种养大户王杰
介绍，他全程参与了自己流转的几百亩高
标准农田的建设，经常和工程负责人讨论
施工方案，查看虾沟是否挖浅了、田坎是否
修低了……

今年2月底，王杰的500多亩稻虾田
完成改造并投入使用。4月中旬，他成功
售卖了第一季小龙虾，因与湖北潜江的小
龙虾错峰销售，卖价很不错。

如今，二郎镇探索让业主全程参与高
标准农田建设规划和改造的经验，已在合
川各乡镇推广，截至目前，已有上万亩农田
采用了这种方式进行改造。

如何管？
业主赚得多，积极性就高

相较于一般农田，高标准农田具有耕
地质量高、资源利用效率高、抗灾能力高、
产出能力高的优势和特点，是耕地中的精
品。不过，合川区农业农村工委委员徐君
介绍，高标准农田建设还存在重建轻管的
问题，农田过了工程建设质保期后，可能出
现田坎塌方、田间生产道路水毁等情况，有
些经营业主也不愿意积极管护高标准农
田。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业主认为，
经营农业本来利润就不高，再把钱投入到

高标准农田建设中，“这个账算不过来。何
况，农田又不是自己的，万一哪天经营不
善，这钱就白花了？”

只有延长产业链，提升农业产业附加
值，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让业主“安营扎
寨”，提高他们管护高标准农田的积极
性。基于此，二郎镇积极策划举办了小龙
虾啤酒节、亲子插秧农事体验以及农耕研
学活动，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成立稻米
初加工厂，打造稻虾米品牌，提高稻米价
格。

业主贺小波前不久拿出2万多元，对
流转稻田的水毁田坎进行修缮。他给记者
算了笔账：过去单打独斗，刨去成本一年有
七八十万元利润。由于小龙虾节等农旅融
合活动的举办，他今年仅卖小龙虾就有60
多万元利润。此外，有了稻虾米品牌后，他
的秧苗才开始种，就收到了50多笔稻米订
单。“赚得多了，大家肯定愿意管护好自己
的‘饭碗田’。”贺小波说。

合川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陈道平表示，
下一步，合川将探索推广“禾川渔”智管系
统为稻虾产业赋能，帮助二郎镇建成稻虾
产业服务中心、小龙虾交易分拣中心，全力
打造“二郎小龙虾”“二郎稻虾米”农业公用
品牌，进一步提高产业附加值，让进驻的业
主积极主动管护好“饭碗田”。

合川二郎镇探索用市场化手段建设高标准农田

“饭碗田”里的变革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8月6日，
来自重庆市地产集团消息称，截至目前，集团所属重庆市绿
色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色能源公司）累计利用边
角地、夹心地、插花地等闲置地块和停车场，投建充换电站
474座，其中超充站177座。

位于重庆经开区莱福智慧医疗产业园旁的美业路智能
超充示范站地块，闲置已超过10年，如今已经建成重庆首
座集超级充电、换电、光伏、储能、汽车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
智能超充示范站，日均服务150多辆车。

目前，绿色能源公司通过开展市场化合作运营，已投运
场站月充电量超过330万千瓦时。绿色能源公司还自主研
发了渝易充App，已经接入300多家运营商、超3000个充
换电站。车主通过渝易充App，可实时查询周边充换电站
位置、快充桩数量、使用状态以及充换电价格等，实现充电
信息一键掌握，站点一键导航到达。

目前，绿色能源公司已与各区县签约合作245个城区
站点、33个乡镇和农村地区站点，纵深推进各区县超充基
础设施建设，在年底前将再新增投建超充站点150多座、超
充站点总数将超过300座，以助力中心城区2025年建成

“一公里超充圈”。

利用边角地插花地
投建充换电站474座

其中超充站177座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8月5日，记
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了第
二批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有50个案
例上榜，其中，我市江津区“政策扶持 创新驱动 ‘江津花
椒’香麻天下”、涪陵区“科技赋能绿色转型 涪陵榨菜焕发
新生机”两个案例入选。

据了解，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典型案例评选旨在推进
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是推进
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

江津是“中国花椒之乡”，全区花椒种植面积达53万
亩。在政策扶持上，江津正着力构建以花椒产业为主的“一
主两辅”特色产业体系，构建江津花椒产业生态联盟。在
财政政策上，江津区每年统筹不少于3000万元专项资金
支持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花椒外贸政策，每出口1
吨花椒产品给予1万元的激励。在创新驱动上，近年来江
津区组织科研团队开发出花椒啤酒、花椒面膜等系列创
新产品，累计获得70余项专利，目前江津花椒品牌价值达
64.04亿元。

涪陵是“世界榨菜之乡”，去年涪陵区全区榨菜原料种
植面积达73.5万亩，全产业链总产值达141.16亿元。为推
动榨菜产业绿色发展，涪陵区通过“科创+”“绿色+”双驱发
力，持续推进绿色高效生产、未来产品研发。例如，涪陵区
近年来建成44座榨菜废水处理设施，实现100%废水处
理达标排放。同时，涪陵区相关企业还引入推广MVR蒸
发浓缩技术，探索榨菜盐水回收利用“变废为宝”，每年生
产榨菜酱油 5 万吨，新增产值
8000万元。

“我们将发挥入选案例的
示范带动作用，推进相关产业
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
和标准化生产，引领农业绿色
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
争力。”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重庆两案例入选第二批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典型案例名单

相关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老龙塘山下护水员：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7 月 25
日，高龙村
小龙虾养殖
基地，村民
展示捞起的
小龙虾。

记 者
尹 诗 语
摄/视 觉 重
庆

详细名单

扫一扫 就看到

7 月 25
日，彭水县
乔梓乡长寿
村神山水源
地，四名护
水员正在检
查囤积溶洞
水的水池。

记 者
尹 诗 语
摄/视 觉 重
庆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秋含 陈维灯

盛夏时节，武陵山深处，彭水苗族土
家族自治县乔梓乡长寿村青山环绕。

村里最高的那座山名为老龙塘，山势
崔巍，高耸的断崖下草木繁茂、流水潺潺。

午后的阳光下，抹一把脸颊淌下的汗
水，对着山林吼一嗓子，52岁的长寿村村
民游文奎黝黑的脸上绽放出笑容。

“莫乱吼，吼出头野猪你个人挡到。”
游文奎身后，冉江东、代文续、游文全三人
打趣道。

作为重庆阿依达太极泉水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阿依达公司）护水员，他们
和其余30余名护水员一起，守护着老龙
塘山下近万亩山川林泽。

100多名村民
实现“家门口就业”

“2014年的时候，阿依达公司在村里
建厂，用老龙塘的溶洞水生产矿泉水。”当
时，游文奎还在外打工，听说村里许多人
陆续返乡在矿泉水厂上班，“我媳妇也去
上班了，打电话喊我赶紧回家。”

让游文奎没想到的是，回到村里成功
应聘的自己不仅没能“进厂”，还“上了山”。

原来，为保护水源地，阿依达公司流
转了老龙塘周边近万亩林地划为水源保
护区，并组建了护水队。

“好水源决定了太极泉水的好品质。
只有保护好水源地，才能确保产品的高品
质。”阿依达公司总工程师张伦键讲述了
公司成立护水队的初衷。

游文奎、冉江东等人就这样成为了护
水队的一员。

“村里有人一次性拿到了土地流转费
七十几万元，我家也有十几万元。”当上护
水员后，游文奎算了一笔账：虽然在外打
工每个月能有6000多元收入，但吃住行
都要花钱，一年到头存不了多少钱，而加
入护水队一个月到手的收入虽然只有

3000多块钱，但用钱的地方少，还能照顾
家里，划算得多。

如今，有100多名村民在阿依达公司
找到了就业岗位，真正实现了“家门口就
业”。

艰苦而危险
护水队没人退缩

林间，知了聒噪着炎夏。
从张家盖出发，游文奎等人途经大瀑

布、穿巷，钻入楠竹林，行经红砖房子、煤
仓，最后到达神山水源地。

全长约5公里的巡山护水途中，护水
队员们不仅要仔细查看是否有盗伐毁林
的情况，还要确保取水点周围5公里禁止
一切人畜活动，“这种天气下，最重要的是
防火，任何一点火星都有可能造成无法估
量的后果。”

2022年7月，护水员第一时间发现
老龙塘侧后方一座山头着火，立即上报。

“虽然着火点不在水源地保护范围
内，但我们还是组织了五十几个人帮忙灭
火。”张伦键对当时的情形记忆犹新，“如
果不扑灭那座山头的山火，很可能就会烧
到老龙塘。”

巡山护水，也时常遇到危险。
今年7月份的一场暴雨，导致张家盖

至大瀑布之间一处山体滑坡。
“当时我们离滑坡点就几米远，差一

点人就没了。”护水员说，至于遇到毒蛇、
野猪等野生动物更是寻常，“烙铁头、野鸡
花等毒蛇多得很。”

艰苦而危险，护水队却没人退缩，因
为他们知道，“守护这片绿水青山，也是守
护着村民的金山银山。”

一股溶洞水
累计实现产值逾10亿元

神山水源地，一股清泉从崖壁下一处
溶洞喷涌而出。

这股枯水期水量约5000立方米/日、
丰水期水量超过10000立方米/日的溶洞
水，养育着老龙塘周边的万物生灵。

这股溶洞水被接入总长超过5公里
的不锈钢管道，输送到山下的厂区。

在厂区，溶洞水经过初始过滤、收集
沉降后进入车间物理过滤，之后进行灌
装，再经过巴氏灭菌，最后包装配送，其间
不做任何添加。

自2014年8月投资建厂以来，阿依
达公司已建成全自动高速罐装水生产线，
年产能超1亿罐，年产值达5亿元；还建
成年产能3000万桶，年产值达10亿元的
桶装水生产线。

如今，阿依达公司已累计实现产值超
过10亿元，纳税超过1.15亿元，产品畅销
国内外。

“神山水源地周边100米以内是一级
保护区，1000米以内是二级保护区。”在这
里，游文奎和队友们检查得十分仔细，包
括溶洞口栅栏上的铁锁，沟渠周边的附生
植物等都要一一检查。

溶洞水养殖小龙虾
品质更好也更好吃

站在神山水源地远眺，山下风光一览
无余。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处山坳，一百多亩
水面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那是高龙村的小龙虾养殖基地，那
里的小龙虾也是用溶洞水养的，比一般的
小龙虾更白嫩也更好吃。”手指山坳，游文
奎介绍道。

高龙村与长寿村同属乔梓乡，小龙虾
养殖基地与阿依达公司也只有一山之隔。

“之前的业主破产了，我们接收后于
今年6月9日投苗，投放了1000斤左右
的虾苗，养了八十几亩。”养殖基地的水塘
里睡莲朵朵，高龙村党支部书记高德攀正
与唐华文、谢刚强两位村民一起，将小龙
虾从养殖笼里倒到一个大盆里，“要在盆
里筛选一遍再进行销售。”

目前，高龙村的小龙虾已售出200多
斤，大多是周边村民购买。

“护水队守护着好山好水，好水养出
的小龙虾供不应求，还有彭水城里人专门
赶来买。”谢刚强是小龙虾养殖能手，“从
外观看，溶洞水养出的小龙虾腹部呈乳白
色，更好看；从口感来说，肉质更细腻而且
有一股淡淡的甜味。”

今年，高龙村的小龙虾预计将产出
3000斤，能为村集体经济带来10余万元
的收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近日，
丰都县政府向农发行丰都支行授予“丰都县林业专营
支行”牌匾，标志着我市首家林业专营支行在丰都落
地。

据了解，该特色支行是在人行重庆市分行和市林业局
指导下成立的，旨在推动金融资源和林业生态有效衔接，为
林业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近年来，丰都县银行业金融机构持续加大对林业的贷
款投放力度，截至目前，全县林权抵押贷款（含林下经济及
森林康养）贷款余额达3.03亿元。

据介绍，丰都县林业专营支行成立后，将加大对新型
林业经营主体和“林场+”模式的场外营造林、林下经济种
植养殖、森林康养等林业项目的资金支持，建立健全林业
确权、抵押登记、评估、交易流转和政府回购等市场调节
机制，有效破解林权抵押贷款融资难、林权资产处置难的
问题。

为进一步优化服务流程，支行将搭建“线上＋线下”
立体化申贷格局，在线上推广“长江渝融通”普惠小微线
上融资服务平台，打通林业企业“扫码申贷”线上通道；在
线下依托民营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首贷续贷中心等金融
机构入园入企开展融资对接，分层次、全链条支持大、中、小
型企业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信贷需求。

此外，支行还将组建林业金融服务队，打通银企信息
壁垒，创新“支小再贷款帮扶贷”“支农再贷款乡村振兴
贷”等特色信贷产品，优化“见贷即担”“见担即贷”银担合
作模式。

目前，农发行丰都支行已完成对丰都县国家储备林建
设项目（一期）授信12.5亿元，预计今年三季度可完成贷款
发放。

我市首家林业专营支行揭牌
将推动金融资源和林业生态有效衔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