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村民采摘番茄

作为重庆唯一的旅游国际化试点区县，生
态旅游不仅是武隆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富民产
业，更是武隆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的潜力所在。
今年上半年，武隆区乡村旅游接待游客790.29
万人次，同比增长5.14%；综合收入16.86亿元，
同比增长5.31%。

8月的武隆区双河镇碧空如洗，这里半小时
内可达南天湖与仙女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1小
时内到达武陵山与白马山旅游度假区。在武隆
高山番茄谷，农文旅融合发展的协奏曲正越奏越
响亮，这里紧抓“红色产业+绿色资源+在地文
化”三大核心载体，大力培育“农业+旅游”融合
链，增强对种植、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的辐射带
动作用，努力形成“以农兴旅、以旅强农、优势互
补、产业互融”的农业+旅游融合发展格局，2023
年接待游客超6万人次。

依托番茄优势产业，武隆加快构建一核（旅
游服务核）三片区（番茄美趣游学区、木根番喜休
闲区、轿子顶森林轻养区）整体空间格局，形成
20个建设提升项目库。计划新建改造番茄美趣
游学区、番喜游学长廊等，打造四季可赏可游农
旅产品以及“夜游、夜娱、夜宴”的番茄谷人气夜
游产品。开发构建“番喜游学”研学体验线、“喜
番你”亲子休闲体验线、双河镇—仙女山/南天湖
避暑休闲游等全新旅游线路，以丰富的景区业态
做强高山番茄谷辨识度、文化性与游赏性。

从细处着眼，完善高山番茄谷吃住行、游购
娱全面提档升级，武隆不断加强乡村旅游道路建
设，全面开展双河片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完善
车行交通、步行游览交通、停车场等旅游交通设
施。将原农盛山庄及轿子顶民宿提档升级为高
品质度假民宿，原洋瑜生态园新增露营住宿空
间，主干乡道两侧农家住宿提升为民宿客栈，形
成度假院落、露营地、民俗客栈、农家乐等多元化
住宿空间。围绕番茄产业深度开发番茄宴美食，
改造升级番茄美食主题庄园，形成主题餐厅、特
色小吃、高山特色招牌餐饮等多元化、满足多层
次的餐饮体系。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将点
状盆景串联成为美丽风景，提升乡村旅游整体竞
争力，武隆区还加快推进渝东黑山羊国家级保种
场、板角山羊保种场、武隆双凤山高山生态茶产
业园、仙女山龙宝塘农文旅融合基地、武隆国际
创客村（二期）、云上牧羊谷等乡村旅游项目建
设，一曲农村美、农民富、农业强的强区富民新乐
章正在高山之间婉转回荡。

刘茂娇 陈钰桦 马菱涔
图片除署名外由武隆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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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们种白菜，每斤只卖几分钱，现在
种番茄，有公司来集中收购，游客来了都会买，
根本不愁销路，收入是以前的十几倍。”近日，双
河镇石坝村高山番茄种植户们望着成熟的番茄
笑得合不拢嘴。

在石坝村，村集体和群众通过土地流转等
方式参与到番茄产业中，村民们闲时来到村里
的蔬菜基地打零工，不仅实现了在家门口的创
业与就业，也实现了农户和村集体双增收。

持续发展高山番茄从产业让村民的日子越
过越红火，武隆区不断建立完善“国有企业+市
场经营主体+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联农带
农机制，将引进培育番茄市场经营主体100家
以上，乡村旅游经营主体500家以上，示范带动
全区发展番茄种植3万余亩，利用土地流转、基
地务工、技能帮扶等形式促进农民就业增收，预
计带动农户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让村集体经
济组织、农民共享现代农业产业发展带来的收
益。

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只是武隆区做大做强高
山番茄产业的其中一环。近年来，武隆区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选择高山果蔬中的番茄产
业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的重点产业，坚持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思
路，高标准谋划打造集番茄全产业链科技输出、
高山蔬菜平台交易服务、农文旅康创融合发展
示范、产业互联网赋能乡村振兴于一体的武隆
高山番茄谷项目，抢抓番茄高速发展的市场机
遇。

站位中国精品高品质番茄产区，推动高山
番茄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武隆不断完善高
山番茄产业布局，这里立足“贯通产加销、融合
农文旅、促进育繁推”思路，升级交易、育苗、仓
储物流功能，打造集研发、育苗、生产、仓储物
流、交易、综合服务、避暑度假于一体的番茄产
业服务中心；按照4A景区标准，打造成为集观
光采摘、科技示范、博览展示、国际交流、产品
加工于一体的番茄产业核心示范园区；以番茄

休闲体验、番茄试验示范以及番茄双创示范为
主题，建设三大番茄农文旅康创融合发展示范
带，力争成为重庆高品质番茄引领地、重庆现
代农业展示基地和重庆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
基地。

随着高标准大棚建设项目、番茄智慧工厂
（玻璃温室大棚）等产业发展设施拔地而起，武
隆高山番茄产业示范基地初具规模。核心区基
地面积达 1000 亩，双河片区基地面积累计达
5000亩。

不仅是高山番茄，武隆区还科学制定《武隆
区特色产业发展2024年工作要点》《武隆区脱
贫户、监测对象等到户产业奖补政策》等农业产
业政策，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包含辣椒、油麦菜、
瓢儿白、大白菜等30余个蔬菜品种，引导高山
番茄等高山蔬菜加强市场营销、品牌建设、壮大
经营主体，形成独具特色的市场竞争力，武隆区
已经成为了全国有名的高山优质蔬菜主产区之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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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番茄 绿水青山养出来——
做足山水文章 打造数智赋能科创驱动的科技谷

近段时间，随着来到仙女山度假避暑的游客越
来越多，高山番茄成为了炎炎夏日消暑纳凉的高山
佳果。武隆境内地势高差大、立体气候明显，非常
适宜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产出的优质高山
蔬菜闻名遐迩。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勤劳智慧
的武隆人民便有在“槽谷”地带顺谷而种的番茄种
植传统。如今，历经30年的技术积淀，成就了味道
浓郁、品质卓越、口感绝佳的高山佳果。

放眼武隆区双河镇连绵山谷，一排排现代化
蔬菜大棚沿着公路延绵数公里，一处玻璃温室大
棚格外醒目——大棚内所有的番茄悬空种植在小
小的盒子里，全自动的温控设施，能够精准控制光
照、温度、湿度、水肥等，不再需要村民手动去调节
打理。

“我们学习全球一流的番茄种植理念，自主研

发全智能化玻璃温室大棚和‘悬空’种植高山番茄
技术，全自动的温控设施可以自动打开内外遮阳
棚、循环风机等，番茄的水肥浇灌也是全自动处
理，每天根据光照量的多少自动计算间隔时间进
行水肥浇灌。”武隆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农业科技创新是农业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
推动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变革。改变传统的番茄种
植模式，只是武隆高山番茄谷“含新量”的其中一
环。近年来，武隆区致力于将科技创新能力有效
转化为新质生产力，依托武隆区高山蔬菜研究所，
不断加强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重
庆市农业科学院、西南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
校深度合作，充分发挥院士工作基地、仙女山“候
鸟”人才工作站等科研平台的科技转化作用，重点
开展资源保护与选育、精深加工产品开发、新品种

新技术试验示范推广工作，累计筛选出天使之唇、
草莓番茄、釜山88、大果喜力等适宜武隆高山栽
培番茄品种192个。

积极推广优质番茄种植技术，加强品种改良
和病虫害防治，努力提高番茄的产量和品质，武隆
高山番茄已成为重庆市“菜篮子”的重要组成部
分，在精心培育中以其优良的品种品质收获了市
场和消费者的青睐——“天使之唇”品种销售可达
88元1斤，荷兰的瑞克斯旺品种更是达到了128
元1斤。随着“半边粮”西红柿获重庆市名牌农产
品，“半边粮”西红柿、“渝禾康”番茄等获绿色食品
认证、有机转换认证，武隆高山番茄与重百、新世
纪、盒马生鲜、乡村基、四川“满彭菜场”等中高端
超市签订了长期合作协议，形成了稳定的销售渠
道，成为了俏销全国各地的明星产品。

大产业 全链发展价值高——
走好融合路径 打造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的示范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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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茄丰收

双河镇石坝村美丽的乡村自然风光
摄/王艺

近日，位于武隆区双河镇石坝村国
际创客艺术村示范项目“微风仙谷”正式
开园，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游览。

在双河镇石坝村，国际创客艺术村
利用武隆美景、生态田园，开展创客研
学、创客艺术节、创客旅居等农文旅深度
融合项目。目前，创客村内田园咖啡馆、
主题民宿、星空露营、乡土文化特色石坝
宴、有机农园等业态丰富多彩，将带动村
集体经济发展今年分红10万元以上。

为旅游“三次创业”和乡村振兴提供
新路径，武隆成功打造以仙女山街道荆
竹村为中心，N个具有一定基础和优势
的基地为节点的网状创新创业平台，面
向全球招募艺术创客进入乡村，对乡村
服务模式、资源结构、价值空间和思维逻
辑进行深入整合，有效打开武隆乡村建
设中“创客兴农”“创客创造”的新局面。

看点》》

国际创客艺术村示范项目
“微风仙谷”正式开园

盛夏时节盛夏时节，，漫步在地处北纬漫步在地处北纬3030度的武隆度的武隆13001300米的高山米的高山，，一颗颗五颜六色的高山番茄迎来了成熟的日子一颗颗五颜六色的高山番茄迎来了成熟的日子。。

一颗小番茄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一颗小番茄能够创造多大的价值？？近年来近年来，，武隆区乘着旅游武隆区乘着旅游““三次创业三次创业””的东风的东风，，依山就势加快发展生态特色农业依山就势加快发展生态特色农业，，将高山番茄产业确定为将高山番茄产业确定为““一一

主两辅多元主两辅多元””特色产业引领特色产业引领““强村富民强村富民””的主导产业的主导产业，，以双河以双河、、江口江口、、羊角等乡镇羊角等乡镇（（街道街道））为主为主，，种植发展高山番茄种植发展高山番茄22..33万亩万亩，，惠及农户惠及农户22万余人万余人，，预计实预计实

现产值现产值22..55亿元亿元，，高山番茄正成为武隆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高山番茄正成为武隆加速实现农业产业化、、品牌化高效发展和旅游国际化进程的品牌化高效发展和旅游国际化进程的““金果果金果果””。。

从一颗番茄带动一条产业再到下好一盘从一颗番茄带动一条产业再到下好一盘““棋棋””，，不仅是传统产业的创新求变不仅是传统产业的创新求变，，更是持续以更是持续以““番茄番茄++””为理念为理念，，引领农业现代化打造农文旅融合典范引领农业现代化打造农文旅融合典范

的实干争先的实干争先。。88月月88日日，，众多院士专家学者众多院士专家学者、、企业代表企业代表、、技术能手将目光齐聚武隆区技术能手将目光齐聚武隆区，，以以““番茄大产业番茄大产业 农旅新业态农旅新业态 乡村新场景乡村新场景””为主题为主题，，举办中国举办中国

园艺学会番茄分会园艺学会番茄分会20242024年学术年会暨武隆高山番茄文化节开幕仪式年学术年会暨武隆高山番茄文化节开幕仪式，，为武隆区高山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为武隆区高山番茄产业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助力武隆区将厚实的生态资源助力武隆区将厚实的生态资源

本底转化为产业发展新优势本底转化为产业发展新优势。。

双河镇石坝村国际创客艺术村示范项目中
的特色咖啡馆 摄/王艺

番茄谷核心区番茄谷核心区 摄摄//姜国强姜国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