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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秋分，是第七个

中国农民丰收节。

在广袤的原野上，巴渝儿

女载歌载舞庆祝丰收，处处是

动人色彩——金黄的稻田，碧

绿的菜地，多彩的果园……涌

动着喜悦与希望。

这是对农民辛勤耕耘的礼

赞，是对五谷丰登、国泰民安的

欢歌。透过这个窗口，我们看

到了重庆“三农”工作的累累硕

果——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增

加值 685.55 亿元，同比增长

3.3%；夏粮产量125.2万吨，增

长1.0%；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11152元，增长6.8%。

数据增长的背后，是我市

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向好的韧劲

和活力，是我市“三农”战线为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献“三农”

力量的底气和信心。

近年来，市农业农村委坚

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市

委、市政府工作要求，紧扣建设

农业强国战略目标，以学习运

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守

牢“两个确保”底线，深入实施

“四千行动”，持续强化“双轮驱

动”，走好大城市带大农村大山

区大库区的乡村振兴城乡融合

发展新路子，奋力在建设农业

强国上展现重庆担当、贡献重

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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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富
“强村”带“民富”

腰包鼓起来
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去年，我市

着力推进强村富民综合改革，实现“强村”带
“民富”的共富目标。

“建筑板块收入2000多万元，加上农业、
餐饮、旅游板块，公司总收入接近4000万元，
纯利润约400万元，比上一年度又增加了。”前
不久，潼南区双江镇，联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侯胜元盘算着今年来的经营情况，脸上
露出满意的笑容。

据侯胜元测算，依据最初各村入股资金数
以及今年花椒产量，预计全镇21个村少的能分
3万元，多的能分12万元。“现在我们镇，村集
体经济最低的有50多万元，超过100万元的有
4个村。”

双江镇的21个村是怎样富起来的？2019
年，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毕业的张昭源出任双江
镇党委书记，他在调研中发现当地村集体经济
发展薄弱，提出把全镇21个村（社区）组织起
来，共同出资成立集体经济企业——重庆联耕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耕公司”），并
聘请退休的侯胜元担任董事长。

“当时我们到几个区县考察过，觉得花椒
既能鲜销又能干制，风险较小，就决定带领全
镇盘活上万亩闲置地一起种花椒。”侯胜元说，
2021年4月，联耕公司成立后，21个村集体经
济组织利用各自的宅基地复垦资金入股成为

“股东”，共筹集资金1270万元。
通过两年多的发展，联耕公司已成为潼南

青花椒种植面积最大的企业，建成了13个烘干
房、7个冻库，花椒年产值达到2000万元。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目前，我市正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实际发展需要，探
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
多样化途径，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力争
全市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增长10%。目
前，我市通过实施强村富民综合改革，今年上半
年村经济经营性总收入达31亿元，村集体经营
性收入平均达34万元，经营性收入10万元以上
的村占比达79%，实现“强村”带“民富”的目标。

与此同时，为打造一批最佳实践，以点上
突破带动面上提升，形成“一地创新全域推广”
效应，引领强村富民综合改革全面展开，近日，
市农业农村委确定了120个村（涉农社区），开
展强村富民综合改革试点。

此外，为鼓足农民腰包，我市全面开展千万
农民增收致富促进行动，大力推进经营增收、就
业增收、财产增收、惠农增收和以城带乡促增收

“五项计划”，去年全市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长7.1%以上，迈上2万元台阶。

守底线 坚决稳住农业基本盘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
数据显示，今年我市夏粮播种面积

565.41万亩，总产量125.2万吨；油菜籽总产
量62.8万吨，为全年粮食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夏粮增产的同时，秋粮也在抓紧收获，
确保颗粒归仓。

在梁平区蟠龙镇扈槽村，随着收割机
前方拨禾轮快速运转，后方出杂口秸秆碎
纷飞，望着一茬茬水稻被卷入收割机，种植
大户高保燕很自豪：“500多亩地能产米约
200吨，实现产值100多万元。”

“粮食产量的大头在秋粮。”市农业农
村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前，全市九成多水
稻已完成收割，玉米收获已接近尾声。由

于粮油重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的深
入推进，据预测，今年秋粮可实现稳产。

夺取粮食稳产目标，这是上下同心、协
同作战的结果。

面对前期高温干旱不利因素影响，为
牢牢守住粮食安全这条底线，今年全市农
业农村系统深入一线指导生产，全力克服
不利因素影响。

诚然，实现粮食稳产，离不开“五良”
（良种良技良地良法良机）的综合施策。

以良技为例。今年以来，我市明确把
粮食增产的重心放到大面积提高单产上，
多措并举推动“三稳、一扩、一提”（稳口粮、
稳玉米、稳大豆，扩大油菜面积，实施主要

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粮食平
均亩产达360.6公斤，

与此同时，各地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加强耕地保护和用途管控，遏制

“非农化”，防止“非粮化”，通过开发利用冬
闲田、调整种植结构等方式，充分挖掘面积
潜力。此外，国家继续出台一系列强农惠
农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积
极性，为我市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农业强 依山就势培育巴渝土特产
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
在涪陵，青菜头种植面积近73万亩，总

产量160余万吨，年产销成品涪陵榨菜50
余万吨，榨菜产业总产值120亿元，建立起
了从良种选育、种植、加工到附产物开发、
产品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涪陵榨菜成为享
誉全国的“国民下饭菜”。

这只是我市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产
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为因地制宜做好

“土特产”文章，我市大力实施千亿级优势特
色产业培育行动，强力打造具有重庆辨识
度、全国影响力的“3+6+X”农业产业集群。

打好特色牌需深挖“土”的优势。立足
我市山地丘陵面积占比九成多的优势，我市
在38个区县优选培育64个乡村“一主两辅”

生态特色产业，并成功创建荣昌猪、三峡柑
橘、脆李等国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9个、产业
强镇39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12个，促进
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效衔接。

延长产业链要做精“特”的文章。按照
我市“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部署，重
点打造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五千亿级支柱产
业集群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市规上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企业实现产值819.8亿元、同比
增长5.7%，增速在全市三大主导产业和三
大支柱产业中列第二，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保持增长势头。

提升附加值要练就“融”的本领。按照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思路，我市持续打造

“巴味渝珍”“三峡柑橘”龙头品牌，培优做

强涪陵榨菜百亿级和奉节脐橙、潼南柠檬、
忠县忠橙、巫山脆李、荣昌猪等产值10亿级
以上的重点品牌。同时，支持打造“酉阳
800”等新兴品牌，擦亮“高山生态有机”农
产品名片，升级一批“老字号”“原字号”品
牌，构建区域公用品牌、特色品牌、企业品
牌体系等，进一步提升了乡村产业的附加
值和美誉度。

此外，我市将农业科技创新作为推动
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第一动力，着力解
决关键问题，构建从创新源头到推广应用
的完整链条，组建了类似的创新团队15个，
覆盖水稻、玉米、油菜、生猪、家禽、草食牲
畜等优势特色产业，形成了跨区域、跨部
门、跨学科的科研组织机制，在解决科技资
源配置“碎片化”、科技和产业发展“两张
皮”等问题上成效显著。

同时，我市重点创建了国家生猪技术
创新中心、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设施、国
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
等一批国字号、区域性、特色化平台，形成了
梯次布局、各有侧重的农业科技创新平台矩
阵，有效解决创新要素集聚不够、科研基础
设施薄弱等问题，为推动全市农业科技创新
取得长足进步发挥了基础支撑作用。

如今，在人才的集聚和平台的搭建下，
全市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一大批
生态特色产业高质高效发展。“神9优28”
水稻实现了重庆一级优质米零的突破、“庆
油3号”“庆油8号”两次刷新我国冬油菜含
油量最高纪录、猪用新型饲料添加剂“腺苷
七肽”国际领先……

农村美 擦亮巴渝和美乡村底色
9月，漫步在奉节县鹤峰乡莲花社区，整

洁的硬化路蜿蜒延伸，路旁一幢幢草黄色的
小楼排列有序，屋外环绕着一丛丛色彩缤纷
的花草，呈现出一派清新祥和的山村风貌。

类似这样的变化，在巴渝广袤乡村随
处可见。灰瓦白墙的农舍规划有序，整洁
干净的马路延伸到农户，房前屋后的花园
打理得井井有条……

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村子环境的变化
显而易见，形成了从一处美到处处美的升级
蝶变。远看，这些村的外观大致一样，走近细
看，每个村其实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和亮点。

“当前，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进入到从
全面推开到整体提升的新阶段，因此我们
决定串点连片，成片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去年来，
全市认真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深入
开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统筹推进农
村基础设施路、水、电、通讯、物流“五网”建
设，扎实推进垃圾、污水、厕所“三个革命”，
使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同时，发
布全国首个《和美乡村宜居指数》地方标
准，首批建设巴渝和美先行村107个。

今年，全市将坚持典型引路与整体提
升相结合，力争建设200个以上的巴渝和美
乡村先行村，带动建设2000个以上的巴渝
和美乡村，加快形成百镇引领、千村带动、
万院和美、全域振兴的局面，进一步擦亮新
重庆建设的乡村底色。

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重庆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
地域辽阔，丰富多彩的传统文化散落在各个
乡村：綦江农民版画、铜梁龙灯、土家族摆手
舞、秀山花灯……不胜枚举，涵盖方言、服
饰、美食、传统技艺、风俗民情等方方面面。

近年来，我市乡村各类文化活动越来
越丰富，从火遍大江南北的“村BA”到“村
歌”大赛、广场舞大赛、戏曲曲艺大赛，一道
道文化“大餐”让巴渝老百姓不仅有参与感
更有获得感。

值得一提的是，为丰富老百姓的精神
生活，今年我市还将举办第十一届重庆市
乡村艺术节、首届巴渝和美乡村村歌大赛、
优秀农耕文化保护传承活动等，推动乡村
文化赋能巴渝和美乡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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