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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前不久，2024年中国·潼南柠檬产业
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重庆举行，共有110多
家国内外企业参加，签约项目59个，签约
金额达101.28亿元。

柠檬是潼南的主要农业产业，种植面
积达32万亩，潼南被誉为“国际柠檬之
都”。近年来，该区围绕技术研发、种苗培
育、标准化种植、精深加工等为一体，打造
柠檬全产业链。

“柠檬产业的发展，是潼南打造3个百
亿级产业集群的缩影。”潼南区相关负责人
介绍，潼南正全链条发展柠檬、蔬菜、油菜
产业集群，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打造中国柠檬第一品牌

潼南柠檬品种以尤力克为主，香气浓、
果汁多，备受消费者青睐，但有一个“天敌”
黄脉病，这让不少农户吃过苦头。

在潼南区柏梓镇，柠檬种植大户陈瑜
流转了450亩土地种植尤力克，2017年在
其柠檬园内发现有十余株柠檬树出现叶面
卷曲、泛黄。不到一周，这种症状就扩散到
200多株果树上。

“这些柠檬都是感染的黄脉病。”陈瑜
说，感染了黄脉病后，柠檬果树产量和品质
会大幅下降。更严重的是，黄脉病传播途
径广，蚊虫叮咬、剪枝、嫁接等都会将病毒
传播到健康的果树上。

为将这个病毒“连根拔起”，2018年
底，重庆首个柠檬脱毒育苗中心在柏梓镇
建成投产。2020年，经过两年建设，柠檬
脱毒育苗中心培育出首批脱毒柠檬种苗，
从源头阻绝了黄脉病的发生。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使用脱毒苗
种出来的柠檬长势好，抗病性强，目前育苗
中心每年可提供近60万株柠檬脱毒种苗。

“我们坚持‘大产业、大加工、大科技、

大品牌’思路，通过打造中国第一柠檬种苗
繁育高地等6个中国‘第一’，努力让潼南柠
檬成为中国柠檬第一品牌。”潼南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具体来说该区还做了以下工作：

——联动川渝柠檬产业联盟体，做强
100万亩、120万吨全国柠檬核心产区，打
造中国第一柠檬产品研发基地；

——落户农业农村部唯一柑橘类精深
加工重点实验室，研发生产出5大类350
余种柠檬产品，打造中国第一柠檬产品研
发基地；

——出口产品至俄罗斯、马来西亚、新
加坡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份额占全
国45%，打造中国第一柠檬出口基地；

——在全国率先建设“柠檬产业大
脑”，绘制柠檬全景图，打造中国第一柠檬
数字大脑；

——建成了全国首个柠檬博览馆，打
造中国第一柠檬融合发展标杆。

从蔬菜大区迈向蔬菜强区

10月27日，潼南区江北新城学苑宾
馆座无虚席。有机红甜菜、奶油生菜、石斛
苗……十余款新鲜绿色生态蔬菜占据了餐
席的“C位”。

这样的“蔬菜宴”餐厅，潼南有20多
家。

“一桌蔬菜宴的背后，有百万亩蔬菜原
材料作为供应和支撑。”潼南区农业农村委
蔬菜产业发展站站长陈启武介绍，潼南区
是中国西部绿色菜都，近年来通过实施轮
作、套作等耕作方式，大力发展蔬菜产业，

全区蔬菜种植面积达102万亩，年产蔬菜
239万吨。

不仅“蔬菜宴”引来了食客，潼南还以
蔬菜作为主题发展乡村旅游，走出了一条
农文旅融合发展道路，引来了更多游客。

在桂林街道小舟村，业主刘晓波今年
开了一家民宿，取名“蔬菜书院”。

开业以来，刘晓波已接待众多客人，他
们在民宿的菜园开展“以书换蔬”活动，家
长们还带着孩子在周边蔬菜基地，体验蔬
菜采摘。

在双江镇金龙社区，粮蔬优共享农庄
里，蔬菜田间划成一块块小方格，依次插着
认领人的信息牌，周边还打造了农耕田园、
休闲垂钓园、咖啡馆等新业态。

为实现从蔬菜大区向蔬菜强区的转
变，2022年，潼南印发《蔬菜柠檬双百亿产
业集群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年蔬菜综
合产值突破110亿元。

“我们将重点以涪江流域、渝遂绵高速
为轴线，大力发展萝卜、甘蓝、鲜食玉米、辣
椒、食用菌等特色产业，稳定蔬菜种植面积
和产量，推进‘一村一品’‘一镇一园’建设，
努力构建‘一核三区两园’的现代蔬菜产业
发展格局。”陈启武介绍。

榨出菜籽油，开出“花经济”

除了国际柠檬之都、中国西部绿色菜都
外，潼南还有一张名片——中国油菜之乡。

2022年3月，潼南区被认定为国家油
菜制种大县，这为潼南油菜产业再添一块

“国字号”金字招牌。

作为农业“芯片”，种子是农业现代化
的基础。2022年以来，潼南区以国家油菜
制种大县建设为核心，持续创新种子基地
建设和发展模式，引进“庆油3号”“渝油
28”“华油50”等一批优质油菜品种，辐射
带动当地10万余名农民实现增收。

与此同时，潼南积极引导业主、龙头企
业等经营主体大力开展油菜制种，采取公
司租赁、大户承包、土地入股等模式，积极
引导企业、大户实行基地建设标准化、产业
发展规模化、组织经营集约化、全程生产机
械化、探索管理信息化“五化”生产，不断壮
大油菜制种队伍。

近年来，潼南还大力推进油菜产业园
建设，依托自身土壤和气候优势条件，大力
实施土地宜机化改造，在全市率先探索油
菜无人机播种、植保，机械化采收、机械化
烘干等现代化新技术，有效实现了油菜“耕
种管收”生产全程机械化。目前，潼南油菜
种植面积超30万亩。

“潼南油菜不仅能榨油，其功能已得到
广泛开发。”潼南区相关负责人说，潼南油
菜拓展出油蔬两用、油菜蜜用、观赏专用等
用途，并充分利用景观布局、花期延长等现
代技术，重点发展菜花观光旅游，提升农旅
融合效益。

目前，潼南已连续17年举办油菜花
节，年吸引游客超百万人次。

“今年春季，我们的太空油菜花树成为
了网红打卡点。”该负责人介绍，潼南播种
了上万亩太空油菜、彩色油菜，明年春天将
给各地游客带来全新的油菜游体验。

全链条发展柠檬、蔬菜、油菜产业集群

潼南加速建设国家农业现代化示范区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11月4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扛起
新使命 区县谈落实”系列主题第39场新
闻发布会，潼南区相关负责人围绕“全力打
造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增长极、成渝腹心高
水平开放桥头堡”作主题介绍，并回答媒体
记者和网友提问。

建设“一极一堡”“两区”
“两城”“两地”

“奋进新征程，我们明确了潼南现代化
建设的‘1132’体系架构。”发布会上，潼南
区委书记文天平介绍，前两个“1”即“一极
一堡”，潼南将打造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增长
极、成渝腹心高水平开放桥头堡；“32”是
指3个“2”，即“两区”“两城”“两地”。

文天平介绍，在建成“两区”方面，潼南
将实施“涪江奔腾”计划，发展汽车再制造
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生物医药、
新能源及新型储能三大支柱产业集群，壮
大提升化工新材料、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电
子信息三个特色产业集群，培育数智科技、
低空经济等N个产业集群，建设制造强区。

同时，通过打造长江上游种业高地，
全链条发展柠檬、蔬菜、油菜3个百亿级
产业集群，加快建设重庆农科城、成渝中
央厨房产业园、全市平急两用保供基地、
重庆现代种业创新基地，擦亮国际柠檬之
都、中国西部绿色菜都、中国油菜之乡、生
态小龙虾之乡4张名片，建设国家农业现
代化示范区。

在建设“两城”方面，潼南深化国家城乡
融合发展试验区建设，打造“15分钟城市
生活圈”，加快与重庆中心城区同城化发
展，争取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以
上，建设宜居智慧活力有尺度的滨江新城。

同时，潼南将发挥100万亩绿色蔬菜、
32万亩柠檬、涪江琼江横贯全境等生态优
势，建设1条最美滨江带、6条溪谷绿廊、3
大生态屏障，建设“世界宽谷·田园城市”绿
色生态城。

在打造“两地”方面，潼南将加快建设
遂潼川渝毗邻地区一体化发展先行区，携
手建设渝潼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涪江农
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带等，打造“国家战略腹
地建设重要承载地”，并在全市率先建成

“数字农业大脑”，首创性对全域260万个
地块、27个土地图层、35亿个地块属性数
据进行无缝叠加及智能分析，打造数字经
济新兴高地。

集群式壮大“3+3+N”现代
制造业产业体系

潼南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秦启光
在发布会上介绍，该区将积极融入全市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集群式壮

大“3+3+N”现代制造业产业体系，全力打
造成渝中部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

“具体而言，我们将攻坚发展三大支柱
产业集群，提升壮大三大特色产业集群，创
新培育发展N个‘新星’产业集群。”他说。

一是攻坚发展三大支柱产业集群，将
紧盯全市“万亿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集群，放大潼南废旧汽车回收拆解及再
制造中国领先、西南第一优势，突出汽车再
制造、零部件两个细分领域，全力打造中国
第一汽车后市场，同时大力发展以绿色原
料药为重点的生物医药产业，着力打造西
部绿色原料药基地，积极发展以新兴氢能、
储能电池、储能装备原材料为主的新能源
及新型储能产业。

二是提升壮大三大特色产业集群，潼
南正发展电子化学品、基础化学品、新型材
料等为主的化工新材料产业，打造有全国
影响力的新型化工基地，并依托蔬菜、柠
檬、油菜等产业，加快建设成渝中部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高地，同时积极融入川渝
笔电产业链，大力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三是创新培育发展N个“新星”产业集
群，瞄准新兴市场，加快布局智能（农机）装
备、数智科技等未来产业，努力形成一批成
长性产业集群。

培育中国“第一汽车后市场”

近年来，国家层面出台了报废车回收
拆解、零部件再制造等系列扶持政策，大力
发展汽车后市场产业，市场潜力巨大。

目前，潼南已集聚近30家汽车再制造
企业，年回收报废车12万辆，新能源电池
再生能力达10万吨，具备再制造20万台
套零部件生产能力，拥有打造汽车后市场
的基础优势。

潼南区政府副区长杨述兵介绍，潼南
已实现“一车九吃”，即可以把一辆废旧汽
车，在二手车销售、动力电池回收再利用、
储能、驾校租车、零部件修理、贵金属提炼、
汽车再制造、废料处理、大数据应用等九大
板块进行再次利用，最大化提升价值。

他介绍，潼南将从四个方面，打造中国
“第一汽车后市场”。

一是擦亮汽车后市场名片。“前不久，
我们举办了第九届‘创客中国’汽车再制造
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汽车后市场产业
发展研讨会，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举办这
类活动，不断提升品牌影响力。”杨述兵介
绍。

二是聚力培龙头建生态。潼南将动态
建立在潼汽车再制造企业上规、上云、上市
培育库，培育废旧汽车拆解、零部件再制造
等方面“专精特新”企业，加快构建完善产
业生态。

三是打造行业平台基地。潼南将依托
弘喜汽车“车巢”大数据平台，构建全国废
旧汽车回收一张网，布局建设汽车再制造
产业园、动力电池循环利用产业园和二手
车出口基地。

四是支持校企协同创新。潼南将通
过“引企入校”“引校进企”模式，大力支持
区内汽车后市场企业与重庆大学、南昌大
学、重庆理工大学等高校合作，在科技创
新、专利转化、人才培养等方面推动共赢
发展。

搭建“1132”体系架构

潼南全力打造成渝地区中部崛起增长极

9月20日，位于潼南区的重庆弘喜汽车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部分回收的报废车停放在此。

9月20日，位于潼南区的巨科环保电镀工业园，巨科
环保智慧园区大数据分析平台可实现废水监测、园区能
耗管理等全方位动态智能调度。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记者张锦辉摄/视觉重庆）

9 月 20 日，位于潼南区的雪王农业（重庆）有限公
司，工人在车间打包柠檬鲜果。

潼南区崇龛镇陈抟故里油菜花景区，油菜花大面积
盛开，游客在花海游玩（摄于3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