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忠县，这里柑橘产业发展的画卷中，喜悦和热潮满满：重点项目建设抢抓工期，工程机械马不停蹄；田间地头晚熟型柑橘飘香，运输车辆来回奔忙；生
产车间里一件件深加工产品等待装车，准备销往全国、走向世界……

2000多年的种植史，让柑橘成为忠县产业发展的最大特色和优势，接续不断的发展让“中国柑橘城”名副其实。去年该县开展“系统谋划、长远规划、三
年计划”，以省部共建国家级柑橘产地市场为重要抓手，大力实施《忠县柑橘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加快打造中国柑橘名城。

一年来，从“种好一棵树”到“建设一座城”，柑橘产业现代化的步伐走得越发稳健。去年全年该县实现柑橘产量50万吨，综合产值65亿元，分别比2023
年增加5万吨、15亿元，分别增长11.1%、30%。

产业再添新生力！去年12月12日，亚
洲最大柑橘分拣车间——重庆（忠县）现代农
业柑橘产业园柑橘分拣车间正式投用。

“此次投用面积3.6万平方米的柑橘分拣
车间为总项目的一期一阶段，主要为柑橘业
主提供柑橘分选、包装、出口贸易等全方位服
务。”据忠县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
（忠县）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项目是全市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重大项目之一，总投资超
20亿元，占地500亩，随着项目后续建设及
柑橘产业链上下游企业招引入驻，将进一步
聚集资源，提升忠县柑橘商品化处理能力。

上有30万亩全国绿色食品（柑橘）原料
基地，下有全国最大的NFC橙汁（非浓缩还
原橙汁）加工中心及相关配套企业，现代农业
柑橘产业园项目的到来和建成达产真正打通
了产业链的中间环节，并将带动上下游产业
联动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成势。

“产业链整体水平高不高，龙头企业产品
竞争力强不强，配套企业层次总体足不足，关

乎到产业的发展韧性。”据忠县果业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去年以来该县紧紧推进全链条产
业协同发展，已从单个龙头企业向产业链上延

伸，转向多个龙头企业产业集群化聚集。
围绕柑橘产业全产业链，该县一年来大

力开展产业强链补链行动，实施产业产出能

力提升工程，通过产业招商、以商招商，大力
支持派森百、三峡柑橘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
培育和引进一批产业链结合紧密、市场竞争
力强、品牌影响力大的上下游企业，延长产业
链、提升价值链。

除了上述项目外，还引进投资8000万元
的重庆雪檬果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忠县三峡柑
橘电商物流园建设项目，填补了忠县柑橘鲜
果销售电商短板；培育鲜果商品化处理企业
16家，鲜果处理线19条，塑料筐厂1家、纸箱
厂2家，基本实现1小时从柑橘树到分级分选
车间的鲜果加工产业布局。

以“橘”为媒，这里“产加销、研学旅”为核
心的完整产业链正在重构。截至目前，全县
已累计培育新型经营主体453家，其中市级
及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0家，百强领军
型企业2家；310多家上游企业聚焦柑橘种
植，30多家下游企业参与柑橘分级分选、加
工配套、快递物流等领域，实现了柑橘产业高
质量发展链条不断完善。

产业韧性持续增强 聚“链”成群，集群发展扬优聚势

内生动力不断激发 向“新”而行，创新发展提质增效

大项目、好项目接连而来，忠县柑橘产业
提能升级，新技术、新应用的融入更让产业蜕
变。

同样在去年12月12日建成投用的还有
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心。作为全国唯一具有
金融属性的柑橘交易中心，重庆三峡柑橘交
易中心柑橘大宗商品线上交易平台依托柑橘
全产业链，基本构建了集交易、信息、物流、金
融、加工、溯源和国际贸易等服务功能为一
体，“线上线下”结合的“互联网+”柑橘全产
业链交易服务生态，为企业交易双方提供多
项产销一体化服务。

“这打破了传统柑橘交易模式，不但补足

了市场交易外的空缺，还实现了产业的数字
化突破。”据忠县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该中心正式开市以来，已累计实现交易
213笔，总金额超1500万元，成为了立足重
庆、服务全国的国家级柑橘交易市场，真正实
现“买全国、卖全球”。

创新是产业腾飞的翅膀。去年以来，忠
县坚持以科技创新驱动激发产业发展内生动
力，通过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科
技创新行动，搭建创新平台等举措，点燃了柑
橘产业增长新引擎。

针对创新活力的培育，忠县打出组合拳：
一方面强化政研企合作，联合西南大学柑桔研

究所、重庆市农科院柑橘研究所、重庆科正花
果苗木公司、重庆奥芸萃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
合作建设“三峡橘乡田园综合体科技园”，开展
集柑橘新品种引种、研发培育、种植试验、示范
推广于一体的综合性农业科研实践。

另一方面，还加强创新型人才培育，组建
柑橘专家团队和建立专业技术人才资源库，
分层次、分梯度、分重点开展了科技培训。全
年召开全县柑橘业主、技术人员和社会服务
人员参加的培训大会2次，培训人员300余
人次，完成对500余名柑橘产业工人操作技
能考核认定。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科研人员的大

脑，忠县还打造了三峡柑橘的“产业大脑”。
据忠县果业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产业大
脑以忠县为首个试点，在忠县一地创新，实现
全市全域应用。目前平台建设已进入最后调
试阶段，预计将于年底前正式上线，成为一个
涵盖柑橘交易、数据管理、生产调度、品牌唱
响、金融支撑等功能于一体的国家级柑橘综
合性数字赋能平台。

创新赋能，产业也为之一新：一年来实现
了3个新品种引入，进入区域试验阶段；2个
技术试验实现新攻关，解决了柑橘种植瓶颈
性技术问题……一项项硬核技术正不断印证
忠县柑橘产业的硬实力。

发展成色日益凸显 拓“外”挖潜，开放发展水平更高
既向“内”激活力，又向“外”挖潜力。回顾

忠县去年以来柑橘产业的新变化，开放是又一
显著成效。

去年底，一笔大额出口的实现是最生动的
注脚：12月12日，首批载着60吨“忠橙”的冷
链车从重庆（忠县）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出发，

拉开了“忠橙”跨越千山万水走向世界的帷幕。
在当日，忠县与来自俄罗斯、新加坡、老

挝，以及国内等20家企业达成多项合作内容，

协议总金额达10亿元。据忠县果业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陆续将有4000吨“忠橙”通过搭
乘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销往马来西
亚、新加坡、老挝等国家和地区。

“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识。对
今天的忠县来讲，最核心、最基础的是产业开
放。”据忠县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以
来以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为目标导向，该县
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机遇，以全面融入通道
建设、全面对接通道物流、全面覆盖通道国家
为抓手，从种植端优化、物流端协同到贸易端
拓展全方位支持，持续激发“通道+经贸+产
业”的聚变效应，推动忠县柑橘跨越山海，远
销海外。

一年来，这里高水平推动贸易便利化，开
放和合作并进，成果不断显现。

首次在家门口实现了西部陆海新通道
跨境公路班车“上车”，柑橘产品可以以更优
线路、更快时限、更便捷通关方式一站式运
抵越南、缅甸等东南亚国家，成功省减中途
二次转运环节，全程冷链运输耗时缩短至3

天左右。
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物流通道，以全

国200余家运营中心为基础，该县建立遍及
柑橘主产区、消费地的全国性柑橘鲜果运输
运力网络，常态化采用公路运输+海运全程
冷链联运方式，经上海、深圳、钦州等出海港
口将货物运抵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实现了
全程耗时减少到8天左右，物流成本低至1
元/公斤左右。

除此之外，忠县还联合市中新项目管理
局、万州海关等部门，为忠县柑橘从市场到海
关报关报检提供“一条龙”服务，与邮政、顺丰
等大型国际物流企业签订长期合作协议，采用
空运全程冷链方式从重庆江北机场直达海外，
企业物流时间实现缩短至2天。

以开放促发展，发展底色愈浓。截至目
前，忠县柑橘累计出口量超7000吨，推动“忠
橙”品牌价值达105.89亿元。

张亚飞 龙博
图片除署名外由忠县县委宣传部提供

亮点扫描》》

农旅融合有力度

2024年，忠县卖鲜果、加工橙汁与“赏花、
摘果、休闲体验农业”高度融合，建成了三峡
橘海、金色杨柳、橘乡荷海等以柑橘为主题的
美丽乡村精品旅游景点；派森百2021年被评
为首批全国绿色食品（柑橘）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园区，全国唯一以柑橘为主导产业的三
峡橘乡国家级田园综合体成功创建4A级景
区，成为国家级农旅融合发展示范点，实现了

“产加销研学旅”的产业布局。

品牌提升有亮度

2024 年，忠县柑橘入选“2024 中国农产
品区域公用品牌”，并在北京举行的第10届
品牌强国论坛上，“忠橙”荣获“2024中国品牌
500强”与“2024中国（橙类行业）十大领军品
牌”，品牌价值得到显著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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