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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川 为建设重庆城市副中心打下坚实基础
暮春时节，走进地处成渝发展主轴的永川区，各种农机正在田间地头上下翻飞积极开展春耕备耕；曾经绿意盎然的油菜田，如今已被饱满的荚果所覆盖，即

将迎来丰收；干净整洁的院落与蓬勃发展的产业共同绘就了一幅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的奋进图景。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一直以来，永川区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统筹推进“五个振兴”，一体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加快

推进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建设，不断激发城乡共同繁荣内生动力。
如今的永川，2024年全区农业总产值137.7亿元，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827元、增长3.7%，乘着加快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的春风，村民日子越

过越红火，乡村发展越发大有可为，为永川培育建设重庆城市副中心打下了坚实基础。

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在永川，箕山、英
山、巴岳山、黄瓜山、云雾山“五大山脉”适宜
的地理纬度、气候温度、海拔高度、空气湿度
和土壤酸碱度，成就了永川秀芽“芽叶翠嫩、
色绿香幽”的独特品质。

近日，走进位于永川区的重庆市农业科
学院茶叶研究所科研试验基地，茶叶在阳光
下闪烁着翠绿的光芒。作为全市首个智慧茶
园核心示范基地，这里安装了不少太阳能光
板、杀虫灯和植物生长监测仪等设备，可实时
采集茶园的气象、土壤、茶叶长势等数据，再
通过物联网传输到后台系统进行分析处理，
为管理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永川茶产业的发展历程中，新质生产
力始终是其发展壮大的推动力。永川区大力

实施“永川秀芽茶产业大脑”建设项目，推进
“茶叶—茶液—茶业”一体化系统建设，探索
可复制、可推广、具有永川辨识度的“茶产业
大脑+未来茶厂+未来茶园”数字经济新模
式。积极引进陈宗懋院士工作站以及中茶所
专家工作站等，联合开展茶园绿色防控与低
碳生态技术示范，推广运用LED杀虫灯、智
能测报仪等技术，为永川茶产业注入了强大
的科技动力和创新活力。

借助科技赋能，永川区茶产业规模、质量
和效益显著提升，逐步形成了集种植、加工、
研发、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茶产业格局，已发
展成为永川农业最具竞争力的支柱产业之
一。2024年“永川秀芽”品牌价值评估达
34.32亿元，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近45亿元。

传统茶产业长出新质生产力的“新芽”，
折射出永川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迭代升
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生动实践。近年来，
永川区发挥其数字经济发展优势，实施智慧
农业项目13个，涉及粮油、茶叶、食用菌、特
色水果及豆豉加工等相关产业，推广运用智
能化育秧工厂、现代桑蚕产业基地等，推动农
业产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促进其智能
化、数字化发展。

着力推动“土特产”成为乡村振兴大产
业，永川积极构建“1331”现代生态高效农业
产业体系，牢牢守住粮油基础产业，积极打造
茶业、渔业、宠物业三大百亿级优势产业，数
字赋能农机服务、农技服务、农经服务3大农
业服务业，着重培育一批具有永川辨识度的

土特产品牌，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形成
以调味品、休闲食品、竹木加工等为主导的农
产品加工产业集群，港桥产业园获评重庆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十佳”园区。一
批有基础、有特色、有潜力的乡村产业和特色
产品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永川秀芽、永川豆
豉、永川香珍、黄瓜山梨、五间西瓜、朱沱龙眼
等农特产品影响力、知名度、品牌价值持续提
升。

此外，永川还聚焦打造新时代巴渝粮仓，
积极发展优质粮油生产，开展粮油单产提升

“百千万”示范、“吨粮模式”攻关示范。迭代
升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强化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永川区各大农业优势产业效益得到
显著提升。

直播带货、短视频带货是一种新兴的网
络电商销售方式。去年7月，永川开启“一村
一品一主播”直播电商带头人培育行动，通过
培养一批高素质、懂科技、善管理、会营销的
电商管理新型人才，让更多农特产品走出田
间地头，迈向了更广阔的市场。

经过为期10个月的系统培训与实践孵
化，永川区8个镇街，85个村社区近600人基
本掌握短视频脚本撰写、制作与剪辑，直播互
动与带货技巧等多项技能，其中包括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主、农民合作社骨干、种养加能
手、地方主播、村社干部等，为乡村全面振兴
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

“我们立足粮油产业、茶叶、食用菌、名优

水果、稻+N生态养殖业等特色产业，累计培
育高素质农民10807人。鼓励本土人才回报
家乡，投身永川发展建设，回引本土人才到村
挂职200余人、返乡创业人才300余人，为促
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提供人力支撑。”永川
区有关负责人介绍。

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乡村人
才队伍扎根乡村，为永川乡村振兴注入了活
水。近年来，永川区积极谋划乡村公共服
务、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和创新基层治理，提
高文明乡风建设水平，打造平安法治乡村和
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不断增强乡村发展内生
动力。

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创建巴渝和美

乡村的“先手棋”，永川大力实施“五清理一活
动”，推进村庄清洁行动，抓好改厕和污水、垃
圾处理，健全生活垃圾处理长效机制，持续提
升乡村美化、绿化、亮化水平。基本实现农村
地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基础设施持
续优化，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3%，实现水
泥路“组组通”，首批获评“四好农村路”全国
示范县荣誉称号。

以整体智治带动乡村善治，焕新乡村新
面貌。永川深化“家风润万家”“最美全家福”
活动和广泛开展“感动永川人物”“永川身边
好人”等评选活动，推行党建引领积分制、清
单制、院落制，健全互助小组、建好积分超市、
建设“院落微治理”试点示范村，通过数字化、

信息化手段为“院落微治理”赋能，建成平安
示范大院41个，累计调解矛盾纠纷4717件，
不断健全村党组织领导下的充满活力的村民
自治制度。

南大街街道黄瓜山村开设“邻里评理
堂”，解决群众参与“共治难”问题；来苏镇观
音井村伍家坝因地制宜发动农户就地取材参
与院落美化，形成“坛子院墙”“石磨路沿”“酒
瓶围墙”等特有微景观；宝峰镇泸永桥村实施
农房风貌改造和人居环境改善，建成“稻香名
苑”……一批点状盆景串珠成链变为美丽风
景，从人才回归到基础设施，从生活便捷到邻
里和谐，永川广大乡村地区呈现出活力满满
的发展生态。

沿着国道246线泸州至永川快速通道，
走进泸县立石镇中咀村，印有“四川

泸县·重庆永川 川渝融合泸
永现代农业示范园”红色大
字的标志牌格外醒目。

示范园内，永川和
泸县联合成立了川渝

首家跨省市强村
公司——永泸

强村公司，其
主营项目
为农机

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粗加工、农旅发展等。
通过成立强村公司，不仅为两地群众提供农
业机械、农业生产托管等社会化服务，两地
也可互享对方的种子、农技指导等农业扶持
政策。

去年8月，永川区仙龙镇双星村的一片
稻田里，两台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忙收割，永
川区仙龙镇、吉安镇和泸州市泸县立石镇
2400余亩水稻迎来了丰收。与往年相比，这
批水稻不再是“各回各家、各找市场”，永泸
强村公司和重庆新世纪百货签下三方购销
协议，协议合作总金额达2800万元，加工后
的稻米将分批次进入重庆“大市场”。

永泸强村公司成为了川渝两地突破行
政边界、破除体制机制壁垒，从而实现资源

共享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永川区全面
深化农村改革，深入推进强村富民综
合改革，因地制宜发展集体经济，深
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有序推动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健康发
展，让农民享受到更多的改革
发展成果。

引导村集体经济组
织通过“三变”改革与市
场主体联合合作，探索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发展有效路径。

永川区加快推进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
因地制宜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
务、资产参股等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探索
农业“标准地”、村集体“公司化”改革，推动“村
企联合”发展。

永川区何埂镇科名村曾是空壳村、后进
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差、土地闲置问题突出、
村集体无收入。该村抓住农村集体产权制
度改革和宜机化土地整治的契机，成功改造
闲置土地3000亩，村里创建铭科农机合作社
组建专家团队和农机、农技服务团队，建成
片区农机调度中心、农机维修中心、农机培
训中心等农机社会化服务载体平台，在本区
和周边区县大力开展农机社会化服务。如
今，科名村已经成为永川区利用土地资源壮
大集体经济的一张金名片，2024年村集体种
植面积超过1900亩，实现村集体经营性收入
312.7万元，纯收益达45.7万元。

向改革要动力，为强村富民拓新路，永
川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已设立或参与设立

“强村公司”达到84个，2024年全区农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9509.14万元，全区207个村
集体经营性收入均在10万元及以上，农民腰
包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

农业增效益——
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生态高效农业产业体系

农村增活力——
内外兼修推进乡村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乡村生态

农民增收入——
推进强村富民综合改革，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

数说成效

■链接》》

●完成粮食种植面积 99.4 万

亩、产量48.5万吨，超额完成市级目

标。

●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农机

化率达76.5%。

●全区有效期内绿色食品 110

个、有机食品9个、重庆市名牌农产

品17个。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全口径

生产总值172.56亿元。

●2024年乡村旅游人次达2100

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80亿元。

●择优创建巴渝和美院落 100

个，建立村居文明实践站263个，新

时代文明实践点1039个。

●组织成立“红白理事会”560

个，修订村规民约267个。

●通过流转交易平台流转承包地

13089亩、林权 3603.94

亩、宅基地使用权415

平方米。

高质量打造巴渝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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