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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伟平）5月28日，市政府新闻办
举行“扛起新使命 谱写新篇章”系列
主题新闻发布会（第九场）——依山就
势发展“土特产”打造巴渝特色名优“金
名片”新闻发布会。会上，市委农业农
村工委书记、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市乡
村振兴局局长（兼）李春奎就依山就势
做好“土特产”文章作了介绍。

一年来，我市紧扣乡村产业振

兴，着力打造以火锅食材、粮油加工、
生态畜牧三大千亿级产业为代表的

“3+6+X”产业集群，大力实施千亿级
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加快建设奉
节脐橙、涪陵榨菜、巫山脆李等10条
百亿级产业链，扎实推动乡村产业高
质量发展。

通过努力，荣昌猪、柠檬、中药材等
9个产业集群全产业链年产值均突破
100亿元，荣昌猪等12个国家级和38
个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年产值达1780
亿元，同时，培育8个百亿级、9个50亿
级加工园区；“巴味渝珍”授权产品突破
700个、年销售收入超50亿元，“酉阳

800”加速崛起，奉节脐橙、涪陵榨菜、
巫山脆李、潼南柠檬、荣昌猪品牌价值
稳居全国同品类前列。

“大力培育‘土特产’旨在更好实现
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目标。”李春奎说，接下来，我市将以迭
代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
为牵引，用好用足巴山渝水自然资源禀
赋比较优势，坚持市场化方向，推动兴
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重点围绕加快
绿色转型、培育“三品一标”、深化加工
延链、推进数字赋能等四个方面重点发
力，依山就势、因地制宜，打造10条百
亿级农业产业链。

以着力推进数字赋能为例，将聚焦
以3个种植业、4个畜牧业、3个渔业行
业大脑为主要支撑的农业数字经济

“10+N”架构体系，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赋能产业生产、加工、流通、品牌、文
化和服务等环节，贯通创新链、产业链、
资金链、人才链，融合政府侧、产业侧、
社会侧、企业侧数据。

同时，积极探索推进“产业大脑+
未来农场”新模式，力争到 2027 年，
建成农业产业大脑 10个、未来农场
60个，农业生产信息化率突破35%，
数字化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
台阶。

以迭代实施千亿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为牵引

重庆将打造10条百亿级农业产业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五月的白象山云雾缭绕，站在新落
成的茶叶加工中心二楼，巴南区惠民街
道胜天村党委书记朱凤把视线投向远
方，目之所及，蜿蜒的沥青路如缎带缠
绕茶园，远处重庆东站的钢结构屋顶在
阳光下闪烁。

“以后，游客从重庆智慧总部新城开
车半小时左右即可到村中喝茶、摘梨、露
营，晚上还可住崖边民宿。若不是村庄
规划的迭代完善，我可能到现在都没有
意识到这片山头的价值！”朱凤说。

一张图纸的“点石成金”

胜天村坐落于白象山上，最出名的
当属定心茶园。

“其实，村上的茶园大部分都被流
转出去了，村民自有的仅500亩左右。”
说起此前的发展情况，朱凤感觉除了有
一些茶产业，别的不值一提，村里林地
多、耕地少，很长时间都是以传统农业
为主。

村里怎么发展？朱凤此前一筹莫
展。去年，在村庄规划的修订编制过程
中，朱凤才逐渐找准胜天村发展的机遇
和方向。

重庆禾易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
规划师陈爱第一次踏足胜天村，就通过
地图上的区域位置捕捉到村子发展叠
加着多重机遇。

陈爱说：“首先，巴南是国家城乡融
合发展试验先行区，具体到胜天村这一
片，又是白象山城乡融合发展核心示范
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的关键载体，
还紧邻重庆智慧总部新城，可结合城乡
融合来做文章。”

“山下是数字经济的‘云’，山上该
做田园生活的‘根’。”他在村委会的黑
板上画出三条曲线——茶园、梨园、露
营地，用红笔圈出散布在村里的数千亩
林地：“这些不是闲置地，是等待解锁的
资源密码。”

胜天村的地形大体呈长条状，林地
面积4600亩，耕地仅900亩。此前已
形成茶园、梨园、月儿弯弯露营基地等
农业及农文旅业态。

“可以说，胜天村农文旅发展有些
基础了，但主要问题是规划不够清晰，
几个产业之间的联动性不够，没有让村
庄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给游客留下的
印象不够深刻。”陈爱说。

在村庄规划编制会上，当陈爱提出
规划构想时，胜天村的新格局立刻在当
地干部群众脑海中有了“形状”：临崖地
带将分布民宿群，老旧茶厂会迎来“重
生”，分散的农田要聚合成“智慧粮油方
阵”。

“不是推倒重来，而是要利用好每
一处资源。”在他的设想中，应该用一条
环山路串起胜天村“现代茶园—智慧果
园—原乡农园”三颗珍珠，形成乡村休
闲旅游线路。

悬崖边的“资源盘活”

姚勇的露营基地见证了这场“觉
醒”。姚勇至今记得2019年第一次来
考察时的场景，村里的交通并不便利，
也没什么人气，可他就是看中了一片山
头的独特景致：望出去是整片茶山，视
野十分开阔，旁边还有成片的森林，含

氧量极高。
出于这个原因，哪怕是很多人并不

看好，他还是决定在胜天村办起了月儿
弯弯自然露营基地。

凭借独特的风景资源，近年来，露
营基地人气越来越旺，在巴南也小有名
气，每逢周末节假日能吸引数百名游客
前来。渐渐地，配套住宿、吃饭又成了
大问题。

姚勇的期盼，与陈爱的规划不谋而
合。“胜天村独特的地势地貌，使得村里
临崖地块非常多，适合进一步开发，打
造民宿群。”陈爱在规划中为民宿产业
发展预留了一些用地。

更让朱凤惊喜的是“沉睡资产”的
苏醒。永兴老茶厂的红砖厂房曾被蛛
网覆盖，规划图上却标着“民宿接待中
心”。

“这里已经荒废多年，想利用也不
知如何下手，如今顺理成章地改造成民
宿接待中心，多好！”她笑道。

目前，村庄规划已帮助胜天村整
合了定心茶园、三医草庐、茶山特色文
化街区、月儿弯弯自然营地等核心农
文旅项目，计划建设环明月山5公里
骑行道及7公里观光步道，形成明月
山至白象山农文旅融合产业带，吸引
城市游客，促进城乡居民文化交流与
经济发展。

田地间的“智慧管护”

规划的力量不仅体现在临崖的民
宿里，也体现在村庄的田土中。

朱凤说，正因为村上耕地资源有限，
且种植分散、不成规模，导致产业效益不
高，所以规划系统整合了胜天村及周边
村子的零散耕地，统筹划定了高标准农
田整治示范区1300亩，其中胜天村400
余亩，形成了规模化粮食生产示范基地。

土地不仅更集中，也更智慧。“以前
看天吃饭，现在看屏幕种地。”朱凤拿着
平板电脑向记者演示，“土地整治和高
标准农田的规划得以落地后，我们安装
了一套智慧粮油种植管理系统，从耕地
插秧、喷药灌溉到收获，全程只需一台
电脑和一套系统，便可实现远程管护。”

而系统后台大屏幕数据监控页面
上，既有田块分布和各种农作物的种植
面积等数据显示，也能监控到每个田块
的实时画面，以及空气的温度、湿度和
土壤不同层次的含水率。

“在农作物收获之后，相关产品也
能在这套系统上进行规范化、可追溯的
管理，保证了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朱
凤说，每个批次的产品，都可以通过二
维码看到其产地、生产过程的环境数
据，对于消费者来说，农产品全生命流
程是完全透明的。

同时，规划还解决了村里梨子产业
的保鲜问题。几年前，村上带领村民发
展了500余亩翠冠梨。前年，翠冠梨上
市销售，尽管7万多斤梨子一售而空，
可不少消费者反映梨子到手后的腐烂
率很高。

“就是因为没有冻库啊！”朱凤说，
规划时她们提出了这个迫切需求，也很
快得到了解决。

如今一栋加工厂房已修建完毕，将
用来建冻库。以后，梨子采摘后会马上
送进冻库进行预冷，再经冷链车送往各
地，损耗率将大幅降低。

“以前觉得规划是城市建设才需要
的，现在才明白，它也能为乡村装上‘导
航系统’。”暮色时分，朱凤站在白象山
上远眺，山下智慧总部新城的灯光与山
上的露营灯火遥相辉映，勾勒出城乡融
合的最美弧线。

一张规划图解锁山村资源密码
巴南胜天村利用好每一处资源，找准乡村休闲旅游的发展方向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刘翰书）5月 28日，中
基为（重庆）新材料技术研究院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基为）和重庆
交通大学举行发布会，联合发布
了21款纳硅新材料产品，并宣布
与中国建筑第四工程局有限公司
达成全面战略合作，推动上述产
品的规模化应用。

中基为技术总监、重庆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殷黎明介绍，2020
年，中基为在璧山成立，正式开启
了纳硅新材料的产业化道路，依
托重庆交通大学的学科优势，联
合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他
们攻克了夜光防护、防冰纳硅、建
筑纳硅等多项关键技术，已获得
50余项专利。

“这些成果，标志着我们在
纳米硅基材料领域已实现从跟
跑到领跑的跨越。”殷黎明介绍，
当天发布的21款纳硅新材料产
品涵盖市政、交通、建筑、水利工
程等领域。比如，应用于市政道
路、桥梁、城市地下管网等维护
的纳硅新材料，在提升市政设施

耐久性的同时减少安全隐患；应
用于交通、电力等基础设施养护
的纳硅新材料，可以有效解决桥
梁、高速公路、隧道、输电塔等基
础设施的养护难题；应用于建筑
行业的纳硅复合新材料，兼具保
温隔热、隔音降噪等性能优势，
能够有效助力绿色建筑标准升
级。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相
关负责人表示，中基为21款纳硅
新材料产品的问世，印证了“高校
科研+市场化运作”的可行性，未
来将继续完善“技术—产业—资
本”闭环，助力更多科研成果从

“实验室”走向“生产线”。
“纳硅新材料的推广应用还

有望重塑建筑与交通产业格局。”
中基为总经理李林称，这类材料
的应用，相比传统建设方案可降
低材料成本15%至20%，使施工
效率提升25%；同时减少建筑能
耗 30%，降低全生命周期碳排
放；还能提升城市基础设施抗灾
能力，服务智慧城市与韧性社区
建设。

从跟跑到领跑
21款纳硅新材料产品问世

5月28日，沪渝蓉沿江高铁宜
昌至涪陵段（以下简称宜涪高铁）
首个隧道石院子隧道顺利进洞。
图为隧道钻锚注一体机在作业中。

宜涪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
高铁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

分，东起湖北宜昌、向西经恩施州
和重庆石柱、丰都、涪陵，接入郑
渝高铁长寿北站。新建正线全长
约4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

记者 杨铌紫 通讯员 苏
剑阳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宜涪高铁全线首个隧道顺利进洞

【 蓝图绘乡野 】
重 庆 村 庄 规 划 统 筹 引 领
巴渝和美乡村建设系列报道⑧

航拍下的巴南区惠民街道胜天村。 （惠民街道办事处供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廖雪梅）5月 28日，由
建渝基金打造的保障性租赁住房
项目——“建渝基金·嘛嘛公寓海
棠溪地铁站店”在南岸区开业。
这是建信住房租赁基金与重庆发
展投资有限公司联合设立的“建
渝基金”首个落地项目，以“央地
合作+市场运作”模式盘活闲置
商办物业，打造总建筑面积2.5
万平方米的租赁社区，提供精装
房源528套。

嘛嘛公寓海棠溪地铁站店，
位于南岸区核心地段，紧邻轨道
交通环线海棠溪站，距离海棠溪
站仅380多米，10分钟可直达南
坪商圈。项目总建筑面积达
25663.2平方米，规划单栋25层
建筑，共有528间精装房源，主力
户型为建筑面积20.85平方米的

开间，占比达85.22%；配备186
个车位及3040.52平方米商业空
间，为住户提供便捷的生活配套。

据悉，该项目以“零中介费、灵
活租期、租金月付”等惠民政策为
核心，配备智能门锁、品牌家电、共
享健身房及主题社群空间，构建青
年友好型租住生态，试运营期间项
目出租率快速突破50%。

保障性租赁住房承载了不少
新市民和青年人的“安居梦”。近
年来，市住房城乡建委通过推动
保障性住房再贷款、住房租赁基
金等多种方式收购存量商品房项
目21个，房源超过1万套，积极
盘活存量房产，促进房地产市场
止跌回稳。截至目前，重庆已累
计筹集保障性租赁住房29.2万
套（间），解决了39万新市民、青
年人住房困难问题。

提供精装房源528套
又一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开业

潼南“一坛酒”里酿出乡村振兴梦
潼南地处川渝腹心，是重庆主城都

市区“桥头堡”城市，有“西部菜都”“中
国柠檬之都”等美誉。近年来，潼南紧
扣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顺应都市人群
对田园生活与绿色生态的追求，创新推
出我在潼南有块田、有块地、有棵树、有
头猪、有坛酒“五有”共享经济新模式。
其中，“我在潼南有坛酒”凭借独特魅
力，成为推动农文商旅融合发展的重要
力量，初步打造出具有潼南辨识度的农
文商旅新融合发展IP，促进“田园可共
享、乡愁可触摸、产业可持续”。

酒香四溢 酿出产业新篇

走进潼南区玉溪镇五通村，玉粮醇
白酒有限公司厂房内，恒温地宫里的酒
坛散发着醇厚酒香。这里是“我在潼南
有坛酒”共享经济示范点，也是潼南乡
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我们借助中央扶持集体经济资

金，创办玉粮醇白酒有限公司，采用‘现
代车间＋传统工艺＋古法秘制’酿造纯
高粱白酒。”玉溪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公
司年产白酒32吨，为村级集体经济带
来142万元收入和20万元经济收益。

在五通村，游客不仅能品酒，还能
深度参与酿酒。游客可认领高粱地，全
程见证从播种到酿酒的过程，定制包
装、享受窖藏服务。这种灵活模式满足
了消费者多元需求，让都市人圆了田园
梦，也激活了乡村资源。

此外，玉溪镇流转土地，采用“集体
经济＋专业合作社+农户”模式种植

“红缨子”高粱，带动周边莲藕、火龙果、
蚕桑等产业发展，形成多个千亩级特色
农业园。玉溪白酒文化馆的建成，以及
网红直播带货等方式，进一步提升了本
地农特产品知名度。

五通村村民周蓉芝笑着说：“我们村
知名度高了，产业路宽了，游客多了，环境

也好了，生活在这里真幸福。”酒香正为玉
溪镇的乡村振兴之路增添着独特韵味。

共享经济 激活城乡资源

潼南区崇龛镇石庙村的“我在潼南
有坛酒”共享经济示范点同样热闹。这
里，消费者可认领高粱地，所产高粱免

费酿成酒，或直接认领一坛酒代为窖
藏，还能现场参与封装、定制包装。

“我们推出新酒每斤20元，5年陈每斤
50元，10年陈每斤99元，20年陈及以上每
斤199元的定价策略，每年缴纳20元/坛管
理费。”崇龛镇相关负责人介绍，“成渝主城
区内可随时提取白酒配送至用酒地点。”

这种创新共享经济模式，让城市居
民品尝到绿色、健康、有机农产品，也提
供了体验田园生活的机会。一位重庆
中心城区的消费者表示：“我认领了一坛
10年陈白酒，还参与了封装。独特的体
验，让我对白酒有了更深认识和喜爱。”

潼南区通过“潼享田园”公共平台，
整合全区闲置农业资源，形成覆盖种植
养殖全链条的共享经济生态圈。游客
可通过平台认领土地、果树、生猪等资
源，享受全过程体验。在石庙村，这一
模式吸引大量城市居民前来认领体验。

“这种模式激活了城乡资源，让城
乡联系更紧密。”崇龛镇相关负责人说。

农文商旅 推动乡村振兴

潼南区凭借“我在潼南有坛酒”等共
享经济项目，不仅推动了乡村产业发展，
还促进了农文商旅的深度融合。在玉溪
镇和崇龛镇，游客既能品尝美酒，又能参
观高粱种植基地、白酒文化陈列馆等景
点，领略乡村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

2024年 8月，“广结粱缘·醉美玉

溪”第二届红高粱文化旅游周在玉溪镇
成功举办。活动期间，玉溪镇五通村千
亩红高粱基地热闹非凡，当地特色美食
让游客大饱口福，第二届酒仙挑战赛更
是将玉溪白酒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
吸引数万名游客打卡游玩。

潼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计划
推动数字农业大脑建设，借助物联网、
大数据等技术，实现农产品全链条溯
源，让消费者“扫码知根底，吃得更安
心”。同时，依托共享产业，融合发展户
外露营、精品民宿、生态康养等新业态，
打造特色“共享田园”品牌。

此外，潼南还利用融媒体线上宣传
结合线下活动，扩大“五有”共享经济知
名度与影响力，并通过与电商平台合作
拓宽销售渠道。

未来，潼南将持续深化“五有”共享
经济模式，打造“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的美丽乡村，让酒与田园
成为连接城乡情感、创造财富的桥梁。

王静 刘廷
图片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宽谷美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