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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
山

改革为现代都市农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初冬时节，走进璧山乡村，随处可见农家院落干净整洁、果园菜园生机盎然、乡村道路四通八达、水塘沟渠清澈见底……
这不仅仅是一幅美丽的乡村写实画卷，更是璧山区利用主城都市区“迎客厅”的独特区位优势，走现代都市农业路子，以改革促乡村振兴、城乡

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
近年来，璧山紧紧围绕“儒雅璧山·田园都市”城市愿景，立足重庆主城的“菜园”“果园”“花园”建设，不断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夯实产业基础，建

立健全有利于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推动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发展。
都市中见田园，田园里有都市。如今，在乡村振兴号角的催动下，璧山现代都市农业正以强健的步伐，在城乡融合发展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

11月 25日，璧山区正兴镇河堰村2
组，重庆润天河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的农场
内，黄橙橙的蜜桔、火红的火龙果挂满枝
头，园区到处可见萌态可掬的小动物，游
客们有的在田间采摘，有的在池塘边钓
鱼，有的带着孩子在萌宠乐园游玩，一派
热闹景象。

这一切缘于“三变”改革。河堰村村
支书林平介绍，河堰村过去只是璧山区一
个偏僻的小山村。村民有的只是土地、林
地、农房等资源，但却没有将其转化成资
产的有效方式，这里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
是外出务工，村集体经济近乎空壳。

如何“唤醒”人、地、自然风光这些农
村“沉睡”的资源，将其转化成资产，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增绿？从
2018 年起，璧山区开展农村资源变资

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三变”
改革，并将其纳入全区重大改革项目全
力攻坚突破。

作为试点村之一，河堰村成立集体经
济组织，将土地、河道等资源折资入股润
天河公司，村民也以215亩土地与润天河
公司入股联营，润天河公司利用入股土
地、河道等资源打造生态农庄，迎来游客
如织。如今，生态农庄年接待游客3万余
人，年收益300万元，为当地农民创造劳
务收入80万元，效益分红5万元。2019
年，河堰村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达28万元。

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璧山区还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引导经
营主体开展合股联营，不断探索活化资源
模式。同时整合相关部门涉农资金，将乡
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项目向试点

村倾斜，走出了一条利用“政府拨改投+社
会资本”资金的新路子。七塘镇将军村整
合资金520万余元，与四川美术学院成立
项目公司，占股达90%，公司利用美术学
院优势引入当代艺术元素活化乡村院落，
探索出一条现代乡村院落在田园中复活
的“田园都市”建设路径。

经过近3年的试点，璧山区“三变”改
革成效初显，为璧山区实现乡村振兴注入
了强劲动力。目前，璧山区8个市级试点
村共入股土地面积2万余亩，占承包地面
积的65%；全区股份制量化集体经营性资
产300万元，49万户农民变股东。“三变”
改革也促进了产业发展，壮大了集体经
济。2019年，璧山区全面消除集体经济

“空壳村”，今年该区157个涉农村（居）经
营收入达2400万元。

11月25日，璧山区七塘镇建设村，李
华正和工人们一起栽种飘儿白、春白菜、
茭白等应季蔬菜。

李华今年32岁，大学毕业后就到璧
山大路街道流转了140亩土地种植蔬菜，
是一位虽然年轻却经验老道的“新农
人”。过去的8年里，他一直致力于改变
传统种植模式，以先进农业技术和现代经
营理念来搞农业，却担心收益无法保证不
敢全身心投入。

但这次不一样了！李华正在种植的
10亩土地是璧山区推进农业提质增效的

“田园都市试验田”，在这里，他可以无需
考虑风险、回报等因素，放手一搏。在这
片土地上深耕的创业者都是跟他一样年
轻、有文化、有抱负的“新农人”。

璧山紧邻主城，农村面积有限，但得
益于上世纪90年代土地“三权分置”改革
的提前起步，璧山区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
规模经营来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效率，形成
了璧北10万亩蔬菜基地、璧西10万亩水
果基地、璧南10万亩苗木基地的三大支
柱产业，也就是正在打造的“菜园”“果园”

“花园”。随着时间的推移，“三园”也面临
着农业设施老化、耕种方式传统、产品缺
乏竞争力等瓶颈。

如何提升农业种植的综合效益，让三
大农业支柱产业提质增效？璧山区依托
重庆国隆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七塘
镇选取了100亩“试验田”，招募新型职业
农民在这片“试验田”上为璧山蔬菜产业

发展探索前进的方向。这片土地免费提
供给“新农人”们使用，每年还提供生产补
贴，种出的农产品按高于市场价的保护价
收购。对这群“探路者”唯一的要求是，按
照绿色生态理念统一制定实施种植规范，
严格管控农业投入品使用，切实生产出绿
色、有机、放心的优质蔬菜。

李华们的探索只是璧山区补齐现代
农业发展“短板”，推动乡村振兴缩小城乡
差距的一个缩影。璧山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璧山围绕农业标准化生

产、社会化服务、农产品监测认证、品牌营
销、利益联结五大系统有机耦合，推动农
业生产标准化、供给多元化、产业融合化，
已初步形成以水果、花卉苗木、蔬菜等为
特色的主导产业，全区共10个“一村一
品”示范村，其中国家级示范村3个、市级
示范村7个。同时，璧山区着力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农业+”模式，发展
养生养老、乡村旅游、休闲度假等产业，延
伸农业产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今年8月22日，璧山八塘镇凉
水村人头攒动，田间地头到处都是
爽朗的笑声。原来，“璧山清水鱼”
第一届摸鱼节在这里开幕，数百名
来自各地的“摸鱼好手”齐聚一堂，
在田间的泥塘中“浑水摸鱼”，感受
田间捉鱼的乐趣。

“浑水摸鱼”摸到的却是地道的
清水鱼。据了解，2017年，璧山区全
面推行河长制，该区结合河长制的实
施，收回了全区所有山坪塘和水库的
承包权，彻底取缔了污染水质的高密
度养鱼。并制定科学的水质达标整
治技术方案，通过采取换水、清淤、消
毒、晾晒、栽植水生植物等方式净化
水质。经过近两年的修复，山坪塘、
水库水质持续好转。

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紧箍咒，
环保也不是乡村振兴的拦路石。
如何找到一条兼顾生态与产业的
发展之路？璧山给出的答案是产
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

根据生物学的理论，在易发生
富营养化水域，适当放养能够净化
水质的鱼类，合理利用生物食物链
的特点养鱼，不但能产生社会效益
和经济效益，也能改善水环境、提高
水质量。经过反复调研和科学论
证，璧山区决定在山坪塘试点清水
养鱼，通过投放一定密度的白鲢、花鲢、鲤鲫
鱼等鱼类，构建完整的水生生物链，形成生
态平衡。同时加强了放养过程管控，严格限
制放养密度和品种，严禁投放饲料、化肥和
药物，让其自然生长，定期进行水质监测，确
保了“璧山清水鱼”真正生于清水、长于清
水。2019年10月，首批试点的正兴镇湾塘
村黄岭大塘成功养出清水鱼，当年销售收入
达到近3万元，山坪塘水质也得到提升。于
是，今年璧山区在全区水库、山坪塘等自然
水体中推广清水，开启“人放天养”的绿色养
殖模式，实现“清水养鱼、鱼活清水”的绿色
发展，投放面积达2.2万亩，预计该批次清
水鱼上市可实现产值1000万元以上。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乡村振兴的关
键、潜力和希望所在。今年，“璧山清水鱼”
被列入重庆市农产品全程质量控制技术体
系整建制试点，璧山还申请了“璧山清水鱼”
商标，举办了“璧山清水鱼”摸鱼节，推动“绿
色+”融入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璧山区还利用易追溯二维码、“神农口袋”
APP、数据监管平台等推进数字农业发展，
真正实现从“田间到餐桌”的农产品质量安
全全追溯管理，让乡村实现产业兴、百姓富、
生态美有机统一，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

张亚飞 王琳琳 李永强
图片除署名外由璧山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璧山兔 来凤鱼
璧山展区邀你来品地道绿色美食

在本届农交会上，璧山区带来了
璧山兔、来凤鱼等一批优质农产品，
邀请市民前来购买。

据了解，本届农交会璧山区有72
平方米展位，位于国博中心S1-41，展
品覆盖璧北蔬菜、特色水果、腌腊罐
头、火锅调料等产品，其中璧山兔、来
凤鱼调料、凌翔酱罐土猪肉罐头、血
橙酒、三合茶叶、琪金腌腊制品、红肉
蜜柚、广普脐橙、绿壳鸡蛋、统一饮
料、瞿家蜂蜜、二郎花椒等品牌产品
将集体亮相。

儒雅璧山，田园都市。近年来，
璧山区以绿色发展理念推动构建现
代农业体系，倾力打造重庆的“绿色
菜园”“四季果园”“城郊花园”，在原
有蔬菜、水果、苗木三大产业基地上
实施产品升级，推动农产品标准化生
产和加工，源源不断地为市民提供优
质放心的农产品。

“三变”改革
为城乡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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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

“璧山清水鱼”第一届摸鱼节，市民徒手
摸鱼乐在其中 摄/曾清龙

七塘镇喜观村，连片的蔬菜大棚构成一道亮丽的风景 摄/曾清龙

七塘血橙丰收 摄/曾清龙

人居环境整治让村镇更美 摄/毛文韬

璧山兔

来凤鱼

都市里见田园 田园里有都市

来凤苗木基地美人梅盛开 摄/曾清龙

来凤街道安乐村苗木基地 摄/曾清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