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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暖春二月，山城重庆处处生机盎然，满
目皆是美景。走进广大山野乡村，粉的樱
花、白的李花、黄的油菜花在田间枝头热闹
地绽放，拉开了一年一度踏青赏花饱览春色
旅游季的序幕。

巴山渝水间，络绎不绝的游客赏春色、
品美食、晒美景，走的时候还不忘用特色农
产品将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丽日暖阳下，
游客享受了灿烂春光，村民赚了个盆满钵
满，似此主客尽欢的场面，如今已是巴山渝
水广袤乡间的常态。

这是我市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谱
写下的生动画卷。

沿袭已久的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早已
经证明：单一的农业产业结构，是难以走出
价值链底端的。要发展好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就必须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价值链，
走三产融合的路子。

正因如此，近年来，我市着力构建农业
三产深度融合、生产要素相互渗透、经营主
体协调共进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体系，在做优

“一产”的基础上，大力推动农产品加工业、
休闲农业等发展，促进“二产”强、“三产”兴，
从而形成全产业链发展模式。

通过融合发展，近3年来，全市农产品加
工产值、乡村旅游综合收入、农产品网络零
售额年均保持着两位数增长，农业效益稳步
提高。

做强农产品加工 提高农产品“身价”

2 月 23 日，在潼南区汇达柠檬集团，
集团副总经理徐小玲向重庆日报记者展
示了该公司推出的一款最新的柠檬加工
产品——柠檬料理汁。

“我们公司每年收购20万吨鲜柠檬，
其中40%用于深加工、60%用于鲜果销售，
销售的鲜果大部分是供应海外市场。但去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发，让我们一度面临
着巨大的销售压力。”徐小玲说，去年2月，
汇达柠檬外贸订单迅速收缩并大面积被取
消，公司7万多吨库存柠檬出现滞销。如
果卖不出去，损失将高达3.5亿元。

国内消费者很少有鲜食柠檬的习惯，因
此要想去库存，只有走深加工的路子。可7
万吨毕竟不是一个小数字。面对这一情况，
汇达柠檬决定加紧研发新产品，创造市场新
需求，并根据柠檬的特性，做成了国内首款
可替代醋的柠檬料理汁。该产品的成功研
发和推出，很大程度上挽回了企业损失，也
稳住了潼南当地柠檬产业发展势头。

事实上，汇达柠檬遭遇的这场危机，正
是传统农业高风险的真实写照。

“传统农产品保质期短，且极易受市场
因素影响，加上农民对市场缺乏判断，抗风
险能力相对较弱。”市农业农村委农产品加
工处处长韩以政说，只有做大做强农业品加
工，才能尽可能延长产品保质期，推动产业
适度规模化发展，提高产品“身价”。

近年来，我市高度重视农产品加工业发
展，在2019年的机构改革中，市农业农村委
专门成立了农产品加工处，为农产品加工业
助力。此外，我市还在农产品加工业政策扶
持、发展模式上在全国创造了两个“率先”。

一是率先推行了农产品加工企业奖补
政策。于2019年、2020年分别安排7000万
元、6000万元财政资金，对部分市场竞争力
强、带动明显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进行奖补，
扶持企业开展技术研发、设备改造、智能化
生产。

二是率先建立了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
区和示范企业创建管理办法。近两年来，共
创建认定了5个100亿元级、4个50亿元级
农产品加工业示范园区，培育认定了300户
农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截至2020年，全市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
增至1149家，农产品加工总产值达到3163
亿元，相较上年同比增长了3.1%，稳定带动
了30万人就业。

发展乡村旅游 搭建农产品销售平台

“一产”“二产”做强了，生产、加工出来

的农产品如何销售？如何进一步拓展延伸
产品功能、提升附加值？其关键就取决于农
村服务业发展情况，而乡村旅游正是其中一
个重要载体。

2月24日，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在
前往云龟山的盘山公路上，车辆川流不
息。“这还不算多，周末基本上每天上山的
车都在2000辆以上。”村党支部书记廖有
才说。

作为渝北区最偏远的乡村，天险洞村此
前发展十分落后。自从2011年村上瞄准万
亩野樱花资源开始发力乡村旅游后，通过基
础设施完善、人居环境改造、节会活动宣传，
2018年，村里精心打造的这一乡村旅游景
点终于“火”了。

火爆的人气，推动了民宿、农家乐等产
业快速发展，村上的土特产也直接对接上了
城里的游客，村民年人均纯收入也跨过两万
元大关，在去年达到了22000元。山下的青
龙村也跟着沾光，许多游客返程经过时，都
会去他们的晚熟柑橘基地体验一把采摘乐
趣。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各地着力推
动农业三产融合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已成
为承载农村产业发展、新业态培育、经营方
式转变的重要平台和主要方式。

为助推乡村旅游发展，我市依托特色农
业、自然生态、民族村居等乡村资源，在发展
柑橘、榨菜、茶叶等特色产业基础上，着力推
动资源开发和业态丰富、要素融合和整链打
造、文化传承和创意设计、品牌培育和产业

升级、设施配套和服务改善、规范管理和品
牌推广，积极促进农旅深度融合。

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处处长艾丰介绍，以
推动乡村旅游全域全季发展为目标，我市结
合各区县资源特色、地域特色和传统特色，
按照“连点成线、织线成片”的思路，现已重
点推出百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打造各具特
色的地标项目200余个、多元素地域产品近
500个。

2020年，全市实现乡村休闲旅游经营收
入 658 亿元，接待游客 2.11 亿人次，带动
64.01万户农户增收。

推进跨界融合 拓展现代农业发展新空间

在艾丰看来，农村服务业不仅仅是乡村
旅游，它所包含的业态十分宽泛，可以给农
业跨界融合发展带来的无数可能。

位于铜梁土桥镇的新陆有机农场就是
其中一个生动的例子。2011年，从事环保行
业的李曼跨界农业做起了有机农场。作为
一名新农人，她在发展农业时有着新的理
念：利用最先进的技术和最优质的生产资料
做现代农业。

以斯里兰卡的椰糠作土，采用日本基质
栽培技术、以色列精准滴灌技术、荷兰环境
控制技术，李曼在农场里种植蔬菜和草莓，
并引进了日本锦鲤发展养殖业。

此外，依托涵盖大数据、物联网、AI等技
术的“神农大脑”平台，农场还完美地诠释着
农作物生长情况实时监测、分析，营养及时
自动补给的智慧农业发展模式。

在新陆农场里，草莓长在“天上”，最
高价值几十万元一尾的锦鲤尽情展示“水
中活宝石”“会游泳的艺术品”的魅力，这
样难得一见的“稀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
游客前来参观、体验、消费，周末日均游客
接待量超 1000 人次。不仅如此，农场还
依托自身优势，发展起了亲子教育、农业
培训等业态，平均每月接待培训活动 2
场。

就这样，新陆农场横跨种植、加工、旅
游、教育等多个领域，产业链条不断拉长，产
业价值不断递增。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我市不断尝试、推
动农业跨界融合发展，拓展现代农业发展新
空间。比如，跨界互联网，大力发展农村电
商；跨界商贸，举办西部农交会、中国国际农
产品交易会，打造国家级生猪交易市场重庆
(荣昌)生猪交易市场；跨界新媒体，助推直播
带货……在这些新业态助推下，我市农业农
村发展潜力不断释放，现代农业发展之路也
越走越宽。

三产融合 融出发展新动能
“念好山字经，巧打特色牌——重庆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系列报道③

□新华社记者 朱超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次会议上，白俄罗斯代表70个
国家作共同发言，强调香港事务是中国内政，外界不应干
涉。还有20多个国家以单独发言等方式，支持中方在涉港
问题上的立场和举措。中方的得道多助，与极少数欲借香
港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国家的失道寡助形成鲜明对比。

个别国家作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不会不清楚“不干涉
主权国家内政”是《联合国宪章》确定的重要原则，自联合国
设立伊始就刻在它的“基因”里。他们无视国际社会的共同
呼声，以民主、人权为借口无端指责、粗暴干涉他国内政，根
本目的是制造混乱和动荡，趁机谋取渔翁之利。

香港自回归以来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先看民主、自由。1976年英国政府批准《公民权利和

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时通过保留方式明确指出，公约所规定
的定期选举的规定在香港不适用，并通过“公安条例”和“社
团条例”对香港民众集会、游行和结社作出了严格限制。香
港是在回归祖国以后，才真正建立和发展起了民主制度。

再看人权、发展。和平与安全是可持续发展和享有人
权的必要条件。正如70国共同发言中所阐述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实施后，香港摆
脱了动荡局势，逐渐恢复稳定。

由乱到治，香港居民可以更好地行使相关权利。近
300万香港市民自发签名力挺香港国安法，就是对那些杂
音的最好回应。

事实胜于雄辩，公道自在人心。个别国家奉行双重标准，一
边对自身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视而不见，一边却又挥舞着“人权
大棒”四处出击，这种做法只会彻底撕破他们虚伪的面孔。

中方多次强调，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的决心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决心坚定不移，反
对任何外部势力违法干预香港事务的决心坚定不移。奉劝
那些一意孤行的国家，不要再抱着狭隘过时的玩法，在错误
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涉港挺华发言
体现国际社会共同呼声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3月6日电 （记者 李骥志）据记
者6日从中国驻欧盟使团了解，使团与欧盟农业总司近日
共同举办中欧地理标志产品推广视频交流会。

使团经济商务处公使夏翔、欧盟农业总司国际司司长
克拉克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农业农村部，河南、安徽、陕
西、江西省有关主管部门，以及相关地理标志产品行业协
会、企业等的代表60多人出席会议。

欧盟代表介绍了欧方地理标志保护政策、现状以及在
成员国和其他国家推广的有关举措。中欧双方就地理标志
保护经验、加强联合推广等议题进行交流互动。

中欧地理标志协定于2020年9月14日正式签署，于
今年3月1日正式生效。

中欧举行视频交流会
探讨地理标志产品推广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黄乔）3月6
日，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统一部署，第五
巡回法庭举行了最高人民法院少年法庭
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

第五巡回法庭分党组副书记郝银
钟介绍，设立少年法庭工作办公室和少
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是最高人民法院深
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新修
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
犯罪法精神的重要举措，是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推进新时
代少年儿童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人
民法院少年法庭工作发展史上的一件
大事。

对于如何从推进新时代少年儿童事

业发展的高度来谋划和发展少年审判工
作，郝银钟表示，接下来，第五巡回法庭
将认真贯彻落实院党组决策部署，加强
制度建设，会同院相关职能部门，迅速成
立工作专班，强化组织领导，有效整合工
作力量，确保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有效
开展工作。

强化调查研究，有针对性地开展少
年审判问题研究，强化审判指导，充分发

挥第五巡回法庭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的
职能作用。

深化协同配合，进一步深化与西南
五省区市特别是驻地重庆市政法委、关
工委、共青团、妇联等有关职能部门、社
群组织协作配合，凝聚共识，形成合力，
扎实推进巡回区法院的少年审判工作，
为新时代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

第五巡回法庭举行
少年法庭巡回审判点揭牌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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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红霞 刘文昕

5.44万亿元、同比增长32.2%……
海关总署7日发布数据显示，前2个月，
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实现“开门红”，其
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

具体来看，前2个月，我国出口3.06
万亿元，增长50.1%；进口2.38万亿元，
增长14.5%；贸易顺差6758.6亿元，去年
同期为逆差433亿元。

从2月当月来看，我国进出口2.42
万亿元，增长57%。其中，出口1.33万
亿元，增长139.5%；进口1.09万亿元，增
长10.3%；贸易顺差2472.8亿元，去年同
期为逆差4266.5亿元。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李魁文表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前2个月进
出口同比下降9.7%，较低的基数是今年
前2个月增幅较大的原因之一，“但即使
与2018、2019年同期相比，今年前2个
月进出口增速也有20%左右。”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
院院长屠新泉认为，就地过年是今年以

来外贸尤其是出口大增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中国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复工复产
达产。”屠新泉说，“前2个月的外贸表现
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市场对中国的
需求依然强劲，中国对世界起到了稳定
供应的作用。”

从贸易伙伴看，今年前2个月，东盟
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
国与东盟贸易总值 7862 亿元，增长
32.9%，占我国外贸总值的14.4%。紧
随其后的欧盟、美国、日本，与我国进出
口总值分别为7790.4亿元、7163.7亿元
和3492.3亿元，分别增长39.8%、69.6%
和27.4%。

同期，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合计进出口1.62万亿元，增长23.9%。

数据还显示，我国民营企业进出口
增长、比重均有较大提升。前2个月，民
营企业进出口2.57万亿元，增长49.5%，
占外贸总值的47.2%，比去年同期提升
5.5个百分点。这表明，我国外贸的市场
主体韧劲与活力在持续增强。

从贸易品类看，前2个月，机电产

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均增长。我
国出口机电产品 1.85 万亿元，增长
54.1%，占出口总值的60.3%。其中，自
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2339.8亿
元，增长68.5%；手机1495.9亿元，增长
49.2%；汽车（包括底盘）272亿元，增长
93.4%。

值得注意的是，前2个月，我国铁矿
砂进口量价齐升，而原油、天然气等商品
进口量增价跌。

李魁文说，前2个月外贸实现“开门
红”，为全年开了一个好头。也要看到，
国际形势中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世
界经济形势复杂严峻，外贸稳增长任重
道远。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要促进外贸稳
中提质，要在加强对中小外贸企业信贷
支持上下更大功夫，扩大出口信用保险
覆盖面、优化承保和理赔条件。与此同
时，要深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试点，稳
定加工贸易的同时，发展跨境电商等新
业态新模式。

（据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淡季不淡，我国前2个月外贸大增32.2%实现“开门红”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王思霁）近日，市政府网发布《重庆
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实施意见》，提出进一步提高我市上
市公司质量、推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16条措施，强调要通过培育上市后备
资源、支持优质企业上市等，打造优质上
市公司集群。

在培育上市后备资源方面，我市将
立足全市资源禀赋和产业布局，储备、培
育和引进一批上市基础较好的科技型、

创新型企业，扩充上市公司、拟上市公司
和后备企业“三张清单”。

在支持优质企业上市方面，我市将加
强对拟上市企业的培育和辅导，提升拟上
市企业规范化水平；主动适应证券发行全
面注册制改革要求，大力推动我市优质企
业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

或通过新三板精选层转板上市。
在推动上市公司引领产业升级方面，

我市将加强对上市公司再融资的服务和
指导，支持上市公司增发融资，鼓励上市
公司用好公司信用类债券、资产支持证
券、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优先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直接融资工具。

重庆出台16条措施打造优质上市公司集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