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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蟠龙镇：
冷沙米田插秧忙

五月人倍忙，田间尽插秧。眼下，梁平的平坝地区
水稻插秧工作已基本完成，但在蟠龙镇扈槽村冷沙米种
植基地等高山区域，田间地头仍有不少村民在忙碌耕种。

冷沙米是重庆知稻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注册商标，
大米香味浓、口感佳。该公司在扈槽村二组、三组等流
转500多亩水田种植高山水稻，2020年产量超过13万
公斤，年产值达300多万元。

高山水稻的田块较小，不宜机械化种植，育种、插
秧、施肥以及晾晒等环节均需聘请当地村民操作，既抢
抓了农时，也解决了村民就业问题，该公司每年支付村
民务工费近20万元。

梁平融媒体中心 何建军

丰都：
“直播带岗”促就业

“现在我每月收入在4000元左右，感谢直播带岗这
种新的就业方式。”从部队退伍的李攀说，通过360直播线
上招聘会，在丰都县城一家装修公司找到了满意的工作。

李攀说，今年3月初从丰都就业公众号了解到，县
里正在举行“春风行动”暨就业民生360直播线上招聘
会。他报名后在直播间向企业自我展示推荐，通过视
频面试，成功应聘进了当地一家装饰公司。

该县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小平介绍，当
地积极开展线上直播的方式介绍相关就业政策、推介
用工岗位，为广大求职者和招聘单位搭建网上见面、实
时互动的就业新平台。同时通过直播平台的“云宣讲”

“云解答”“云体验”等系列就业指导服务，实现了网上
双选、视频面试、在线签约、就业服务一网办理。截至
目前，该中心就业民生360直播已经成功举办5期，已
有16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直播招聘，推介就业岗位
5000多个，招聘直播间访客达3.5万人次。

丰都融媒体中心 隆炼

云阳青龙街道：
文化惠民周周有活动

近日，一场由云阳县青龙街道文艺队自编自演、以
“守望相助好家园”为主题的庆祝建党100周年惠民文
化活动在滨江公园上演，接地气乡土味的演出不但丰
富了大家的文化生活，而且让居民邻里之间更和谐，更
有凝聚力。

今年以来，青龙街道不断完善公共文化阵地建设，
围绕庆祝建党100周年，以歌颂党的重大事件、重要成
就、红色经典为主线，组织本地非遗传承人、文化能人、
民间艺人、文体团队等，精心编排作品。同时，根据辖
区受众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不同需求，采取“辖区居
民点菜+党员干部买单”的服务方式，组建了以“党建引
领+骨干唱戏+群众参与”特色的文化惠民解难事志愿
小分队。

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从今年3月以来，青龙街
道开展的“守望相助好家园”、趣味体育、“我的书屋梦
读书”等系列文化惠民活动已举办20多场次。

云阳融媒体中心 李歆宇 刘婷

直播带货

区县动态

巴南双寨村：
买土货享康养

巴南区石滩镇双寨村双寨山是有名的康养之地，
游客可体验农家采摘，还可购买水果、茶叶、新鲜蔬菜
及土鸡鸭鹅等。

当地随季节可采摘樱桃、枇杷、李子、桃子、梨子、
葡萄等，游客还可购买茶山竹林下种的果蔬或饲养（野
放）的土鸡、土鸭、土鹅，零售价每斤25元、28元、30
元。另外土猪肉25元/斤，土鱼18元/斤，黄鳝50元/
斤。还有各种果子酒，都是村民自酿的，每瓶（500毫
升）100元。

联系人：张钦伦；电话：17783001621。
巴南融媒体中心 邱道信

万盛鱼子村：
30元蓝莓任意吃

眼下，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子村的200亩蓝莓进入
采摘季，一颗颗蓝莓如珍珠般挂满枝头，惹人喜爱。

鱼子村蓝莓园种植了奥尼尔、灿烂、南大、夏普蓝、
乌达德等9个优质品种，预计产量达5万斤。为保证蓝
莓的品质，果园对土壤全部进行了酸性改良，不施化
肥，不打农药，全程有机种植。

当前正值蓝莓采摘旺季，欢迎大家到果园现场采摘订
购，入园门票为每人30元，购买带走价格为每斤50元。

联系人：张书兵；电话：18623392688。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荣昌尚书村：
杨梅酸甜惹人爱

眼下正是杨梅成熟的季节，每每看见总忍不住咽
口水，新鲜的杨梅一口咬下去，酸酸甜甜的汁水在嘴里
肆意乱溅。

位于荣昌区万灵镇尚书村的桑梓杨梅园，占地约
120亩，现已经可以采摘，入园门票20元一人，采摘价
格30元一斤。大家还可在杨梅园垂钓，吃正宗土鸡、土
鸭等农家菜。

联系人：廖红华；电话：15723355773。
荣昌融媒体中心 官亚莉 李先进

专家观点〉〉〉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创新
提升的“寿光模式”对重庆发展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有何启示？对我市加快乡村产
业振兴有何借鉴参考？近日，重庆日报记者
采访了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处长艾丰。

从一颗“菜”到兴一座城，再到创新提升
的“寿光模式”，30多年来，寿光蔬菜一直领
跑全国，靠的是发展产业的一种久久为功，
一种敢于创新善于突破的思维。

在艾丰看来，重庆也有类似像寿光蔬菜
一样优势的乡村产业。比如涪陵榨菜、江津
花椒、潼南柠檬等，这些都有良好的产业基
础，都发展有类似从育苗到种植、加工、冷藏
储存、销售运输、农旅融合的全产业链。这
些产业的培育发展壮大，最大的共同点就是
跳出产业本身来发展。

但相比寿光蔬菜，我们更应该学习寿光
从种菜卖菜向输出技术、输出人才、输出标
准、输出模式、输出解决方案等转变。比如，
江津花椒完全可以借鉴创新升级的“寿光模
式”，跳出花椒产业来发展花椒产业。一是
技术输出方面，江津可以依托种植青花椒的
特有技术，比如育种技术、种植管理技术等

向其他省市进行输出；二是人才输出方面，
可联合西南大学、农科院所，加强花椒技术
人员的培训，从而定时定量输出花椒种植的
专业人才；三是建立花椒质量标准检测中
心，打造行业领域内的花椒种植、销售、加工
等各类标准标杆；四是输出“公司+科研院
所+合作社+农户”的发展模式，形成一套可
复制的利益链接机制；五是输出江津花椒品
牌，通过建立“1+N”的花椒联盟，做大江津
花椒；六是输出花椒银行联农带农模式，解
决产前产中产后的产业服务。

同时，“寿光模式”对重庆发展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也具有很强的借鉴和指导。
结合寿光把园区化作为打造国内最安全、最
放心的现代农业生产基地，重庆也提出了分
层级建设产业集群的思路，立足产业链延伸
和产业功能拓展，建设一批镇村产业上亿
级、区县联动百亿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上千亿级的乡村优势特色产业集群，同时
针对不同的经营主体，创建相应的产业联盟
和产业联合体，解决乡村产业全产业链发展
的各类问题，进而促进乡村产业的高质高效
发展。

市农业农村委乡村产业处处长艾丰：

跳出产业做产业

我们向寿光学什么

□本报记者 赵伟平

山东寿光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地，经
过30多年的发展，寿光探索出蔬菜产业的
生产、销售、技术、会展和标准输出等经验，
创造了业内公认的“寿光模式”，即从种菜卖
菜向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解决方案等
转变。

数据显示，2020年，寿光全市设施蔬菜
种植面积约60万亩，年产量达450万吨，菜
农亩均纯收入超3万元。蔬菜兴带动百业
旺，寿光走出了一条产业发展带动城市发展
的模式，并在全国26个省份落地生根。

5月16—20日，由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
组织的“全国农民报总编辑看寿光乡村振
兴”大型调研采访活动在寿光市举行。重庆
日报记者走进寿光，探寻乡村振兴背景下

“寿光模式”的成功经验，为重庆乡村产业的
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从17个大棚到席卷大半个中国

探索出寿光模式

寿光市孙家集街道的三元朱村，改革开
放前同全国大多数农村一样，经济发展缓
慢，生产方式落后，村民人均年收入仅有几
十元。为了能在冬季吃上新鲜蔬菜，1989
年，村党支部书记王乐义到大连取经，学习
冬暖式大棚蔬菜种植技术。村里17名党员
带头建棚，那年冬天，每个棚的蔬菜纯收入
达到2.7万元。

第二年，三元朱村新式蔬菜大棚迅速在
寿光形成燎原之势，推广扩建了5130个大
棚，1991年达到了1.3万个。到现在，寿光
蔬菜大棚已经发展到第七代，日光温室大棚
14.6万个，常年种植蔬菜面积60万亩，年产
量450万吨。

今年已经80岁的王乐义依然豪气不
减：“三元朱村是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发源地，
我们要蹚出乡村振兴路，更要留住中国优秀
的农耕文化。”

王乐义和三元朱村人仿佛天生具有这
样的使命感和格局观。从那时起，三元朱村
不光自己学科技、用科技，还担当起向全国
传播蔬菜种植技术的责任。

自1991年以培训班的形式传播大棚种
植技术以来，全国各地先后有10多万人次
到三元朱村学习，内容包括育苗、栽培、采后
处理、包装、运输、市场销售等各
个环节。

除了输出技术，三元朱村的技术人员还
带着技术走向全国，江西、西藏、甘肃、内蒙
古、新疆……全国新建成的蔬菜大棚，有一
半都有“寿光元素”。

从“冬暖式大棚”到“蔬菜硅谷”

打响种业翻身仗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今年的中央一号
文件提出，要打好种业翻身仗。随着寿光蔬
菜产业的不断发展，曾经也是遍地“洋种子”
的寿光，逐渐在蔬菜种业上撕开一道口子。

寿光的国产蔬菜种子率由2010年的
54%提升到目前的70%以上，其中黄瓜、樱
桃番茄等作物国产种子市场占比达到90%
以上，但种业的卡脖子难题仍亟待攻克。
2019年5月，中国农业科学院与山东省潍
坊市合作共建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寿光蔬菜
研发中心启用，先后吸引了17个课题组、
多项国家级科研项目开展攻关，育成多个
蔬菜新品种，其中3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
书。

寿光的产业基础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
桥头堡。寿光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刘伟介
绍，去年新品种“中农62”黄瓜示范试种超过
2万亩，科技成果转化率非常高。

寿光还有蔬菜种业集团、三木种苗、新
世纪种苗、永盛农业、鲁寿种业5家种业龙
头企业，全市自主研发蔬莱新品种140个，
全市年繁育蔬菜种苗达17亿株。寿光已成
为山东省第一批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和全
国最大的种苗繁育基地。

寿光模式最重要的一点是技术创新，从
第一代设施大棚发展到第七代智能化大棚，
还有盐碱地蔬菜无土栽培技术，再到最关键
的种子育种技术创新，牢牢抓住了蔬菜种子
的话语权。

根据规划，到2025年，寿光市蔬菜种子
自主研发和产业发展能力要显著增强，自主
研发蔬菜品种达到200个以上，初步建成全
国蔬菜种业发展的创业平台，入驻科研机
构、种子企业达到20家以上。

从“技术输出”到“模式输出”

硬核推广蔬菜标准

小番茄1公斤卖80元，可能吗？在寿
光，答案是肯定的。而成就这一切的，正是位

于山东省寿光市的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
该中心综合科科长孙明解释：“这样

的小番茄，从种子到果实，都‘享受’了标
准化的生长环境、种子纯度、设施设备、
病虫害防治，因此这里产出的小番茄拥
有标准的甜度和大小，身价远高于普通
的小番茄。”

2018年 7月，农业农村部和山东省人
民政府联合在寿光建设全国蔬菜质量标
准中心，全面整合各类蔬菜质量标准资
源，建立全产业链的标准化发展模式，推
动蔬菜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记者了解到，中心成立以来已集成
2369条蔬菜产业链相关标准，形成14大
类、182个品类的蔬菜标准数据库，编制完
成37种蔬菜的54项生产技术规程，启动
16项国家、行业标准和102项地方标准研
制工作。其中，1项国家标准计划正式下
达，番茄、黄瓜两项农业行业标准获农业
农村部发布，辣椒、茄子、西葫芦3项全产

业链行业标准和5项地方标准完成评审。
另外，中心还建成了国内唯一的蔬菜

品质感官评价与分析实验室，在山东、江西
等蔬菜主产区认定27个试验示范基地，辐
射带动蔬菜生产标准化面积50万亩，整链
条输出寿光蔬菜标准，实现由“技术输出”
向“模式输出”转变，提高了寿光种业研发
和蔬菜生产技术水平，以标准化引领了蔬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用标准数据定义“好”
蔬菜。

“下一步，中心将加快推行从种苗到餐
桌的全产业链标准，通过执行标准，让蔬菜
生产有标可依。通过制定统一标准、全程实
施标准化，促进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并借
助蔬菜质量大数据服务平台，推动蔬菜产业
实现标准化、优质化、品牌化。”孙明说。

寿光蔬菜小镇连片的大棚蔚为壮观。 （受访者供图）

寿光寨里村村民在直播卖瓜果。 记者 赵伟平 摄/视觉重庆

番茄采摘机器人正在作业。 记者 赵伟平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