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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
坪上地区机收忙

这段时间，田间地头处处是丰收的场景，
在涪陵的不少坪上地区，水稻机收大幕拉开，
一片繁忙。

在蔺市街道新桥村，蔚蓝天空下稻香涌
动，一台中型联合收割机在稻田来回穿梭，轰
鸣声中，割稻、脱粒、装车“一站式”完成。农机
手雷刚介绍，这台收割机15分钟就可以收一亩
地，相当于三个人一天的工作量。

种植大户王守平介绍说：“机收省时省钱
效率高。我种了14亩地，机收100元一亩，一
共就是1400元，最多一天就搞定了。以前人
工收谷子至少要半个月以上，各种费用加起来
得2500元左右。”

据介绍，涪陵的坪上地区机收占比已达
80%，随着外地农机服务队入场，预计今年将
有500余台联合收割机参与秋收，整个工作将
在9月中旬结束。

涪陵融媒体中心 蒋欢 申彩虹

巴南：
农膜回收站点全覆盖

8月25日，在巴南区鱼洞街道百胜村，村
民三五成群在田间地头、河滩沟渠拾捡残留的
废旧地膜，拾捡起来的农膜整齐地堆在路边。

以旱作农业为主的百胜村，农用塑料薄
膜使用量较大，且通常与作物根茎、残茬和土
壤混杂在一起，回收比较困难。“挂在树上、留
在水渠的废旧农膜太多了，遇到起风时满天
飞，不仅污染环境，而且影响村容村貌。”玉米
种植户吴玉坤说，去年村里建起废旧农膜回
收网点，只要一个预约电话，网点工作人员会
上门收购，回收价格为棚膜类农膜2元一公
斤，地膜类农膜1元一公斤，肥料包装类1元
一公斤。

废旧农膜回收利用是农业绿色发展、建设
美丽乡村的重要一环，对推进节能减排、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促进农业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及可
持续发展具有非常现实和深远的意义。目前，
巴南区已建设回收站点208个，实现了涉农乡
村全覆盖。截至 6 月底，已回收废弃农膜
188.22吨，交售加工企业172.6吨。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云阳：
86个玉米品种同台打擂

时下，正值玉米成熟收获的季节。8月
20—21日，云阳县凤鸣镇“全市玉米新品种展
示及示范项目”实验基地，86个玉米品种同台
打擂，接受专家组鉴评。

走进玉米基地，地块上挂着相应的品种名
称标识牌，专家组沿耕作便道逐一查看，随机
抽取一行或者两行玉米，对玉米的株型、整齐
度、抗倒伏抗性、果穗结实性等方面进行现场
田间鉴评。经综合评定，佳玉13、蓉可玉789、
昊玉501等10个品种田间表现好，华凯5号、
康农20等29个品种田间表现较好，其他42个
品种则田间表现一般。

在同一栽培管理水平下，86个玉米品种同台
打擂，可以更好对比品种的优劣，对存在一定缺
陷的问题品种，可通过农业部门及时向农户给出
警示或直接退出，从而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通过基地的实验种植，能推广更先进科学
的种植技术，农户也可以选择更优良的品种，
增加种植收入。

云阳融媒体中心 刘兴敏 郑红均

万盛北门村：
黑山猕猴桃新鲜上市

近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北门村猕猴桃陆
续进入成熟期，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清
新的果香随风飘散。

黑山镇北门村猕猴桃种植面积达3000亩，
有绿心、红心等优良品种。因海拔高，昼夜温差
较大，空气、水质优良，该地种植出来的猕猴桃
个大饱满，酸甜可口，水嫩多汁，醇香扑鼻。

黑山猕猴桃的采摘期可持续到9月底，采
摘价格为绿心猕猴桃8—10元/斤、红心猕猴
桃16—20元/斤。

联系人：余洒；电话：13251460557
廖和平；电话：13637771114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武晓静 陈洁

奉节五马镇：
八月瓜成熟可摘

“八月瓜全身都是宝，皮可以制作茶叶，黑
仔用来泡酒，瓜藤是一味中药，还可以深加工
成茶、油、菜等……”8月25日，奉节县五马镇
樟木村八月瓜种植基地负责人王文祥说，他的
300余亩八月瓜成熟了，市场价8元一斤，欢迎
大家采摘购买。

八月瓜，俗名八月炸，表皮呈青紫色，长相
类似香蕉，果实富含丰富的果糖、果胶、氨基酸
等，食用和药用价值较高。

联系人：王文祥；电话：13452798480
奉节融媒体中心 周海媚 胡天明

□本报记者 栗园园

近期，正是我市高山蔬菜大量上市的
季节。

8月15日，武隆区仙女山旅游度假区
的“菜篮子”——双河镇，运菜车进进出出，
公路边的小菜摊生意兴隆，当地的蔬菜采
摘游、避暑游等也十分火爆。

这一天，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研究员
陶伟林来到位于双河镇的市农科院武隆高
山蔬菜研究所开始新一周的工作，他从事
高山蔬菜产业相关研究已有十余年时间。

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作为参与高山蔬
菜产业发展的重点单位，正在酝酿成立高
山蔬菜产业联盟，吸引全市各地种植大户
加入。双河镇则提出想在主城区设立高山
蔬菜专卖店，让更多人吃到品质优良的当
地高山蔬菜。如何把高山蔬菜种得更好、
卖得更好，这是双方共同的目标。

事实上，自上月市农业农村委提出力
争将高山蔬菜和食用菌培育成我市蔬菜产
业新增长点后，关于高山蔬菜产业提档升
级的一系列工作已在我市急锣密鼓地
铺展开来。

在陶伟林等业内人士看来，我市高山
蔬菜产业要真正成为蔬菜产业新增长点，
还需要解决三个瓶颈问题。

瓶颈之一
配套设施还有差距

陶伟林带记者来到双河镇渝蔬公司生
产基地，这是他多年服务和跟踪调研的众
多高山蔬菜基地之一。

高山地区，局部小气候明显，雨水常常
来得出其不意。原本天气晴好，番茄大棚
内，几名村民正在加紧采收。可不多时，一
场大雨突然倾盆而下。

“幸好有这个避雨棚哦，不然肯定要烂
果了。”躲进棚内避雨的业主覃万成舒了一
口气。

覃万成2008年来到武隆谋发展，此前
在全国高山蔬菜重点产区湖北，所在的渝
蔬公司从事高山蔬菜种植已有40多年。
这一年，正是我市高山蔬菜起步之年。

初期，他们仅在武隆“试水”了10亩
地，将从湖北带来的高山番茄、黄瓜、辣椒
等品种于当年清明前后播种下地。

待到6月，生产进入中后期，雨水明显
增多，空气湿度更大，病虫害情况严重。但
由于种植规模不大，通过加大管控力度，当
年种植效益没受多大影响，覃万成也下定
了扎根武隆的决心。

要应对天气条件给生产带来的不利影
响，避雨棚等基础设施不可或缺。“但这是
一笔不小的投入，即使是在行情平稳的情
况下，也需三至五年才能收回成本，我们压
力非常大。”覃万成说。

好在武隆区对高山蔬菜发展支持力度
大，2010年，覃万成获得了一项优惠政策：
由他到山东考察后设计相关避雨设施，区
农业农村委出材料，他负责搭建，相当于只
出人工成本。

尽管如此，覃万成5000多亩的蔬菜基
地里，用上避雨棚的也只有番茄而已，面积
不过1000亩。“政策资金是有限的，番茄作
为市场需求量大、单产较高、效益最可观的
产品，我肯定要把好钢使在刀刃上。”覃万
成说。

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品城农业
公司负责人邹运斌做出了相同的选择，在
位于涂市镇的种植基地里，享受到避雨棚

“庇护”的作物也只有番茄。
“不是说只有番茄需要，黄瓜、茄子等

品种搭上避雨棚病虫害也会更少，但考虑
到投入和产出就太不划算了。”邹运斌无奈
地说。

陶伟林对记者说，在高山地区，机

耕道、灌溉水源等配套设施也是必不可
少的。要补齐这块短板，少不了财政资
金的补贴，同时还要有合理的资金利用
规划。

瓶颈之二
优质却难优价

高山地区昼夜温差大，自然条件好，生
长出的蔬菜口感风味更佳，一直都是高品
质蔬菜的代表之一。但高山蔬菜却并不都
能卖出理想的价格。以番茄为例，不管是
覃万成还是邹运斌，近期卖出的价格均为
每斤1块钱出头。

“前段时间出货量大，我都走的双福国
际农贸城，每斤卖1.5元，包装、运输等成本
大概要出0.3元。这两天量小些后我就改
换渠道了，跳过市里的一级批发商，直接跟
区县的二级批发商联系，他们自己来基地
拉货，每斤只卖1.4元，但成本更低。”覃万
成说，自己的番茄品质比温室大棚种出来
的口感好多了，但卖价却没有什么差别。

邹运斌也很无奈：“高山蔬菜确实品质
好，但同时也面临来自全国各地高山蔬菜
的竞争。在品质差不多的情况下，我们如
何能跟宁夏这样能够大规模机械化生产蔬
菜的地区相抗衡？”

夏秋季要与宁夏等高原地区比拼，冬
春季又要与山东等平原地区竞争，重庆本
地的高山蔬菜就卖不出好价格了？

其实不然！
邹运斌基地里的部分蔬菜卖往深圳等

珠三角地区，价格就比较可观。“这就是卖
往深圳的品种，每斤比普通品种贵上好几
角。”邹运斌随手摘下一棵白菜介绍道，珠
三角城市消费水平高，消费者也格外注重
产品的口感、外观，因此对中高端产品的接
受度更高。覃万成也表示，基地有少量高
品质蔬菜通过与精品超市对接卖出了好价
格。

陶伟林认为，这一现象反映出目前我
市高山蔬菜销售的方式和渠道还存在不
足。

高山蔬菜作为蔬菜产业中的细分门
类，走大宗蔬菜的农贸批发渠道必然不占
优势，应转变思路，在销售端对接好对应的
细分市场，如社区团购、精品商超等。“事实
上，市场对高品质产品也是有需求的。”陶
伟林说，就在最近，一家知名地产物业公司
已主动联系他所在的团队，希望与其建立
合作关系，采购高山蔬菜货源发展社区团
购，服务业主。而且，有这种需求的物业公
司目前不在少数。

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近期拟牵头成立

高山蔬菜产业联盟，待社区团购事宜敲定
后，在联盟内实施“统一生产计划、统一物
资采购、统一技术标准、统一市场价格、统
一品牌”，让优质产品真正实现优价。

按照陶伟林的设想，随着联盟服务的
社区团购规模越来越大，种植大户就可以
带动周边农户共同发展订单农业，从而实
现整个高山蔬菜的有序生产，更好规避市
场风险。

瓶颈之三
品种结构有待完善

深耕细分市场，势必也将对高山蔬菜
的品种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但就目前来
看，受种植习惯、市场行情等种种因素影
响，我市高山蔬菜品种结构仍显得单一，总
体来说中高端品种比重较小。

“我们也想多种点精品蔬菜，但由于
无法精准对接市场，根本不敢种多了，怕
卖不掉。但若能搭建起社区团购等渠道，
这些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获悉陶伟林提
出的高山蔬菜产业联盟计划，覃万成十分
高兴。

事实上，近几年通过鲁渝协作，市农科
院已从山东引进许多优质番茄、辣椒、白菜
等蔬菜品种，其中番茄品种就有6个之多，
高山蔬菜的品种档次和生产水平得到极大
提高。

在位于武隆双河的高山蔬菜品种培育
基地，在市农科院专家的精心培植下，一座
番茄大棚内就种出许多“花样”：汁多爽口
的鲜食品种，酸甜肉厚的熟食品种；大果、
中果、小果……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各种
需求。

因高山地区昼夜温差大，这些品种在
我市种植出来后风味更加浓郁，口感极佳，
因此卖价也高，最低的收购价为每斤5块
钱，高的能达到10块。

就在今年，他们从山东引进的高品质
辣椒品种——螺丝椒也试种成功，将于明
年在全市推广。这些辣椒果实通体扭曲，
状似螺丝，按形状大小，又有粗螺、中螺、细
螺之分，捏上去，明显感觉肉质既厚且脆，
上市后，单价可高出10—20%。

“我们也将继续做好科技攻关，通过
引进和自主培育，不断优化品种、提高品
质，让高山蔬菜朝精细化方向发展。”陶
伟林说，未来高山蔬菜品种必须多元化，
尤其是要加大中高端品种占比。在这方
面，除了农技人员做技术推广外，也迫切
需要大户和企业承担起示范引领作用，
带动种植、帮助销售，从而实现整体结构
的调整。

高山蔬菜产业高山蔬菜产业 如何如何 出一筹出一筹

上月，市农业农村委召开“保供给、稳增
收”工作专班调度会，特别强调了农业产业的
提档升级，其中在蔬菜产业方面，力争将高山
蔬菜和食用菌培育成蔬菜产业新的增长点。

高山蔬菜何以被选中？记者采访了市
农业农村委经作处、市农科院蔬菜花卉所等
相关部门，总结出三点理由：

首先，有基础。2008年，为了缓解我市
蔬菜供应“秋淡”，我市以市农科院牵头，率
先在武隆探索利用高海拔地区夏季自然冷
凉气候条件，生产天然错季的高山蔬菜，在
不与粮争地的前提下，实现全市蔬菜周年生
产均衡供应。通过10余年的发展，如今我
市高山蔬菜主产区县达到14个。截至2020
年底，全市高山蔬菜播种面积110.7万亩、总
产量193.3万吨，总产值34.5亿元，呈现出逐
年稳步增长态势。

其次，有科技支撑。以前，我市高山地

区蔬菜品种单一，农户普遍种植技术水平要
求不高但同时效益也低下的莲白、大白菜、
白萝卜，俗称“三大白”。近年来，我市不断
加强高山蔬菜品种结构调整和配套技术研
究，如今全市高山蔬菜种植品类已扩大至
10个大类、200余个新优品种，示范推广辣
椒、黄瓜、番茄、菜豆、瓢儿白、油麦菜、茄子、
甘蓝等适宜品种40余个，不断优化了高山
蔬菜品种结构，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第三，增收效果显著。我市以前的贫困
地区主要集中在武陵山、秦巴山等高山地
区，发展周期短、增收效果显著的高山蔬菜，
成为这些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支柱产
业。2020年全市高山蔬菜产业发展调研报
告显示，我市高山蔬菜产业已覆盖了近 17
万农户，人均实现增收近 2000 元。在全面
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高山蔬菜可以继续
起到产业支撑的作用。

高山蔬菜何以能成为新增长点

相关链接>>>>

8月23日，酉阳桃花源街道天山堡村，村民正在采收高山白菜。
通讯员 彭媛/视觉重庆

8月11日，武隆区双
河镇，游客在瓜果长廊
游玩。当地高山蔬菜采
摘游吸引了不少来仙女
山避暑的市民。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8月11日，武隆区双河镇，村民正在挑选
分装采摘的番茄。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蔬菜产业新增长点调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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