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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
发展8万亩有机油茶示范基地

近日，大足区粮药油茶产业融合示范项目开
工，该区将重点发展8万亩有机油茶示范基地、精
品体验式榨油工厂等业态，并努力打造成“全国
油茶基地管家服务”建设的样板工程。

油茶被誉为“东方橄榄油”“油中软黄金”，其
提炼的植物油是国际粮农组织重点推广的健康
型高级食用植物油。大足区粮药油茶产业融合
示范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是大安合作示范园第
一批招商引资重点项目之一。

由大足和安岳联合共建的大安合作示范园，
是川渝两省市落实国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重大战略的具体工作举措，也是川渝三大农业
合作平台之一，以实施高标准稻田内循环稻渔产
业、农业“双创”、冷链物流、电商贸易、精深农产
品加工等为重点项目。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大力
推进“园区平台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金融机
构+社会企业+村民”的“五位一体”产业发展联合
体的模式，形成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不断壮大
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大足融媒体中心 毛双 余杰

永川：
采挖冬笋卖好价

12月19日一大早，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茶
竹村村民洪家举和邻居约着上山采挖冬笋，大家
分散在万亩竹海里寻笋、挖笋，每人每天能采挖
20多斤冬笋，按10元一斤的收购价，就有二百多
元收入。

2020年，公路修到了茶竹村的竹海，打通了
冬笋外销的道路，村里成立竹韵农村综合服务社
有限公司，着力探索“合作社+农户”发展模式，同
时就近集中统一收购冬笋，让村民足不出村就可
以高价销售。同时，该公司还购买了烘干设备，
通过烘干加工提高冬笋的附加值，扩宽销售渠
道。

“今年冬笋产量预计可突破4万斤，产值能达
到40万元。”茶竹村党总支书记敖志菊介绍，当地
立足5万亩竹海的资源优势，擦亮“茶竹山货”品
牌，积极探索发展竹编、竹笋、竹荪、手工茶、茶竹
宴等茶竹特色产品，以资源开发型经济为切入点
和突破口，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永川融媒体中心 陈仕川

云阳：
多渠道发力销售柑橘

“今天一大早就有人下单了，家门口也要卖
一些，所以要多采一点。”近日一早，云阳县巴阳
镇阳坪村村民毛自兰摘下满满两大筐金黄柑橘
后往家运送。

毛自兰介绍，以前她家的柑橘主要是果商统
一来收购，价格卖得较低，现在更多依靠网络来
销售，不仅卖得更好更快，收入也更可观。她将
柑橘表皮擦拭干净，称重打包后，只需放在家门
口，快递公司每天会来收走。

巴阳柑橘果肉饱满、汁多肉甜，该镇按照“以
果兴旅、以旅促果”发展理念，坚持走好农旅融合
之路，柑橘产业稳步发展。目前，全镇柑橘种植
面积1.2万亩，种植户3000余户，去年柑橘产量
2.5万吨，产值1.6亿元。

为了更好地销售柑橘，巴阳镇自主培育了市
场经纪人近八十名，并通过专人培训让村民学会
直播带货，柑橘销路进一步拓宽。今年当地又投
资200余万元，计划在国道旁新建水果鲜销一条
街，进一步增加柑橘销售渠道，提高村民收入。

云阳融媒体中心 刘冲 刘婷

武隆平桥镇：
胚芽米上市

“颜色嫩黄的胚芽米煮的米饭香甜软糯可
口，价格便宜实惠！”日前，武隆区平桥镇乌杨村
村民刘长久吆喝卖米。

普通大米白色光滑，胚芽米则偏黄偏粗糙，
胚芽米煮的饭香甜软糯，因保存了米的胚芽，因
而营养成分更高。

平桥镇有稻田1万多亩，是武隆区的重要产
粮区。村民们种植水稻普遍采用农家肥，不施化
肥和喷洒杀虫剂，原生态生长水稻。刘长久收购
村民的稻谷后自己加工成胚芽米销售，售价6.5
元一斤，可电话联系购买。

联系人：刘长久；电话：13368499811
武隆融媒体中心 袁华

合川龙殿村：
血橙采摘价便宜

近日，合川区钱塘镇龙殿村的塔罗科血橙陆
续进入成熟期。据该村象鼻嘴血橙专业合作社
负责人介绍，全村共种植血橙500余亩，预计产量
在25万斤左右，欢迎游客前往果园采摘，采摘价
格为3.5元/斤。

联系人：唐彬
联系电话：18996017897

合川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硒资源蕴藏丰富
但硒产品认证不多

12月17日，南川区兴隆镇金星村，金
禾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禾米业”）
大米加工基地稻博园生产车间里，一批批
稻谷经过去石、碾米、分级、抛光、色选等
工序后，被装进印有“金佛山富硒贡米”产
品标识的袋子。

“今年，我们生产销售了约30吨金佛
山富硒贡米，销售额超过100万元。”说起
价格，金禾米业总经理杨刚喜上眉梢：普
通大米的价格在3元/斤左右，而富硒贡米
的价格最高能卖到20元/斤左右，最低也
能卖到15元/斤。

与普通大米相比，富硒大米具有更高
的经济价值，照理说，在市场上应该有不
少这样的产品，但实际情况却是，目前我
市仅有江津、南川地区在大规模生产富硒
大米。

“可能是因为富硒土地资源开发不够
的原因吧。”杨刚猜测，只有在富硒土地上
生产出来的部分农产品，才具备富硒价
值，如该公司生产富硒贡米的稻谷就来自
兴隆镇金花村、三泉镇窑湾村、大有镇水
源村等的富硒土地。

事实上，重庆的富硒土地资源并不匮
乏。据市规划自然资源局数据显示，目前
我市富硒土地面积为4153平方千米，主
要成片分布在南川、江津一带和黔江、酉
阳、秀山等地区。

“尽管总量不少，分布也较广，但重庆
的富硒产业却没有‘遍地开花’。”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的
富硒产业主要集中在江津和南川，并且在
这两个区县，通过富硒认证的农产品数量
也不多——目前，南川区引导7家企业完
成了9类农产品的富硒认证，还有10类产
品今年才完成认证申报工作。江津有数
千种农产品，但通过富硒认证的农产品仅
有200多个。

消费群体较单一
本地市场尤其需要挖掘

既然硒元素对人体不可或缺，那为何
不多认证一些产品？

金禾米业的案例，或可提供一些答
案。

尽管售价高达20元/斤，但30吨富
硒贡米仅占该公司总产量的5%。为何这
种经济价值高的富硒产品，却不大规模生
产呢？

“富硒贡米主要面向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的消费群体不够广，市场还不够大。”
杨刚在手机上调出的订单数据显示，购买
富硒贡米的消费者大部分来自北京、上
海、广东等经济发达的省市。

江津区环湖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环湖农业”）负责人贺君丽对此感同
身受。该公司生产的富硒柑橘，所销售地

区也是以北上广为主。
“经济发达地区的消费者，购买力更

强，而且关键是对硒的了解和富硒产品的
认知度也更高。”贺君丽认为。

关于富硒贡米20元/斤的价格，杨刚
个人感觉并不算高。“生产富硒贡米的成
本可不低，仅用于生产的原料稻谷，价格
就高达2.5元/斤，加上人工成本和营销成
本，其实利润并不高。”他说，如果将富硒
大米加工成米花糖之类的深加工富硒产
品，附加值会有一定提升。

在市场端，大部分消费者对硒的认识
不足，不愿为其买单；在生产端，初加工富
硒产品附加值不高，因此企业不愿意进行
生产和认证。这两方面原因，制约着我市
富硒产业的发展。

营销应更加多元
延长产业链降低生产成本

为了改变这一现状，生产企业已开始
对富硒产品的营销方式进行改变，从而拓
展市场。同时，部分企业也开始延长富硒
产业链，生产深加工富硒产品，进一步提
升附加值。

12月18日是环湖农业富硒柑橘园开
园的日子，贺君丽却无暇接待前来采摘品
鲜的游客。此时的她正在库房与工人打
包刚摘下的柑橘，几百件装满富硒柑橘的
包装箱已整装待发。

“今年卖出去的富硒柑橘可不止这
些！”贺君丽擦了擦额头的汗，指着园区
的柑橘林说，“这里共有3000多棵柑橘
树，很多果树已经被消费者认领了。”

2017年，贺丽君种植的柑橘通过富硒
认证，产品价格从过去的20元/斤涨至40
元/斤，虽然价格上涨，但市场却缩小了：

“大部分客户觉得价格太贵了。”

为扩大富硒柑橘的消费市场，贺君丽
推出果树认领的营销方式，将每棵富硒柑
橘果树的认领价定为520元，每棵果树每
年保底40斤富硒柑橘。

“这种销售方式虽然会让产品在价格
上有所下降，但降低了人工成本和滞销风
险，利润总体保持不变。”贺君丽介绍，

“目前园区三分之一的果树已被认领，其
中不乏江津本地的普通消费者，“未来，
我们还将开发富硒橙汁等深加工富硒产
品。”

与此同时，不少企业已开始探索生产
深加工富硒产品，通过延伸产业链条摊薄
生产和加工成本。位于江津的宽院子中
餐厅便是其中之一。

白沙镇的玉米鸡、四面山下的笋溪
鱼、贾平镇的黄豆……这些富硒农产品，
经宽院子中餐厅厨师的烹饪后，成为了尖
椒鸡、全鱼宴、津味豆花等美食。“这些富
硒菜品的价格，要比普通的菜品价格高出
10%。”餐厅副总经理王洪飞说。

江津区餐饮商会会长熊晓莉介绍，江
津享有“中国富硒美食之乡”称号，目前该
区已举办七届富硒餐饮大赛，研发出70多
种富硒新菜品。

除富硒菜外，还有一系列深加工富硒
产品已上市，如江津富硒米花糖、“江小
白”富硒蓝梅见、富硒米花糖、富硒米骨、
富硒菊粉等产品。

此外，各区县也在推动富硒产业与文
旅、康养等产业相融合。如南川正加快发
展富硒观光旅游业，开发富硒旅游资源。
江津则将富硒农产品、富硒文化融入江津

“东南西北中”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打造了
15个富硒主题农庄。

凡此种种，均为富硒产业的发展注入
了活力。“十四五”期间，相信在政策加持、
市场扩大、居民收入增加、健康意识提高
等各种因素综合作用下，全市富硒产业将
迎来新的发展。

□本报记者 邹密 苏畅

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之

一。今年是硒元素发现200周年，近年

来我国硒产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重庆硒资源充足，产业发展具备

良好的基础条件。前不久印发的《重

庆市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

划（2021—2025年）》提出，在“十四五”

期间将充分挖掘渝西地区土地富硒优

势，发展高品质特色富硒农业，并围绕

江津、南川、大足等地，培育富硒产业

集群。

但截至目前，我市已成规模的富硒

产业仅集中于江津、南川，其它区县在

富硒产业上的发展相对滞后。另一方

面，全市富硒产品认证数量较少，即使

在富硒产业较为发达的江津，也仅有少

部分农产品通过了富硒认证。

如何将硒资源转化为“硒”望产业，

重庆日报记者进行了调查。

有资源如何长成希望产业

重庆如何做强富硒产业，把丰富的富硒
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市社科院改革
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丁忠兵认为，做强
富硒产业，应把握“技术”“品牌”“认证”三个
关键词。

“发展富硒产业，最核心的方面还是技
术。”丁忠兵表示，富硒产业发展的技术问题
分为两部分：一是在富硒资源的开发利用
上，要依靠先进的监测技术进行富硒资源的
探测、开发和生产，并保障生产出来的富硒

产品的安全性；二是在富硒产品的深加工方
面，要采用先进的生物技术研发出具有高附
加值的生态富硒产品和富硒功能食品。

其次，要注重富硒品牌的打造，特别是
要打造出富硒特色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并
加强品牌发展的规范性和统一性，提升富硒
产品特色农业竞争力。目前，江津打造“一
江津彩”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培育富硒产
业品牌5个、富硒特色品牌40个，南川打造

“金佛山珍”区域公用品牌，扶持壮大一批技

术含量高、市场前景好、竞争力强的富硒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

此外，应加大第三方机构对富硒产品进
行的权威认证力度，提升富硒企业的品牌形
象，提高富硒产品的标准化、优质化、规范
化，保障富硒产品的品质安全。同时也要建
立富硒食品标识体系和富硒食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获得广大消费者的认同，让富硒
产品像有机食品、绿色食品一样便于消费者
放心购买。

重庆社会科学院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研究员丁忠兵：

做强富硒产业要把握三个关键词

专家访谈〉〉〉

金秋时节，南川区东城街道三秀社区富硒大米种植基地金灿灿的稻海，让人看到了丰收的希望。 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江 津 富 硒
名 品“ 卡 拉 卡
拉”太阳橙。

近日，在南川区金禾
米业生产车间，工人正在
查看富硒大米加工情况。

江津区举办各种推广活动，让更多受众了解富硒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