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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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规划》，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的
规划范围包括重庆市中心城区及万州、涪陵等
29个区（县），四川省的成都、自贡、泸州等15个
市，总面积18.5万平方公里，《规划》范围与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范围保持一致。

成渝两地农业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以
耕地和粮食产量为例，两地耕地面积 1.09 亿
亩、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7%，是西部地区农
业生产条件最优、集中连片规模最大的区域
之一。同时，两地耕地复种指数较高，形成了
夏收作物、秋收作物、晚秋作物一年三季的耕
作制度，粮食产量稳定在4500万吨以上，占全
国的6.9%；油料产量达400万吨以上，占全国
的12.4%

《规划》提出构建“一轴三带四区”空间格
局。在定位上，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将
建成全国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全国
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先行区、全国农业农村改
革开放先行区、西部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区。

近年来，重庆形成以柑橘、榨菜、柠檬、生

态畜牧、生态渔业、茶叶、中药材、调味品、特
色水果、特色粮油等十大现代山地特色高效
产业集群。四川则大力发展以川粮油、川猪、
川茶、川菜、川酒、川竹、川果、川药、川牛羊、
川鱼10大优势特色产业。

市农业农村委发展规划处副处长余协中
说，“一轴三带四区”的布局正是对两地优势
特色农业产业发展的综合考虑。同时，在定
位上，农业带根据两地产业优势也有所侧重，
其目的是将沿线、沿江、沿界毗邻地区串联起
来，实现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错位发展。

“现代、高效、特色精准定位了农业带的
发展方向。”余协中举例说，粮油、生猪、柑橘
就是两地的优势特色产业，对此，内江隆昌市
与重庆荣昌区共建的“双昌”合作园，就是立
足粮油和生猪产业打造的现代畜牧业高地。

柑橘方面，川渝毗邻地区（安岳潼南大足
等）围绕优质柠檬产业区优势，联合签署并发
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际柠檬产区联盟
宣言》，实现柠檬全产业链的抱团发展。

如 何 合 作 布局“一轴三带四区”空间格局

虽然优势特色明显，但两地农业高质量
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供给仍处于紧平衡
状态，农产品相对过剩与结构性短缺问题交
替出现，农业产业特而不优等问题突出。”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与农业园区处副处
长孙先勇说。

作为农业带推进的具体抓手，《规划》明
确了7个方面35项重点任务：包括推动农业高
质量发展、强化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拓展农产
品市场、推动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推进长江上
游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
升资源要素保障水平等。

“从这些重点任务来看，可分为两类，一
是国家任务，二是合作事项。”市农科院院长
苟小红介绍，农业带建设首先要承载国家任
务，建设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打造国家重
要的生猪生产基地。

如在建设国家优质粮油保障基地方面，
成渝两地率先探索，在川渝25个重点水稻区
县联合开展优质水稻品种“神9优28”淹水直
播绿色高效种植技术示范。

合作事项方面，则以园区为载体，探索跨
行政区域的农业合作新机制、新模式。

比如，去年6月初，川渝两省市整合、构建
3个跨省农业合作园区，包括达州市开江县和
重庆市梁平区（稻渔园区）、内江市隆昌市和
重庆荣昌区（生猪和粮油园区）、资阳市安岳
县与重庆大足区（粮食和中药材园区），探索
涉农产业合作新模式。

与此同时，两地共同推动特色农业产业
发展外，城乡产业协同发展方面。近日重庆
市大足区、潼南区13个街镇、四川省资阳市乐
至县、安岳县38个乡镇共建美丽巴蜀宜居乡
村示范带先行区，共同打造宜居宜业幸福美
丽乡村“试验田”。

如 何 推 进 以7方面35项重点任务为抓手

“路线图”已定，如何保证推进有序？对
此，《规划》明确系列保障措施，包括健全推进
机制、创新合作模式、强化农业执法保障、加
强督促考核等。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规
划》，农业农村部、四川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将
建立部省市共建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联
席会议机制，每年至少举行一次工作推进联
席会议，研究解决共建相关重大问题。川渝
两省市分管领导牵头，原则上每半年举行一
次协调会议，落实部省市联席会议安排部署。

两地还将共同制定农业带建设年度任务
清单，推进农业带建设事项化、清单化、项目
化、责任化，并将重点任务落实情况纳入年度
考核。“政府做规划，市场唱主角。”该负责人
表示，在创新合作模式方面，两地还将共同组

建农业投资公司，按照市场化运作模式筹集
建设资金，统筹用于区域内重大项目和平台
建设。

余协中称，在园区协同管理方面，目前，
正探索成立由两地区（县）分管领导担任双组
长的合作示范园区联合领导小组，同时组建
合作园区管委会，主抓园区规划和产业发展，
以确保农业带建设推进有序。

“只有打破行政区划的界限和壁垒，协调
两地的资源要素合理配置，共同做大做强产
业，才能发挥农业带的最大效应。”四川省农
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说。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谋大抓小、谋远抓
近的思路，立足干好自己的事，推动抓好合作
的事，切实推动成渝现代高效农业带建设走
深走实。”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

如 何 保 障 建立联席会议机制 制定任务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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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两地日前联合发布《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规划》，本报邀请“三农”问题专
家温铁军独家解读——

建设高质量农业带 农产品优质优价是关键

▲ 2021年
6 月 10 日，梁
平区安胜镇龙
印村，从空中
俯瞰“万石耕
春·千年良田”
水 稻 种 植 基
地 。（资 料 图
片）

特约摄影
刘 辉/视 觉 重
庆

▲ 2021年
10 月 24 日，长
寿区长寿湖，
大洪湖水产公
司的工人正在
捕鱼。

通 讯 员
樊 强 摄/视
觉重庆

▶涪陵区江北街道二渡村村民处理收获的青菜头。（资料图片）
张政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赵伟平

●重庆日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战略，《成渝
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规划》
（以下简称《规划》）的出台，对双
城经济圈建设以及全面推进乡村
振兴，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
有何意义？

温铁军：疫情之下多种矛盾暴
露演化为全球化危机，国际形势趋
于复杂。《规划》的出台对于构建

“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
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结合国家把乡村振兴作为“应对
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的定位，成渝两
地的各类规划都应该配合国家“一带
一路”战略需求，尽可能在国际“永续
农业”等先进概念方面有作为。

建议成渝两地，一是可考虑设立
巴渝立体农业循环经济东南亚示范
区，中南半岛—巴渝乡村发展综合试
验基地，横断山—缅北山地可持续发
展试验区；二是可以通过微生物发酵
床养殖技术示范推广中心，帮助一般
农户发展小型生态化养殖为基础的
立体循环农业，还可以向下推进到缅
甸泰国老挝等中南半岛。

●重庆日报：如何看待《规

划》提出的“一轴三区四带”？

温铁军：历史上川渝本来就是
一家，川渝地域相接、气候相近、农
业主导产业相似，共建农业带有很
多共同之处，但与此同时，在发展上
也有很多不同，比如重庆立足丘陵
山地发展的是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四川则依托成都平原优势，更多
发展的是平原农业。

如果不从国家重大战略出发，
形成对接中央战略重点的规划，则
会沉陷在一般的规划内容里。

《规划》应该强调的基本区情是，
两地的地理条件导致区域差异很大，
农村也是“十里不同风”，确实不可能
用同一套现代化方式来搞同一化。
相反，只有各美其美才能发挥各自的
特点和优势，实现美美与共。

●重庆日报：在《规划》提出

的产业带当中，真正形成全产业
链的少之又少，普遍面临链条短、
体量薄弱的情况，全国叫得响的
品牌也比较少。今后如何做大这
些产业，让其真正成为促进农民
共同富裕的特色产业。

温铁军：川渝农业与东部区域
的比较优势及资源特点不同，横断
山脉输送南方水汽上攻到秦岭蔓延

到大巴山所形成的西部独特气候带
及其多样性浅表地理资源决定的多
元化物种资源，决定了川渝农业不
可能照搬东部地区的经验，只能走
一条多样化的“优质高效”生态化现
代农业的道路。

具体怎么探索？
首先要强调各个产业集群都要

融入美丽乡村才能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获取增值收益。

其次是要强调城乡融合战略及
其要素自由流动促进市民下乡，才
是决定乡村旅游成败的关键因素。

其三要体现“巴渝农耕文化”
特色，抓紧利用大数据，形成数据
库，对不同消费层次的客户做分
类。然后对这部分有投资能力的
客户提供资产包，尽可能考虑引入
中小微企业及中等收入市民等小

规模投资人，吸引他们来创新创
业。形成一个社会共同投资的平
台，才能实现产业层次升级，带动
活化乡村资源要素，也使农民和村
集体通过持有长期性财产收益而
实现共同富裕。

●重庆日报：川渝建成高质

量农业带，如何求同存异，实现合
作共赢？

温铁军：实现优质优价是建设
高质量农业带的关键，不在于传统

“数量型增长”强调的多大面积和多
大产量，而在于特殊气候地理条件
下的特色产业的优质高效如何实现
再定价，当务之急是解决优质不优
价的问题。

▼

拥有独特“熊猫眼”的荣昌猪。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