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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法宝，
看着村里闲置资产重新被盘活，水
口镇大滩村村民对此感受真切。

大滩村距离铜梁城区6公里，
有2000多人。近年来，在乡村振
兴工作中，大滩村引进鹿享家科技
有限公司，通过“村集体+企业+农
户”的方式，将村集体所有闲置房
屋合作建立起扶贫车间，不仅解决
了群众就近就业，还壮大了村级集
体经济。不仅如此，大滩村立足
400亩大滩村水库资源，村集体通
过成立公司发展淡水养殖的同时，
将沿线打造成集观景、就餐、垂钓、
采摘于一体的农旅融合项目，集体
经济不仅得到壮大，每年还带动周
边农民销售农产品销售 10万余
元。

“‘三变’改革激活了人、地、钱
等资源要素，实现‘产业连体’‘股
权连心’，对促进农民增收、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意义重大。”铜梁区农业农村委
相关负责人说，铜梁在6个镇开展
奖励村干部发展集体经济试点，并
逐步向全区推开，让更多农民享受
改革带来的红利——数据显示，开
展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56个，
占行政村比例达到20%以上，其中
整镇推进 3 个。财政补助资金
4594.27万元，实施股权化改革项
目87个，4114户农户参与持股分
红。

与此同时，为壮大集体经济消
除“空壳村”，铜梁每年整合6000
万余元资金发展集体经济，并通过
实施“带头人”“年轻人”建设，累计
动态回引本土人才850名，28名走
上村集体经济负责人岗位，102名
担纲集体经济项目发展。

此外，为进一步做大村级集体
经济蛋糕，铜梁还通过龙裕公司，
设立5亿元城乡融合发展基金，重
点用于整合提升集体经济产业，实
施品种、技术、包装、加工、品牌、销
售“六统一”。

比如，龙裕公司依托屠宰园
区，以订单饲养方式，发展优质畜
禽养殖产业，现已在10个镇街的
12个养殖专业合作社开展了标准
化养殖，有效带动当地近3000名
群众就业增收。“预计屠宰园区今
年将提供500万只烤鸭胚饲养订
单，为当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养殖专
业合作社增加收入约2500万元。
未来每年还将稳定提供1000万只
家禽饲养订单，预计年产值约5亿
元，养殖专业合作社增收约5000
万元。”该负责人说。

目前，在龙裕公司的带动下，
铜梁已联合集体经济发展优质水
稻5万亩、通过500亩莲藕种藕场
带动10万亩莲藕基地建设、建设
标准化畜禽屠宰园区提供1000万
只家禽饲养订单，为发展壮大村级
集体经济全面消除“空壳村”做出
重要探索。

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如今，全区共梳理“三农”
重点项目112个，其中产业项目67
个。下一步，铜梁将以项目为抓
手，项目化、清单化推进各项工作，
不断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将集体所有制的体制优势发挥出
来，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农民农
村共同富裕的强大动力。

2月28日，全市春季农业生产

暨集体经济组织发展促进现场会将

在铜梁区召开，这既是对铜梁“三

农”工作的肯定，更是对铜梁扎实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鞭策。

近年来，铜梁区认真贯彻落实

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围绕“守底

线、调结构、促增收”，坚决稳住农业

基本盘，扎实做好“三农”工作。

数据显示，仅去年，铜梁实现农

业总产值98.1亿元、增长9.8%，实

现农业增加值 65.4 亿元、增长

10.7%，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23303元、增长10.3%，为全区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开好局、起好

步奠定了基础。

去年底，铜梁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顺利通过科技部评估验收，
被认定为第八批国家农业科技
园区，这标志着铜梁又引来了一
块“国字号”招牌，更是为当地农
业产业的提质升级植入了智慧
的因子。

雨水时节，走进太平镇垣楼
村牧堂纯农业科技园，眼前的鱼
菜共生农业黑科技吸引大家目
光。养鱼不换水，种菜不用土和
肥，在占地 5亩多的温室大棚
里，鱼池中的水过滤后作为“营
养液”提供给蔬菜，被蔬菜吸收
过滤后的“清泉”又流回鱼池供
鱼生长。

农业科技园管理人员夏艾
玲介绍，鱼菜共生将养殖与栽培
两种原本不同的技术通过巧妙的
设计实现协同共生，打造出“一水
双收”的效果，而且鱼菜共生过滤
后清理出来的鱼粪、积肥等副产
品成为菜地的有机肥，这样一来，
不仅能收获绿色新鲜的蔬菜，还
能养殖出高品质的淡水鱼。

让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牧堂纯农业只是铜梁农业产业
调结构的一个缩影。目前，通过
科技赋能，铜梁发展大棚、喷滴
灌等设施农业5.5万亩，建成国
家级市级蔬菜标准园22个、标
准化畜禽养殖场84家、水产健
康养殖示范场15家、智慧农业
示范点5个、国家级星创天地1
个、农业科技科技平台11个，为
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
业品质奠定基础。

“通过农业供给侧结构性调
整，目前，全区农业已形成了以
优质粮油、绿色蔬菜、特色林果、
生态渔业为主导产业，配套发展
休闲农业的模式。”铜梁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在延长农业产业链方
面，铜梁区围绕主导产业，积极引
进培育链条产业，逐渐形成了种
苗培育繁殖—种植养殖业—农产
品加工生产—仓储物流—经营销
售全链条产业集群。同时，坚持
农文商体旅融合发展，做优乡村
产业，促进农业“接二连三”。

比如，在龙裕公司的助力
下，按照“农业先行、示范引领、
片区跟进”的发展理念，依托小北
海周边镇街发展农文体商旅试验
示范区。同时，建设现代农业示
范基地、科研基地、儿童青少年研
学基地等，有效形成“产学研”一
体的现代农业发展格局。

在提升农业价值链方面，铜

梁深化培育壮大特色农产品，打
造铜梁特色农产品区域品牌产
业链。以“铜梁莲藕”品牌为例，
龙裕公司通过与武汉水生蔬菜
研究所进行合作，选择3-5个适
宜当地种植的优质莲藕品种，在
土桥镇、福果镇选址建设500亩
莲藕种藕场，促进品种的研发与
推广，并积极引进莲藕加工企
业，不断推进藕汁、荷叶茶等系
列莲藕产品的开发及深加工，以
提高产品附加值。

如今，通过规模化、品牌化、
标准化、融合化的全产业链发
展，全区累计认证“两品一标”农
产品280个，培育铜梁莲藕、铜
梁米等区域公共品牌，获评全国
名特优新农产品5个、重庆市名
牌农产品21个，成功创建国家
农产品质量安全区，入选全国

“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
程首批试点区县。

守底线
扛起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保供重任

调结构
科技赋能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

促增收
做大集体经济蛋糕带动农民共同富裕

农村“三变”改革试点村
56个，其中整镇推进 3个，
财政补助资金实施股权

化改革项目 87 个 ，资金共计
4594.27万元，4114户农户参与持股
分红。

培育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
企业 57家，建成市级农产
品加工示范园1个、市级农

产品加工示范企业 9家，全国乡村
旅游重点镇 1个、重点村 1个，重庆
市乡村旅游重点村 3个，成功创建
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粮食播种面积82.9万
亩、产量 35.5 万吨，粮
食种植面积和产量

均实现增长，生猪出栏47.1万头、
家禽出栏 1733万羽，累计建设高
标准农田 51.2 万亩、盘活利用闲
置土地5万亩。

农业总产值98.1亿元

增长9.8%
农村常住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23303元

增长10.3%

发展大棚、喷滴灌等设
施农业 5.5 万亩，建成国
家级市级蔬菜标准园 22

个、标准化畜禽养殖场 84家、水产
健康养殖示范场15家、智慧农业示
范点 5个、国家级星创天地 1个、农
业科技科技平台 11个，成功创建国家
农业科技园区。

数读2021年铜梁
“三农”发展成效

优质粮油种植基地

铜梁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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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抓好“三个关键”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守底线 调结构 促增收

高楼镇国家蔬菜标准园

人勤春来早，春耕备耕忙。
走进铜梁区土桥镇高垭村稻油
种植基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映
入眼帘，美不胜收。这是高垭村
发展的稻油轮作示范片，高垭村
的农民们正在旁边的水田忙着
做育秧的前期准备工作。“要是
不抓紧，误了农时全年都没收
成。”当地的一户种粮大户说。

高垭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调动大家种粮积极性，2018年，
村里党员干部号召在家的农民，
通过村集体盘活闲置土地种植
水稻增收。仅去年，高垭村新发
展优质水稻700亩，水稻种植面
积达到1500余亩，不仅保证了
粮食有效供给，农民腰包也鼓了
起来。更值得高兴的是，合作社
在发展优质水稻种植的基础上，
积极发展稻油轮作、稻米精深加
工，延伸产业链条，提升种植效
益。同时，村集体通过开展水稻
统防统治、机械化收割等社会化

服务，去年村集体实现服务收入
43.9万元。

食为政首，谷为民命。除了
种粮大户抓紧抓好粮食生产外，
去年，区属重点国有企业重庆龙
裕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下称

“龙裕公司”）与中国水稻研究
所、重庆市农科院展开合作，建
立了水稻品种新技术的试验示
范基地，为确保粮食稳产打下基
础。

铜梁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为坚决守住守好粮食
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的底线，
全区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
责，承办了成渝地区淹水直播绿
色高效种植技术现场培训会，仅
去年全区粮食播种面积82.9万
亩、产量35.5万吨，粮食种植面
积和产量均实现增长。

在重要农产品保供方面，铜
梁压紧压实责任、层层传导压
力，坚决把拎好“菜篮子”、端稳

“肉盘子”作为头等大事，确保市
民餐桌安全。畜禽养殖方面，在
龙裕公司的支持下，铜梁区标准
化畜禽集中屠宰园区加快建
设。““预计整个项目建成后，年
屠宰禽类超6000万只，猪60万
头，牛20万头，羊30万只，有望
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屠宰
种类最齐全、标准化程度最高的
畜禽集中屠宰园区。”龙裕公司
相关负责人说。

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下，
如今，铜梁已建成20万亩标准
化蔬菜基地、5个万亩蔬菜基地
片、全市最大工厂化芽苗菜基
地，每年可为主城和周边城市供
给蔬菜40万吨以上。建成全市
首家7层楼智能化养猪工厂，仅
去年铜梁生猪出栏47.1万头、家
禽出栏1733万羽。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根基，对
于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极端重要
性。如何守住守好耕地保护底
线，牢牢把住粮食安全主动权？
铜梁在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
严格管控“非粮化”的基础上，还
采取了一个重要措施：大力推进
闲置土地复耕复种。同时，结合
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宜机化整
治等，千方百计改善农田基础设
施，提高农作物耕种收效率。截
至目前，铜梁已累计建设高标准
农田51.2万亩、盘活利用闲置土
地5万亩。

“三变”改革分红现场

兔管家养殖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