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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数字果园平台、产地云仓平台、生产可视化数字平台

巫山 大力发展智慧农业平台 壮大村集体经济
早春3月，天气回暖，遍

山的李花、油菜花连片盛开。
春风送来花香，大地披上彩
衣，农民们在地里除草、施肥、
播种……构成了一幅幅生机
盎然的乡村图景。

近年来，巫山坚持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立足“1+3+2”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建设
“三大平台”推动智慧农业发
展，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规
模，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预
计2022年，巫山县粮食总产
量将保持20万吨以上，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力
争达到10%左右。

守好“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食生产
是头等大事，巫山将确保‘应种尽种’，
守好粮食安全。”巫山县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全县今年将进一步扩
大大豆、菜籽等油料生产，完成13.45
万亩油菜籽、5000亩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任务，实现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81.94万亩、产量20.91万吨。
建设高标准农田是巩固和提升粮

食生产能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关
键举措。

近年来，巫山县农业农村委深入
贯彻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结合全县各乡镇耕地潜力和重点
产业分布的实际，先后建成了双龙白
坪、安坪、兴凤、竹贤福坪、石院、庙宇
永安、南溪等多个农旅示范项目区，
到2020年底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
面积达到22.46万亩。计划到2030
年累计新建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37
万亩以上，累计提质改造面积达到9
万亩以上，新建高标准农田注重农田
质量、产出能力、抗灾能力及资源利
用效率。

据介绍，随着全县春耕备耕有序
展开，种子、化肥、农药等农用物资供
应充足，能够满足春耕生产需要。同
时，巫山县农业农村委成立9个指导
服务组分赴各乡镇，驻乡包片开展

“春耕服务100天行动”，在全县20个
乡镇开展粮油单产攻关提升行动，带
动全县粮油平衡增产。

除了粮油，蔬菜和肉蛋等农产品
则直接关乎百姓餐桌的饮食品质。
2021年，巫山种植蔬菜16.84万亩，实
现产量 28.86万吨。今年，巫山将进
一步压实“菜篮子”县长负责制，加强
低山大棚蔬菜、中低山高效蔬菜和高
山错季蔬菜基地建设，确保蔬菜供应

“淡季不淡”。同时，稳定生猪生产，确
保年出栏生猪55万头以上；加大山
羊、肉牛、鸡鸭、淡水鱼等特色养殖，促
进养殖增收。

推动多个智慧农业平台发展

3月14日，走进重庆荣科供应链
科技有限公司的巫山恋橙产地仓，一
筐筐橙子经过多功能分选生产线，最
终封箱分类堆放，等待着发售出货。

“现代农业发展离不开先进的
技术和设备，智慧化将是今后农业
产业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这条柑橘商品化处
理生产线及厂房于今年1月花费约
400万元建成，现在的生产线仅需半
个小时就可以完成1万斤橙子分选
作业，以前的旧设备要花费 2 个小
时。正是看准了巫山脆李、柑橘等
山地特色农产品的市场潜力，公司
还投资约 600 万元，建成了全国首
条脆李商品化加工生产线。据介
绍，预计今年公司将实现800万元-
1000万元的产值。

除了鼓励和帮助企业推动智能
化改造，巫山还持续增强政府服务能
力，通过建设数字果园平台、产地云

仓平台、生产可视化数字平台三大平
台，不断提升全县农业科技化、信息
化水平。

通过数字果园平台“统管”。
2020年8月，“巫山数字果园”启动运
行，实现数字生产、数字经销、数字供
应链、数字管理等信息全部打通共
享。目前，全县上线种植主体1547家
17.48万亩、经销商85家、供应链企业
17家，实现20亩以上生产种植主体
溯源产品上线136个2.85万吨。

通过产地云仓平台“专管”。以
“巫山脆李”产地云仓电子交易中心平
台建设为媒介，以“巫山数字果园”为
核心，汇聚供给与产销“两面市场”信
息，达到市场对接无缝衔接。该平台
荣获2021年重庆市大数据智能化智
慧应用农业十大精选案例。

通过生产可视化数字平台“精
管”。2021年6月，巫山启动建设巫
山脆李（柑橘）生产可视化数字平
台。在24个乡镇安装气象、土壤、水
质监控等物联网传感器节点267个，
录入全县近3年土壤、气象、病虫害
等监测数据0.76万余条，拟用2-3年
时间建立精确平衡施肥、病虫害防治
等算法模型，实现农业种植生产“精
准化”。

“三变”改革助推乡村振兴

作为全县重要的猪肉保供基地，
巫山县明月天兆畜牧科技有限公司于
2019年落户在官渡镇杨林村，2021

年以来已生产仔猪3万余头。
近年来，杨林村积极推进“三变”

改革，扩大招商引资，发展脆李、黄金
梨、柑橘“三色”经济等产业。其中，以
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股份合作
机制，引进重庆浩庆林业开发有限公
司，建立了“三变”改革示范园区，种植
黄金梨600亩，实现了“资源变资产、
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的发展模
式；引入流水养鱼项目投资5000万
元，先期投放鱼苗3.5万尾。

产业兴则乡村兴。据介绍，巫山
坚持以“三变”改革为抓手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目前，全县农村“三变”
改革试点累计达到63个，试点范围扩
大到全县20%的行政村。农村集体
经济不断壮大，2021年全县农村级集
体经济组织经营收入971万元，增幅
达到140.94%。

今年，巫山将通过点面结合、重点
突破的试点探索，推动农村“三变”改
革扩面深化。同时，不断壮大村集体
经济，加强政策支持，力争实现40%
的村集体经济突破3万元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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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田袁旺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蛋鸡产业孵化园出厂的鸡蛋即将实
行分级并更换新包装，成为名副其
实的“巫山鸡蛋”。“普通鸡蛋批发价
平均5元/斤，‘巫山鸡蛋’价格稳定，
批发价可以卖到10元以上。”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

2021年9月，在市畜科院专家指
导下，通过科学饲养、精心调整饲料
配方，“巫山鸡蛋”获得全国名优特
新农产品认证，纳入国家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成为重庆市目前唯一
获此殊荣的大宗畜产品。据国家权
威机构检测，“巫山鸡蛋”多项指标
优于同类产品，其中胆固醇为 274.5
毫克/100 克，低于同类产品 28.7%；
锌为 1.09 毫克/100 克，高于同类产

品22.5%，营养丰富。
为了提升“巫山鸡蛋”产品的知

名度和市场规模，巫山将对“巫山鸡
蛋”品牌实行标准化生产、双标识和
准入制度。在饲料配方、生产技术、
质量标准、包装标识等方面实现统
一管理，同时采用“公共品牌+企业
商标”制度，保证质量监控和生产经
营溯源，对产品和包装质量不合格、
不诚信经营的企业禁止使用“巫山
鸡蛋”品牌。

目前，蛋鸡孵化园已具雏形。
据介绍，园区占地面积 165 亩，新建
蛋鸡圈舍5栋6000余平方米，存栏蛋
鸡18万只。2021年产蛋3000余吨，
产值3000余万元。预计2022年产蛋
5000吨，计划产值1亿元。

“巫山鸡蛋”这样孵化
链接》》

巫山脆李引入国产科技分选技术，让选果更加智能化

金色平南 摄/丁坤虎

推动人才生态提能升级
奋力打造渝东北人才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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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县深入贯彻落实中央人才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市委人才工作会
议部署，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等重大机遇，不断优化人才政
策、鼓励人才流动、做好人才服务，奏
响人才工作“三部曲”。

构建政策体系
弹响人才引领进行曲

完善人才政策，激励人才引领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只有“进行时”，
没有“完成时”。

云阳县坚持立足实际，深入开展
大调研，收集人才“金点子”300余
条，收集人才信息15.4万余条，更新
人才信息库，为制定更加精准、有效
的人才政策提供现实依据。

出台《云阳县打造渝东北人才高
地的实施意见》统揽性文件，聚焦4
项人才提升计划，实施31条工作措
施，为其他配套细则提供遵循。制定
《云阳县加快人才集聚的实施办法》，
从人才引育、平台搭建、完善人才服
务机制等方面提出28条措施，13条
具体实施办法。统一了全县人才标
准，明确了6大人才类别，推出了一
系列人才激励措施。

出台《云阳县支持千亿工业高质
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2021年引进
各类专业技术人才12000余名，助
推全县实现全口径工业产值341.7
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速居渝东北第
二，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居全市第
三。新增国家高新技术企业6家，新
增市级科技型企业79家，实现“新增
创新资源”“新增创业投资项目”两项
指标在渝东北排名第一，全县经济总
量突破500亿元大关。

成功举办两届国际智能产业博
览会云阳分论坛，在“数字+人才+产
业”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产业规模，与
大数据标注企业共同培育产业人才
6000余人，签约大数据智能化产业
项目31.69亿元。

与成都中医药大学、三峡大学、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市中药研究院等
30余所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签订了
人才战略合作协议。新增1家产业
技术研究院、58个研发机构（孵化
器）、4个博士工作室（站），柔性引进

“星期天工程师”“云端工程师”56
名。

下一步，云阳县将以“云阳英才”
为抓手，聚焦绿色消费品、装备制造、
能源电子三大主导产业，配套升级

“1+N”人才政策体系，为人才集聚和
技术创新提供广阔空间和平台。集
聚各类优秀人才及团队来云干事创
业的磁场更加强大，人才效益不断彰
显。

完善开放机制
奏响人才流动交响曲

怎么破除制约人才发展的思想
障碍和制度藩篱，最大限度激发人才
创新创业活力？云阳县积极建立开
放的人才流动机制，坚持“走出去”

“引进来”双向发力，促使人才流动步
入良性循环。

2022年初，本土技能人才“云阳
面工”登上了央视《经济半小时》栏
目。20多万云阳面工已在全国开办
面业加工企业 5.6 万家，年产值超
600亿元，劳务收入近200亿元。本
土技能人才“走出去”撬动大产业，

“云阳面工”劳务输出品牌在全国越
唱越响。

云阳县深入推进“三峡之光”
“西部之光”访问学者和鲁渝协作项
目，通过科研访学、学术交流等方式
支持523名本地人才到市内外进修
学习、挂职锻炼，持续提高本地人才
专业技术能力和学术水平。

同时，云阳县正不断写好人才流
动“后半篇文章”，接续开展“万人返
乡百亿创业”行动计划，为返乡创业
人才在用地住房、税费减免、金融服
务等方面给予扶持，促进更多在外人
才带资金、带技术反哺家乡，建设云
阳。

“感谢家乡给了我实现梦想的机
会。”王铁军通过人才回引来到三峡
云海药业，他带领研发团队与专家学
者联合发表科技论文74篇，发明专利
9项、实用新型专利9项，助推公司年
产值达2亿元以上。类似王铁军的故
事正在云阳不断上演。2022年春节
前后，云阳县回引人才达1400余名，
签订投资项目104个，吸引投资80多
亿元。

接下来，云阳县将联合周边区
县开展人才互认互派、定期交流、科
研攻关等活动，让人才“相互串门”，
实现渝东北人才资源有效整合。充
分发挥高铁带动作用，大力支持人
才共享，让更多人才集聚云阳，惠及
周边，辐射全国。

提升工作合力
唱响人才服务协奏曲

人才需要良好社会环境的滋养、
孕育和成就。云阳县着力构建党委
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相关
部门各司其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
人才工作格局，竭力营造识才爱才用
才容才聚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云阳县2022年初成立人才发展
服务中心，开通人才服务专线，为各
类人才提供政策咨询、联谊交流等服
务，专人专班为23名返云高层次人
才提供了“一对一”全程配套服务。

升级“云阳英才”服务卡。持卡
人不仅能够申请人才公寓、免费使用
县内公共场馆设施、全家游览各大景
区，还能拥有子女入学、医疗保健、休
假疗养等优质服务。

做好人才激励。分级分类出台
安居措施，符合条件的人才可获得

“5年免费安居”，高层次人才将享
受人才公寓、龙缸5A级景区度假房
产权激励。2022年云阳将新投入
使用300套高品质人才公寓，打造
10分钟“人才宜居圈”。

树立人才榜样，讲好人才故
事。整合打造“云阳英才”人才品
牌，定期评选“云阳名师”“云阳名
医”“云阳工匠”等县内优秀人才；设
立“云阳人才日”，建设“云阳人才风
采墙”；全媒体系列报道各领域优秀
人才代表先进事迹，充分展现人才
风采，激发全社会对人才的高度关
注，形成敬才爱才良好局面。

万里长江涌俊杰，天生云阳聚英
才。云阳县将以更高的政治站位、更
强的信心决心、更大的引育力度、更
实的服务举措，推动人才生态提能升
级，为建设全国重要人才高地展现云
阳担当、贡献云阳智慧、体现云阳作
为。

张洋 熊炜 刘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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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