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守牢任务底线 提质特色产业

渝北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先行示范区建设
春暖花开，渝北的山峦田

间铺满希望的色彩。在兴隆
镇，“安的童话森林”的多彩花
卉悄然绽放；在大盛镇，青龙村
的果林之上，植保无人机正喷
洒营养液；在木耳镇，纵横交错
的田坎仿佛五线谱，奏响了一
曲春耕的协奏曲。

锚定乡村振兴的总体目
标，2022年，渝北区紧盯建设
“四个大区”、打造“标杆城区”
的发展目标，牢牢把握稳住农
业基本盘总要求，坚持稳中求
进工作总基调，坚决守住确保
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
耕地保护、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三条底线，扎实抓好乡村发展、
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三个重点，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先行示范
区建设中促进农业稳产增产、
农民稳步增收、农村稳定安宁。

守牢底线稳基础
着力办好“田间事”

仓廪实，天下安。粮食问题，不仅
关系民生、经济，更事关发展全局，意
义重大。如何稳住农业基本盘、守好

“三农”基础？拥有1200多平方公里

广袤农村的渝北，早已将答案写在春
天的田野。

“临近春分，重庆迎来连续的艳阳
天，正是开展田间管护工作的利好时
机。”渝北区农业农村委的农技专家郑
贵先在石船镇葛口村蔬菜基地为村民

“送教学、送技术、送服务”，指导村民
科学施肥、灌溉及病虫害防治。

藏粮于地，也要藏粮于技。伴着
春耕集结号的吹响，一批批肥料、农

药、农膜等农事生产必备物资被运往
镇村，一个个农技人员走村入户，将技
术与服务带到田间地头。2022年一
季度，全区预计实现第一产业增加值
8.32亿元、同比增长4%，农产品加工
业产值27亿元、同比增长5.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把确保
重要农产品特别是粮食供给作为首要
任务。为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
供给，渝北严格贯彻落实粮食安全党
政同责、“菜篮子”行政首长负责制，并
成立专门领导小组，组成区、镇街、村

“三级书记”合力抓乡村振兴，结合“周
通报、月总结、季排位、年考核”工作机
制，严格责任制考核，确保完成2022
年粮食播种面积31万亩、产量11万
吨，蔬菜播种面积20.3万亩、产量29.9
万吨，全年生猪出栏量6万头的农产
品稳产保供任务书。

保障粮食安全，既要守底线还要
有成色。“鸡窝地”“巴掌田”，西南丘陵
地形是制约渝北区农业农村发展的重
要因素。

在全面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
严守耕地红线的前提下，渝北区以高
标准农田建设暨宜机化改造为引领，
致力破题闲置地耕种困局。大力发展

设施农业，因地制宜发展大棚、自动化
生产等农业设施，加大力度推进中低
产田改造，推动集约化、生态化发展，
以科技新动能提高耕地质量，向土地
要质量求效益。2022年，渝北区计划
建成高标准农田6.5万亩，丘陵山区土
地宜机化改造1000亩，新建6万平方
米智能化温室大棚。

此外，为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底线，渝北区持续派强用好驻镇
工作队和驻村第一书记，建强基层队
伍；以完善精准监测和精准帮扶机制、
联农带农机制、特色种养业提升行动等
有效举措，持续促进脱贫人口增收。

提质产业促升级
奋力建设“农高区”

当“智慧”走进乡村，会带来怎样
的改变？

农业遥感、AI识别、数据挖掘、智
能农机，在信息技术赋能下，全国首个
丘陵地区无人果园在大盛镇青龙村建
成；内外循环风机、湿度水帘、喷洒系
统、遥控遮阳帘，兴隆镇智能化育苗大
棚的植物迎来极佳的生长环境……

以科技创新作为耕地资源禀赋、

自然生产条件限制的破题“钥匙”，是
渝北强化农业科技支撑的一个缩影。
立足于强劲的科技动能基础，渝北聚
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着力在产
业发展、产业融合等方面增优势、下功
夫，全面启动“3+6+1”现代农业产业
体系建设，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
链，推动农业产业发展规模上档、质量
升级。

强化科技支撑，是渝北致力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一条主线。目前，渝北
区已启动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
区核心区建设，以平台搭建为驱动，提
速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示范基地、现代
农业科技创新孵化中心等科创平台；
以创新资源为要素，聚焦种子孵化、种
苗培育、示范种植等技术研发和推广
应用；不断增强科技创新引领力、支撑
力、带动力，持续为乡村产业发展赋
能，力争今年通过科技部专家组现场
考察并报国务院审批，纳入第三批国
家农高区建设名单。

聚焦产业体系，推进规模上档。
渝北围绕现代设施农业、都市体验农
业、临空高效农业三大方向精准发力，
打造优质水果、绿色蔬菜、高端花卉、
道地药材、生态渔业、特色兔业六大品
牌。2022年计划改造提升4000亩老
果园，扩建4.25万平方米食用菌产业
基地，新建中药材种苗繁育中心、扩建
炼苗棚2万平方米、发展2000亩中药
材，推进1000亩池塘标准化改造，建
设现代标准化兔舍6000平方米。

瞄准产业融合，促进效益递增。
渝北区以农产品品牌共建共享为纽
带，全力抓好农产品“管”和“销”，打通
销路、做优品牌，计划新增“两品一标”
等产品20个，大力推广“花果渝北”区
域公用品牌，真正让渝北的农产品叫
得响、销得好，实现乡村产业链附加值
提升。同时，依托主城近郊优势，做好

“农业+”文章，以度假区、古镇、田园
综合体、特色小镇等基础建设为支撑
点，加快发展观光体验、科普教育、农
耕怀旧、生态康养等多形态休闲体验
农业，推动农业“接二连三”增优势。

扮靓“颜值”，打造美
丽宜居乡村

2022年，渝北将围绕人居环境
整治提升持续发力，计划新改造农
村户厕352户，改建9个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新建成9个农村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村；扎实推进“百
村宜居”计划、美丽巴蜀宜居乡村
建设，建设古路范家院子等9个居
民新村，打造美丽宜居乡村20个、
绿色示范村10个。

涵养“气质”，建成全
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
示范区

2022年，持续深化“四张清单”
制度、“情理堂”矛盾调解品牌、“民
情茶室”自治模式等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社会治理模式，力争新探索总
结一批务实管用、可复制可推广的
乡村治理模式；加强农村精神文明
建设，开展“梦想课堂”“家风润万
家”等品牌活动；如期优质完成全
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135”试点示
范任务。

强化“链接”，让农户
分享全产业链增值收益

2022年，持续推动土地制度、
扶贫资产确权、“三社”融合发展、
水利、林业等改革有机结合，盘活
农村闲置资金、土地、房屋、水面、
森林等资源资产，探索“三变”+新
模式，采取“保底收益+按股分红”
等方式，让农户分享全产业链增值
收益；计划全年新增2个全域推进
镇，试点村扩展至55%的行政村，
确保2022年实现集体经济经营收
益9000万元以上。

看点》》

122022年4月6日 星期三
责编 胡东强 盛志信
美编 包东尼

栏目主办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日报

大盛镇青龙村

洛碛镇桃韵天池 贺雪娇 刘钦 黄伟
图片由渝北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