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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提 示

春雨催生，春茶初盛，正是采
茶好时节。

万州区新乡镇治华村聚缘川
秀茶叶基地，整齐的茶树成排成
行，或顺着山势起伏绵延、或绕着
山体盘旋上升，构成一幅壮美的产
业图景。村民们的指尖在茶树上
翻飞腾挪，颗颗嫩芽落入篓中。“我
在这个基地一年至少要挣一两万
元，对我们这些年龄偏大的人来说
很满意了！”村民崔晓祝满脸笑容。

“目前常年在基地务工的有
100多人，其中36人是脱贫户，能
帮助他们稳定增收。”基地管理负
责人何江楠介绍，随着万州“三峡
天丛”公用品牌的打造，茶叶销路
越来越好，这季春茶预计产值有
300多万元，支付村民工资约 150
万元。

这是万州区特色产业升级助
推乡村振兴的一个缩影。产业振
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基础，万州
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
学好用好“两山论”，走深走实“两
化路”，以创新开展的亮山地高效
农业发展成果、亮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成效“双亮”活动为总抓手，发展
百万亩经果林、百万头生态猪，实
现产值“双百亿”总目标，大力推动
了山地高效型农业高质量发展，有
力助推了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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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山东济宁、重庆万州两地全面落实山
东·重庆东西部协作第十六次联席会议精神，结
合产业实际，依托双方优势，围绕“一只鸡”巩固
提升芦花鸡产业链，围绕“一条鱼”创新拓展渔业
产业链，围绕“一味药”衔接深化中医药产业链，
全面提升产业发展质量和竞争力，为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有力支
撑。

万州芦花鸡产业是2018年初在山东济宁
市的帮扶下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万州先后建
成芦花鸡高效山地原生态散养基地、国家级保
种场、芦花鸡西南繁育中心、屠宰冷链仓储中心
及深加工研发中心、销售网点等相关配套实施，
成立重庆市芦花鸡产业联合体，辐射带动四川、
贵州、云南等省发展芦花鸡产业，形成繁育鸡苗
500万只、林下散养10万只、年屠宰 120万
只、深加工50万只芦花鸡能力，建成 1000平
方米的芦花鸡产品精深加工厂，全产业链年总
产值上亿元，成为全国东西部协作典型案例。
今年，万州将继续投入东西部协作资金，新建养
殖示范基地、发展养殖户、拓展营销渠道，支持
芦花鸡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

在渔业产业协作中，两地将万州“中国烤
鱼之乡”的美誉度和微山湖地区渔业发展先进
经验紧密结合，着力打造全新产业链。引进
微山湖特色鱼种四鼻鲤鱼40万尾在万州试养
成功，发展鱼种示范基地280亩；在万州开展稻
鱼综合种养示范推广，目前已在9个镇乡建成
核心示范基地1800亩，辐射带动养殖3010
亩，参与农户达1000余户；两地鱼类加工龙头
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打造“万州烤鱼”品牌，
实行资源共享、技术共创、产品共销、市场共建，
预计将来年产值可达2亿元。

两地把加快中医药产业协同发展作为推进
产业振兴的重要抓手，支持万州中药材协会发
展250亩佛手、三峡农业集团发展200亩金银
花，扶持3家中药材加工车间规范管理，带动全
区150家业主、15000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品种
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济宁
全年销售万州中药材达1500余万元。济宁鲁
抗三叶公司与三峡农业集团公司共同出资3.7
亿元在万州建设重庆三峡中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主要从事三峡库区中药材和柑橘全产业链
开发，合力打造鲁渝协作新品牌，开创鲁渝协作
新模式，目前该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中。

一只鸡 一条鱼 一味药

济宁万州携手
推进产业振兴

青山沃野绘新景
万州区加快特色产业升级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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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区小周镇村民忙着采收柑橘 摄/侯本艳

实施新举措，山地农业强起来

走进万州区长岭镇安溪村万州牧润养殖场生猪
生态养殖基地，一排排低架钢网床上，一头头生猪正
在酣睡，自动喂食管道、步履式刮粪机、降温水帘等
先进的养殖方式让人眼前一亮。让人更感特别的
是，空气中闻不到养殖废弃物的异味。这是万州建
设最早的一家生态猪养殖场，早在2020年9月村集
体和脱贫户就获得了首次分红，赚到的“第一桶金”。

这是万州区践行“一心六型”两化路径，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的生动实践。在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
的主导和推动下，万州谋定了山地高效型农业发展
方向，制定了“双百亿”工程发展目标，即围绕百万亩
经果林、百万头生态猪，着力构建种植、养殖生态循
环全产业链，实现产值各100亿元。

在实施过程中，创新开展以“亮山地高效农业发
展成果、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成效”为主题的乡村振
兴“双亮”集体观摩评比活动，并将评比结果纳入年
度考核。各镇乡和涉农街道展示各自推动山地高效
农业、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亮点，交流学习工作方
法，总结推广工作经验，激发内在发展动力，推动“双
百亿”工程落地见效。

在发展方式上，万州大力推行绿色生产，以在全
市率先提前半年完成禁渔退捕任务为契机，建设稻
鱼综合种养示范基地8000亩；应用捕食螨、杀虫灯
等绿色防控方式，全区绿色防控面积达到91.11万
亩，实施有机肥替代化肥32万亩，使用总量实现连续
5年递减，主要农作物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6.67%，比
全市平均水平高13个百分点；成功创建全国果菜茶
有机肥替代化肥试点县、全国化肥减量增效示范县
和全市唯一全国农作物绿色防控示范区。

经过努力，“百万亩经果林”累计建成91万亩；
“百万头生态猪”养殖项目竣工达产，生猪产能达到
105万头，收获了一份喜人的成绩单。

培育新业态，产业链条长起来

“我们这个养猪场采用了新技术，养殖废弃物都
变成了有机肥，用于村里的经果林施肥，实现了种养
循环，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还带来了经济效益。”在
高梁镇天鹅村养猪场负责人向进的指点下，可以看
到生猪排到网床下的粪便不用水冲，而是通过自动
刮粪器统一收纳到圈舍外，与秸秆、益生菌等深度混
合发酵，制成有机肥。

向进算了一笔账：猪圈不用冲洗，每天节约用水
40多立方米，每月节约电费1万元，减少人工工资2
万余元；有机肥销往附近的茶园、柑橘基地，每年还
能卖50万元以上，产业链条得到了延伸。

仅2021年，全区畜禽养殖企业生产有机肥6万
吨，新增有机肥替代化肥面积12万亩。

而在龙沙镇黄金村，万州区第一个智慧猪场
——重庆牧邦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养殖场内，技
术人员正在进行精准饲喂、环境温控系统、自动查
情、疫病预警等功能调试，预计4月底完工。作为种
猪养殖繁育示范基地，届时将为全区智慧猪场建设
提供样板示范。

养殖场智慧化项目负责人彭飞介绍：“项目由智
慧养殖中台、智慧圈舍建设、养殖粪污资源化利用和
大数据展示中心建设四部分组成，通过物联网、大数
据等技术运用，对生猪生长情况、健康状况等进行实
时监测，实现降本增效，推动全区百万头生态猪项目
发展再上新台阶。”

柱山祖代种猪场已经建成，饲料厂、屠宰厂、有机
肥厂等后续项目正在加快推进，串联起产前、产中、产
后各个环节，一个集生猪繁育、饲料临盆、屠宰加工、

肉类加工、冷链流畅的全产业链集群正在形成。
万州紧扣生态猪、经果林两大主导产业，新建三

峡山地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聚焦良种繁育、疾病
防控、农产品精深加工、山地智能农机及农业全产业
链系统五大关键领域，建成集揭榜攻关、成果推广、
科研交流、人才培养于一体的科研平台，给山地特色
农业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只要动动手指头，就能实时看到生态养猪场内
的画面，还能及时了解到全国生猪市场行情。”在三
峡山地特色农业科技创新中心，大数据平台通过物
联网技术和人工摸查的方式，对全区百万头生态猪
养殖场生产经营进行实地摸查和数据采集，最终输
出全区生态养殖大数据“一张图”，为政府提供数据
和监管平台服务，为生产经营主体提供数据和生产
技术服务，助力形成生态循环全产业链，实现经济效
益和生态效益双赢。

打造新品牌，特色产品俏起来

万州区甘宁镇豪田玫瑰香橙果园，工人将果实
摘下来，装在轨道运输车里，装满一车后自动运送到
果园门口，工人进行分选打包，线上线下进行销售。

“我们的玫瑰香橙已卖了大半，销售情况不错。”
豪田玫瑰香橙果园负责人赵妍熙说，在区农业专家
的指导下，果园通过标准化管理，果子的品质也有所
提高，产量比去年增长了10%左右，因有三峡柑橘国
际交易会的助力，对销售很有信心。

线上交易，线下配送；手指一点，柑橘到家。
当前，2022年三峡柑橘国际交易会仍在火热进

行中。万州会同库区11个区县已连续举办了4届，
并在全市通用“三峡柑橘”品牌。

现在正是玫瑰香橙成熟的时候，万州区克服疫
情、气候、市场等多方面的不利影响，采取符合自身
实际的措施，通过电商促销等方式，千方百计畅通销
售渠道，加快水果销售。截至4月10日，玫瑰香橙总
体销售达2/3以上，全区共12万吨已售8.5万吨，力
争在4月底5月初售完。

万州区的传统产业古红桔，今年也成为产销两
旺的“金果果”。“以前红桔价格低的时候，我差点坚
持不下去，现在品质上去了，价格上去了，今年1月就
全部卖完了。”陈家坝街道向坪社区居民熊远祥近段
时间正在忙着给古红桔树防虫、施肥，干劲十足。

古红桔能再度“走红”，得益于万州区实施的提质
改良系列举措，区农业专家探索出了提质改良方法和
技术标准，并加强对果农的技术培训，确保了优质丰产。

在品牌营销上，万州区从去年开始实施古红桔品
牌营销项目。通过提高红桔收购价格，采取统一收
购、分级包装、统一品牌、市场化营销的运作模式，在
销售端、包装环节实施奖补，以1.8元/斤保底收购使
用有机肥并提质改良的优质红桔，倒逼业主主动提质
改良，重振古红桔辉煌，树立“万州古红桔”品牌形象。

在农业产业品牌打造上，万州区坚持打好“三峡
牌”，全力培育三峡柑橘、三峡天丛、三峡生态猪系列
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创建万州玫瑰香橙中国特色农
产品优势区，万州红桔获评第五批中国重要农业文
化遗产；万州“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发布，成
功进入欧盟等国际市场；万州工夫红茶获评“重庆市
十大优秀茶叶茶品”“重庆市五星冠军红茶”。有效
期内“两品一标”农产品共119个，市级以上农业品牌
达163个，数量居全市第一方阵。

产业转型升级，赋能乡村振兴。万州区通过特
色产业升级，生态种养循环模式基本构建，绿色生产
方式普遍应用，农业品牌效益日益凸显，农业农村经
济持续向好，为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夏荣伟 熊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