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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农业“芯片库”的西部（重
庆）科学城种质创制大科学中心正式启
动运行；4个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通过科
技部综合评估，2个园区获评优秀纳入
优先支持对象……时间刚步入2022
年，重庆农业科技创新领域就捷报频
传。

2021年，重庆农业科技创新凸显
出日益重要的战略地位：推动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发展被写入市委五届十
次全会决议；全市农业科技创新大会提
出以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农
业科技创新绩效考核也被纳入区县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考核中……

2022年，重庆农业科技创新加速
发力，起势强劲。

大城市带大农村
农业科技创新是发展重要板块

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是中央明确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战略定位之一。在大城市带大
农村的重庆，农业科技创新无疑是重要
板块。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认为，改
革开放40多年来，我市农业发展取得
长足进步，一靠党的政策，二靠科技进
步，“农业本身就是高科技行业，涉及生
命科学、遗传学、基因工程、环保技术等
多个学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大趋
势，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创新。”

重庆山区丘陵占98%，1亩以下耕
地占80%以上，地块稀碎分散。耕地
资源限制了外延扩张，重庆农业只能走
内涵式发展道路，靠科技创新提高农业
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农业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动力变革。

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角度来
看，城乡居民饮食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对农产品保供提出了新的要求，“既要
保数量，也要保质量、保多样。”该负责
人介绍，目前全市粮食自给率还不够
高，猪、牛、羊、禽等肉类产品对外依存
度较高，优质产品供给还不够丰富。因
此，提升农产品的品种品质品牌，必须
依靠科技创新来巩固、加强、完善产业
链供应链，打造高质量的供给体系。

整合科研力量
体系、平台、机制一个都不能少

春节临近，蔬菜供应愈发重要，这
可忙坏了市农科院党委办公室主任尹

贤贵。每天一上班，他就在工作群里忙
开了：“刘总，节日供应量增大，你们基
地的蔬菜每天能出多少？”“萝卜、甘蓝
长势如何，有没有病虫害？”……

一位党务工作者，为何如此操心蔬
菜的事？原来，尹贤贵是西南大学蔬菜
学专业博士，长期从事蔬菜研究工作，
目前是我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
队的首席专家。

“团队有66人，成员来自科研院
所、高校、推广部门、龙头企业等，基本
涵盖了科研、教学、生产、推广等各个环
节。这种科技力量的整合，对于解决科
技资源配置‘碎片化’、科技和产业发展

‘两张皮’等问题是有帮助的。”尹贤贵
坦言，去年团队在渝遂绵蔬菜产业带的
种植推广上，在番茄、甘蓝、萝卜的病虫
害防治方面都取得一些成果，凸显出科
研力量整合的意义。

这样的创新团队，全市共有14个，
涉及榨菜、粮油、生猪等全市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主导产业，构成了产业振
兴的崭新创新体系。通过这种方式，我
市自上而下整合了市内涉农高校、科研
院所、农技推广部门、涉农企业等产学
研推人才564名，形成了科技与生产紧
密衔接、优质科技资源与优势产区紧密
对接、国家与地方科研力量上下贯通的
农业发展新格局。

平台方面，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

心、长江上游种质创制科学设施、国家
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
心等一批国字号、区域性、特色化平台
启动建设或投用，为我市搭建起农业科
技创新平台矩阵，将有效解决创新要素
集聚不够、科研基础设施薄弱等问题。

机制方面，我市以市畜科院为突破
口和“试验田”，提出了放活科技人才、
科研机构、科技成果，加快构建国家生
猪技术创新中心市场化法人治理结构、
市场化选人用人、市场化收入分配激
励、市场化成果转化机制等一系列改革
举措，旨在充分激发畜牧科技创新潜
能，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
障。

提升品种品质品牌
粮油重点领域取得技术突破

岁末年初，正值青菜头进入砍收旺
季，行走在“榨菜之乡”涪陵，一片片青
菜头长势良好。“我们研发的‘涪优
928’‘渝直80’已经试验示范成功，均
是有效适应机械化的品种。”渝东南农
科院榨菜研究中心主任范永红充满信
心，“今年新品种的推广运用，有望让农
民受益。”

冬闲时节，满仓稻谷让南川区鸣玉
镇石龙村四社村民蒋必英笑了。她种
的水稻是名为“神9优28”的新品种，

采用淹水直播新技术。关于品种和技
术，她说不清楚，只知道“从播种到收
割，节省了30多天时间，肥料和人工成
本都减少了。”

市农科院研究人员向记者介绍，
“神9优28”具有生育期较短、耐淹水
发芽直播等优点，可有效避开低海拔
地区水稻抽穗灌浆时高温伏旱带来
的危害。同时，生育期较短的优点，
也可有效缓解稻油、稻麦、稻菜轮作
茬口矛盾，提升稻田综合利用率及产
能。

针对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我
市持续强化研发，推动科技与产业发展
深度融合，取得了一批成果：“神9优
28”水稻实现了我市一级优质米零的
突破；“庆油 8 号”油菜含油量达到
51.54%、名列全国前茅；“丘陵山区农
田宜机化改造技术”入选中国农业农村
9大新技术；建成全球最大、国内唯一
的无菌猪培育和转化平台……

质量兴农，农产品生产从增产导
向转向提质导向。市农业农村委科教
处处长叶海燕表示，重庆“十四五”农
业科技创新将把握“突破、融合、重塑、
提升”战略支点，进一步开展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提升农业绿色发展的质量
效益和竞争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强有力的科
技支撑。

搭体系 建平台 创机制 聚人才

重庆农业科技创新加速发力
重庆日报记者 延安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
《重庆市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十四五”规
划》（下称《规划》）近日正式发布，明确
到2025年，我市基本建成西部“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示范区。

据市农业农村委信息化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近年来，重庆通过实施“生
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管理数据
化”“服务在线化”行动，全市农业农村

数字化水平达40.3%，为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奠定基
础。

但与此同时，全市农业农村数字化
面临诸多挑战。如信息化应用程度不
高、基础建设有待强化、数据应用价值
有待提升、人才支撑能力不足等。

为此，《规划》明确提出要以产业数
字化、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
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度融合为主攻

方向， 重点实施农业农村大数据建
设、提升产业智慧化水平、促进经营服
务智能化转型、推动数字农业农村技术
创新应用、打造整合协同的信息化应用
体系五大任务。

到2025年，我市农业农村基础数
据资源采集和汇聚体系基本建成，天空
地一体化农业农村监测网络实现全域
覆盖，重要农产品全产业链大数据基本
形成。力争新建智慧农业试验示范基

地200个，全市农业数字经济增加值达
15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240亿
元，农村互联网普及率达70%以上，农
村综合信息服务站行政村覆盖率达
100%，数字农业农村发展总体水平超
过50%，基本建成西部“智慧农业·数
字乡村”示范区。

此外，《规划》还制定了农业农村大
数据、基础数据资源采集汇聚、农业农
村天空地智慧化监测、单品种全产业链
大数据、智慧农业推广应用、经营数字
化改造、新业态数字化提升、数字农业
农村信息服务、数字农业农村科技创
新、政务信息化建设等10项数字农业
农村建设重点工程。

重庆数字农业农村发展“十四五”规划发布
到2025年基本建成西部“智慧农业·数字乡村”示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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