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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态多元化，首先得有扎实的基础支
撑。故而，抓牢种子、耕地这“两个要害”，排
在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建设5大任务之首。

耕地，是重庆推动农业现代化的“基础”
短板。重庆是山城，山地面积占比超过七
成，现有耕地 2805万多亩，“巴掌田”“鸡窝
地”较多。耕地“碎片化”，对农业机械化构
成很大障碍。

对此，重庆提出，到2025年要建成1810万
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202万亩高标准农田。

第二块短板是优质种业的规模化和市
场化问题。目前，重庆有水稻、生猪等种业
科企联合体10个，培育水稻、马铃薯等品种
200多个，良种覆盖率达 96.5%，贡献率超
45%——这一比例刚刚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下一步，《重庆市现代
种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将全面实施，打造
西部种业高地。

“两个要害”是农业的基本盘。肖亚成
认为，重庆在稳住基本盘的基础上，农业要
在“接二连三”上下更大功夫，延展价值链、
用足“含金量”——这就是业态的多元化。

“接二”就是“接”消费品工业，通过农产
品精深加工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连三”
就是“连”服务业，通过乡村休闲游、民宿康
养、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扩大“效益圈”、实现
最大化。

例如江津的消费品工业，居该区五大产
业集群之首，“一桶健康油”“一包调味品”

“一张生态纸”“一瓶文化酒”“一篮富硒菜”
等行业性集合品牌基本形成，2021年全区
规上消费品工业产值450亿元，规上企业数
达135户。

同样，潼南以汇达柠檬等龙头企业为代
表的农产品加工业稳定增长，10万吨药用、食
用柑橘类农产品精深加工项目等有序推进，
成为特色化、精深化现代农业的典范之作。

再看“连三”，秀山（武陵）电商孵化园入
驻数十家年销售额超千万元的电商企业，是
国内首个农村物流品牌和“全国农业电商十
大模式”之一的诞生地，被誉为大山中的“电
商中关村”。今年1—4月，秀山实现农特产
品电商销售额4.23亿元，同比增长15.3%。

垫江则紧扣牡丹、芍药大力发展“花经
济”，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深加工产业
链上，所产花瓣糕点、花籽油、丹皮等销往全

国各地。去年，垫江牡丹吸引游客 200万
人，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6亿元。

这些区县在拓展农业业态的多元化上
作出了有效的探索，取得了较显著的成效。

然而，我们要看到，重庆农业在“接二”
上，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龙头企业数量不多、
体量不大，品牌效应、集群效应不突出。像
浙江省的竹子产业、四川省眉山市的泡菜产
业，从田间到工厂，到销售、到品牌推广，产
业链完整、企业众多，一个“小”产业做到了
百亿元级的规模。

同样，在“连三”上，重庆农业也存在规
模不大、集群偏小、市场化程度不够、品牌效
应不突出等短板。以农文旅融合为例，跟四
川新都、郫都、温江等地的许多项目相比，规
模、市场、品牌、创意、市场主体等方面的差
距不小，项目产值不在一个量级上。

肖亚成分析认为，“接二连三”的短板，
首先是因为重庆地理地貌的特殊性，决定了
各地农业收益不一；但我们也要看到，重庆
在“接二”的规模化、市场化、精深度上，在

“连三”的价值挖掘、创意、融合上做得还远
远不够。

他以渝东北部分区县的柑橘产业举例，
因为当地加工规模小、不成体系，部分会运
到四川眉山等地清洗、分选加工，虽然会产
生每斤约 4分运费，但进行分选加工后，用
当地品牌销售价格可提高0.5元以上。还有
茶叶产业，重庆多以原料、初级产品方式输
往浙江等地，只能吃到价值链的“小头”。

就此，邹於娟建议各地要打好“三色
牌”——

夯实农业生产“本色”。一方面，持续推
动土地连片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田宜
机化改造。另一方面，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
动，牢固树立和率先践行大食物观，利用重
庆生态多样性优势，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
物资源。

擦亮加工延伸“成色”。推动产学研一
体，以精深加工为导向延伸农业链条。

增添服务创新“亮色”。瞄准城乡居民
新消费，实现产业空间新拓展。尤其是疫情
防控期间，户外露营、民宿康养等异军突起，
要加快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从基础
设施完善、服务标准建立、从业人才培养、活
动策划宣传等多点发力。

农业现代化，是推
动乡村振兴的必由之
路。但各个地方发展
农业的自然条件、资源
禀赋、经济基础各有不
同，到底怎么干？国家
将打造一批“样板间”
“示范区”。近日，农业
农村部公示“2022 年
农业现代化示范区创
建名单”，全国100个，
其中，重庆秀山、垫江、
江津、潼南 4 个区县
入围。

这些示范区被赋
予5大创建任务：聚焦
“两个要害”，强化现代
农业基础支撑；聚焦农
业多种功能和乡村多
元价值，做优乡村特色
产业；聚焦产业集聚发
展，打造现代农业园
区载体；聚焦农业生产
“三品一标”，推动农业
全面绿色转型；聚焦
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
融合，推进智慧农业
发展。

对此，西南大学乡
村振兴战略研究院执
行院长、教授肖亚成，
市综合经济研究院农
村发展研究室主任、副
研究员邹於娟接受两
江观察采访时认为，对
重庆来说，最大的特色
是“山地农业”，这5个
“聚焦”可谓重庆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的“施工图”，概括起
来，就要在业态多元
化、要素集聚度、新技
术融合度上下功夫。

跟工业一样，农业现代化要讲求集群
效应、规模效应，走标准化、品牌化、绿色化
的“三化”之路。现代农业园区，是实现这

“三化”的重要载体。
园区的最大优势是承载资金、设备、技

术、人才等各种资源要素的集聚，不仅是研
发、生产，还有物流、销售、服务等环节，都
能在园区形成更为完整的产业链供应链。

例如江津德感工业园，汇聚了中粮粮
油、益海嘉里等多家“中国品牌 500强”和

“中国驰名商标”，成功创建国家新型工业
化食品（粮油加工）产业示范基地；又如潼
南的国家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被国
家发改委纳入乡村产业振兴引领样板，“潼
南柠檬”被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汇
达柠檬等 10个产品成为我国柠檬产业领
军品牌。

肖亚成认为，园区化、集群化要考虑到
产业的整体情况，园区的发展要根据整个
行业的发展来决定。比如生猪，年消费量
基本是固定的，产业园每年要达到多大产

量、生产哪些品类都要“精打细算”，不能盲
目生产、盲目扩大，要有预警机制。

同样，重庆在现代化农业园区的打造
上，存在龙头企业数量不多、产业集群不够
大、价值链挖掘不够深等短板。就此，邹於
娟提出了可概括为“三力”的建议——

提升主体聚合力。完善园区基础设
施，开展“链式招商”，引导科技研发、加工
物流等各类市场主体向园区集聚。推动园
区内资源共享、功能整合、要素交换、企业
联动，着力打造特色优势产业集群。

提升品牌影响力。以标准控质量，推
动土地（圈舍）管理标准化、种植（养殖）模
式标准化、产品储运标准化等，实现农业生
产全过程有标可依、有准可循、质量可控，
建设一批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化基地，
塑造绿色优质农业品牌。

提升增收带动力。发挥园区、农村集
体经济的引导作用，因地制宜、综合推行股
权分红、保底收租、订单生产、就业增收等
多种方式，带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多元业态增效益

为农业插上科技的“翅膀”，以智慧农
业来引领农业现代化。

重庆一些地方的智慧农业项目降低了
成本、提高了效率，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在农业大区南川，大观茶业、嘉蓝悦霖农业
科技和腾春蔬菜专业合作社实施了我市智
慧农业“四大行动”推广应用项目（生产智
能化类），3个智慧农业推广应用项目实施
完毕；全区作物播种面积中应用信息技术
的面积达到48.76万亩。

在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成为农业农
村部批准建设的全国首个、目前唯一的畜
牧单品种国家级大数据服务平台，汇聚了
国内生猪全产业链数据资源。

在巴南区二圣镇，中坪村智慧粮油项
目和集体村智慧梨园项目充分运用物联
网、大数据、云计算、5G+等先进技术，实现
了农业自动化、智能化管理跟踪，成为该区
数字乡村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肖亚成认为，因为重庆属于山地农业
地区，土地“碎片化”导致无法开展大规模
生产，农业机械化和乡村数字化水平、农业
科技进步贡献率亟待提升。

例如农业机械，他建议重庆应向小型
化、便利化、无人化方向发展。再如智能化配
套，虽然水分、肥料等大量元素传感器监测技
术等已很成熟，但智能微量元素监测技术和
手段却较为缺乏，而微量元素对农产品的品

质又起着决定性作用，影响着农产品的价值，
农业科研机构要继续加大这方面的研究。

邹於娟认为，目前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对
农业生产“节本”“增效”的作用尚不明显。究
其原因在于数字技术对农机农艺、经营链
条、生产管理等渗透度还不高，尚未产生多
维融合效应。她建议，重点推动“三个融合”，
用数字技术为农业全链化赋能——

推动数字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围绕
粮猪菜保供产业和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
业，重点提升基于丘陵山区自然条件的智
能监测和环境控制技术，以立体感知与智
能实施为导向加强丘陵山区、设施园艺等
智能农机研发应用。打造一批农机农艺融
合高标准应用基地，促进土地单产效益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

推动数字技术与经营链条融合。加快
集生产、运输、销售于一体的可视化溯源数
字技术研发应用，进一步加强农产品电商
资源汇聚和推动电商网络下沉，以智慧冷
链为重点完善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体系，
全面提升农业经营效率和效能。

推动数字技术与生产管理融合。在试
点中逐步规范信息采集、传输存储、分析处
理、控制作业、信息服务等农业数据标准，
加快主产区域和特色领域的单品种信息技
术集成应用，强化农业数据信息对生产指
导、宏观调控的支撑力。 据两江观察

多产集聚强实力

多维融合提效率

江津德感工业园区，益海嘉里（重庆）粮
油有限公司食用油生产线。万难 摄/视觉重庆

大足区三驱镇铁桥村宜机大足区三驱镇铁桥村宜机
化田块整治示范基地上化田块整治示范基地上，，大型收大型收
割机正在收割水稻割机正在收割水稻。。

新渝报记者新渝报记者 瞿波瞿波 摄摄

垫江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不少市内外游客前往垫江牡丹文化节吸引了不少市内外游客前往。。 向晓秋向晓秋 摄摄//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潼南蔬菜科技示范基地，农民们在科
技大棚内打理蔬菜。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