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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
振兴

力争4年内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链产值超60亿元

建设农业全产业链 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大足区位于渝西川

东，处于成渝相向发展
的战略腹地。近年来，
大足区深度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以
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推进农业“接二连
三”，促进农村一二三产
业融合发展，着力实施
全产业链建设，为实现
农业现代化夯实基础。

去年，全区重点农产
品加工业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43亿元。力争到
2027年，全区重点农产
品加工业产业链综合产
值达到60亿元以上，年
均增长8.5%以上。

大足，取“大丰大足、丰衣足食”之意。
近年来，全区围绕大足黑山羊、稻+、冬菜主
导产业，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加强标准
化原料基地建设改造。

通过推广轮作模式和绿色生产方式，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92.6万亩，产量稳定在
41.8万吨，建设冬菜生产基地 5万亩，中药
材总面积稳定在3万亩，发展桑蔬立体农业
5万亩，发展稻鱼（虾）基地5万亩。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一头连着农业
和农民，一头连着工业和市民，是为耕者谋
利、为食者造福的重要产业，在满足人民群
众美好生活需要、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
富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足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区成立了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
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推进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各项工作。

为了充分发挥农产品加工业“带一促
三”的作用，大足区坚持田间车间互补、龙头
基地互动，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向前延伸带
动农户建设加工专用原料基地，向后延伸建

设物流配送、市场营销服务网络，促进生产、
流通、消费各环节的互联互通。

以大足冬菜为例。区内有主要从事采
收、晾晒、装坛、开坛等产品收购及初加工企
业及作坊 9家，存坛成品 8000余吨；主要从
事产品研发、包装、销售等精加工企业3家，
海天石魂、鼎翔冬菜、宝顶酿造共加工成品
7000余吨/年。

如今，大足冬菜已形成基本涵盖种植、
初加工、精深加工、销售等为一体的产业链，
年种植产值 3000余万元，初加工产值 9000
万元，综合产值4亿余元。

下一步，全区将重点提升农产品精深加
工。比如，依托大安农业园区和智凤食品产
业园区，根据全区国土空间规划，规划建设农
产品加工园区；引导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进
园区，培育壮大宝顶酿造、咏熹、邓鼎计食品
等加工企业，培育一批带动力强的“链主”企
业；鼓励农业龙头企业引进现代加工技术、现
代加工设备和先进管理方法，向精深加工发
展，促进农产品多次加工，实现多次增值。

1月6日，中国·重庆第八届大足黑山羊节暨
2023年大足区迎春惠民消费季活动在大足拉开
序幕。羊王羊后评选、消费券发放、旅游惠民活
动、旅游商品（文创产品）大赛、民间民俗歌舞展
演等系列活动次第举行，不仅释放了消费能力，
更进一步提升了大足黑山羊节的品牌知名度。

近年来，大足区将提高标准化生产水平和
质量安全监管放在突出位置。一方面，引导企
业制定高水平的技术标准、工作标准和管理标
准，支持企业参与产品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制定（修订）。比如，制定《大足黑山羊》
农业行业标准，制定（修订）大足黑山羊系列地
方标准；制定《大足冬菜标准化栽培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另一方面，提高产品质量标准，支持
企业开展先进的质量管理、食品安全控制等体

系认证，推行科学的质量管理方法，提升全
程质量控制能力。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和农业投入品监管体系，加强农
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查力度，确保

农产品质量安全抽检合格率保
持在99%以上。

同时，创新冷链物流经营模式，加快构建农
村电商体系，推行“生产基地+加工企业+商超
销售”“生产基地+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等产销
模式，打造从生产到消费全过程“不断链”的农
产品智慧物流系统。

截至去年底，全区共培育区级农业产业化
龙头企业 144家，其中市级 33家。塑造了一批
竞争力强的知名品牌，比如打造出大足黑山羊
地理标志产品，大足隆平大米、大足菌菇、大足
佛手等一批“足字号”区域公共品牌。积极参与
市场竞争，拓展国际市场。比如，海天石魂品牌
冬菜远销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我国
香港等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 1000余吨，
出口额200余万美元。

下一步，大足区将强化用地保障，加大资金
支持力度，支持重点农产品加工产业链建设。
创新金融服务，协调金融机构和融资担保公司
加大产业链发展融资支持力度。大力招商引
资，坚持全产业链招商，引进一批集仓储和商品
化处理于一体的初加工、精深加工和综合利用
加工企业。 据重庆日报

加强质量建设 塑造知名品牌

黑山羊是大足区代表性农产品品牌。
2003年以来，在西南大学科研人员的指导
下，大足黑山羊开展了大量的保种选育和
产业化发展工作，以及系统研究和先进技
术的推广。如今已成为全国优良地方品
种，是重庆市继荣昌猪之后唯一入选国家
级畜禽遗传资源及其保护“双名录”的地方
保护品种。

据介绍，大足黑山羊去年末存栏18.9万
只，同比增 6.9%，出栏 23.6 万只，同比增
4.9%，存栏种羊6.5万只、新增1万余只。今
年一季度存栏17.1万只、出栏5.6万只，同比
分别增长15.6%、12.6%。

“通过持续 20年开展保种选育和产业
化发展，大足黑山羊年产值超 6亿元，年综
合产值超 10亿元。”大足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大足黑山羊成为了加强科技创新，推动

“产学研推用”一体化的典型代表。
近年来，大足区加快构建科技创新平

台，强化对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创新服
务。比如，加强与市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科
研团队合作，联合西南大学、市畜牧总站、市
畜科院等单位，组建大足黑山羊研究院或大
足黑山羊技术创新中心。充分发挥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西南
大学大足实训基地、市农科院大足分院、市
蚕科院大足分院等科研机构作用，建设科技
创新平台，提高农业科技创新能力，促进农
业高品质发展。

同时，加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建立人
才资源、企业技术难题和技术需求清单，有
针对性地组织开展研发攻关。实施大足黑
山羊遗传改良计划、开展羊肉深加工产品研
发。建设杂交水稻研发育种（含航天品种）、
新品种试验示范基地。开展大足冬菜地方
品种提纯复壮与配套标准化生产技术研究，
推进冬菜收割、晾晒、反复推揉、装坛、精深
加工等工序的机械化应用技术研发。

推动“产学研推用”一体化

打通“田间”到“车间”的全产业链

铁山镇中药材特色种植基地内，村民正在晾白芷。 新渝报记者 欧柚希 摄

金山镇天河村佛手基地。 新渝报记者 熊敏秀 摄

封装好的大足冬菜。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大足黑山羊。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供图

石马镇足韵菌香产业园的菌菇。
新渝报记者 何美林 摄

大足冬菜装坛后发酵。 大足区农业农村委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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