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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綦江区赶水镇石房村，晾晒的萝卜干与农田相
衬，描绘出一幅乡间“五线谱”。据悉，今年赶水镇围绕种
源端、种植端、加工端、营销端、品牌端全产业链发力，萝
卜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并推出12款草蔸萝卜系列制
品，全年草蔸萝卜综合产值首次突破1亿元，户增收2000
元以上。 綦江日报记者 陈星宇 摄

□ 潼南报记者 徐明鸣

在 2024中国（潼南）柠檬产业高质量发
展大会上，蜜雪冰城发起了“支持柠檬产业高
质量发展公益项目”——计划首批投入 500
万元支持乡村振兴。

近日，记者走访了蜜雪冰城位于潼南的
果园与工厂。“拼多多价”4块钱一杯的柠檬
水背后，是蜜雪冰城在当地农业的深耕和工
业自动化技术的提升。在工厂里，每个柠檬
在分批装箱前都会被拍出 40张照片分辨果
皮和果质、拥有自己的“身份证”。同时不少
回乡创业的“新农人”正在与蜜雪冰城的合作
中成为“农学家”，用更科学高效的方法种植。

订单式农业保障农户收益

田间地头，一批果农穿着蜜雪冰城特制
的采摘服装进行采摘工作。服装呈背带式，
只见果农采摘完毕后，把衣服底下的扣子解
开，就能很方便地将果子倒入筐中。一位正
在采摘的阿姨告诉记者，柠檬收获季时自己
早上 8点就开始过来摘果子，每个月又多了
一份收入。

摘柠檬也有讲究。“我们以前摘柠檬都是
‘一刀切’，不管大果小果都一下子全摘了。
后来雪王农业和我们合作收购我们的柠檬之
后，就教我们分批次采摘。先摘符合雪王农
业收购标准的A级果，让小果在树上继续长，
长到符合标准了再摘。”已经种了 10年柠檬
的向军说。

今年是向军和雪王农业合作的第四年，
第一年雪王农业来采购时，不少人都觉得这
个新来的公司“要求多”，“摘柠檬嘛，摘下来
不就好了，还要分批。”但真合作了就会发现：

“那还是分批摘好。不分批的那些小果子不
符合雪王的标准，卖给别人又不如雪王给的

价格，这边又高又公道。我们都想把柠檬卖
给他们嘛，那就按标准摘，最后一算，这样下
来总产量能提升 5%—10%，收益也能提升
3%—5%。”

老向说，和雪王农业合作是个好事情。
标准透明、价格公开、回款也快，而且现在雪
王农业在推广“订单式农业”。这也是鲜果采
购员小文和他的同事们除了采摘季忙收购，
其他时间也大多都在走访果园的原因之一。
他们要时常去果园里评估柠檬生长情况，根
据农时提醒果农施肥、套袋，还要综合去年的
柠檬价格和今年的收成情况按照雪王农业的
评级标准定价，再跟果农们签订收购合同。

“价格是高于其他收购商的，而且我们还
签了保底收购协议，要是市场价高就按市场
价收购我们的柠檬，要是哪年行情不好市场
价比保底价低，雪王就按照保底价收购。他
们把价格定在那里，我们的收益更大了，种柠
檬也不愁销路了。这 4年，我园子里的柠檬
基本上都是卖给雪王农业了。”老向说，“希望
雪王农业发展越来越好，我们种的柠檬和种
植收益也会越来越好。”

科学种植助力新农人发展新农业

自 2013年作为第一款使用新鲜水果制
作的产品推出以来，冰鲜柠檬水就一直是蜜
雪冰城的畅销常青款产品，仅2023年一年就
售出了超 10亿杯。而这 10亿杯冰鲜柠檬水
使用的一大部分柠檬就来自潼南。

柠檬是世界柠檬三大产地之一，蜜雪冰
城在这里自建柠檬基地，还在这里成立雪王
农业有限公司，实现产销一体化，助力当地柠
檬产业向智慧农业、订单农业、数字农业方向
发展。柠檬特色产业也为年轻人回到家乡创
业提供了足够的信心，为“谁来种地”提供了
解题思路。

2017年，安岳人李智看到了柠檬产业的
前景，在市场驱动和政策号召下，把目光投向
了毗邻的潼南，依靠小小柠檬果开始创业。
但柠檬种植属于周期长、投资大的农业，在管
理上也面临很多难题。李智逐步摸索柠檬种
植门道，钻研柠檬种植技术管理、销售渠道、
工厂运营、引入新的生产技术和设备，一头扎
进了柠檬产业。

但因为缺乏统一的收购标准、柠檬鲜果
市场价格不稳定的问题，李智仍然会面临柠
檬卖不上价，甚至卖出价低于种植成本的问
题。后来，李智和来到潼南的雪王农业建立
了合作，他的柠檬事业也越做越大。

现在李智还同时负责着潼南柏梓镇的柠
檬加工厂。每年十月柠檬采摘季，工厂里最
多时有 500位当地村民同时进行柠檬拆袋、
装箱等工作。今年，工厂里还增加了新的自
动化生产线。“现在我们新购入的这条生产
线，能够承接蜜雪冰城的一些柠檬分选等前
处理工作，拓展了我们的业务范围，增加营
收，而且也增加了就业岗位。”李智介绍说。

全力支持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

在农业科技飞速进步和乡村振兴战略深
入实施的背景下，潼南柠檬产业作为地方特
色优势产业，正承载着推动农业现代化、促进
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使命。去年，
在 2023中国·潼南柠檬产业发展大会上，潼
南区提出了未来要大力实施的潼南柠檬优品
工程、智慧工程、强链工程、品牌工程、畅销工
程、共富工程“六大工程”，旨在加速打造“中
国柠檬第一品牌”。

“雪王农业”深入潼南柠檬主产区，经过
调研，发现潼南柠檬产业基础扎实，但在农机
配备、保鲜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仍有提升空
间。以李智的果园为例，要想让柠檬在生长

过程中“吃得好”“喝得饱”，就必须进行水肥
一体化、无人机喷洒等方面的农资装备改造，
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此外，随着种植规模的
扩大和精细化管理的推进，懂种植、有技术的
产业人才越来越成为掣肘柠檬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原因。

记者了解到，蜜雪冰城为此在今年10月
发起“支持柠檬产业高质量发展公益项目”，
该项目计划首批投入 500万元，将与国内一
流的农业院校合作，支持柠檬科技创新和科
研成果转化，开展柠檬良种培育、保鲜技术研
究、产业人才培养等工作，着力解决共性问
题；除此之外，雪王农业将持续支持潼南柠檬
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品牌建设，开展专业培训、
柠檬基地农机装备升级和智慧管理，提升柠
檬种植大户技术水平、培育新农人，深度参与
乡村产业振兴。

具体来说，项目将联合大型农资装备提
供商，以规模优势降低农资配备成本，联合专
业院校开展保鲜技术研究，拉长柠檬的储存
周期，提高柠檬产业的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
在人才方面，通过“柠檬种植者支持中心”，提
供种植技术课堂，同时搭建“孵化+培训+应
用”转化的机制，培养一批懂技术、会管理的
职业化柠檬产业人才；在组织方面，将加强合
作社建设，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在环保方
面，将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环保技术，促进柠檬
产业的绿色发展。

这一项目方案的实施，将为当地柠檬产
业的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它不仅有助于提升
潼南柠檬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更将带动农民
增收，推动柠檬产业实现可持续发展。

小小的柠檬，还大有可为。

□ 大渡口报记者 廖雅尘

“‘知识产权+金融’的方式，不仅降低了
公司的融资成本，还盘活了知识产权资产，让

‘知本’变‘资本’、‘知产’变‘红利’，以全新的
路径方法提升了专利商业价值，为企业创新
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近日，中冶建工集团
有限公司（简称中冶建工）相关负责人对大渡
口区推出的“义渡优质贷”赞叹道。

作为一家集投资与建设于一身的综合性
企业集团，同时也是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佼
佼者，2024年8月21日，在大渡口区市场监管
局的精心指导下，中冶建工凭借10项专利的
质押，成功从农业银行获得了高达2000万元
的“义渡优质贷”贷款，并额外享受了政府的补
贴与优惠政策，助力企业进一步创新发展。

同样，这一创新融资模式也赢得了重庆井
谷元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井谷元”）的点

赞。作为大渡口区率先引入的智能化、自动化
重庆小面生产企业，井谷元在发展过程中曾面
临资金需求的挑战。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工
作人员了解到需求后，迅速与重庆三峡银行取
得联系，上门解读“义渡优质贷”政策，最终帮助
井谷元凭借2项专利成功获得200万元的授信
额度。这也是重庆市首家重庆小面企业以“以
质为信”，获得首笔“义渡优质贷”贷款。

“相较于其他融资产品，‘义渡优质贷’不
但额度高，其贷款成本也更为亲民，真正实现
了降本增效。”井谷元相关负责人表示，这笔
资金将被精准投入到生产技术升级、管理流
程优化等关键环节，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
了坚实基础。

中冶建工与井谷元的成功案例，仅仅是
大渡口区“义渡优质贷”金融产品精准服务企
业的一个生动写照。

为破解企业在加强技术研发、标准创新、

质量提升和品牌创建中的融资难题，2024年
8月，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区金融发展中心
联合印发《“义渡优质贷”业务实施方案》，创
新推出了“义渡优质贷”。

据介绍，“义渡优质贷”是“以质为信”，为
具有质量能力、质量管理、质量品牌等质量信
誉要素的企业提供融资授信的一种金融产
品，是“质量+金融”协同助力企业质量标准品
牌等“软实力”转化为贷款授信“硬实惠”的创
新举措，也是大渡口区全面落实质量强国建
设纲要、质量强市建设决策部署的有力措施。

“义渡优质贷”融资对象涵盖各级政府质
量奖获奖企业、品牌企业，参与制定国际、国
家、行业标准企业，通过质量认证、绿色产品
等认证企业，认定为首台套、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全面推行首席质量官制度等优质
企业和经区金融发展中心认定审核的符合

“诚信贷”规定的中小微企业。

目前，全区拥有5家政府质量奖企业，专
精特新企业86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
11家，市级知识产权优势企业18家，万人发明
专利拥有量29.91件，有效发明专利1308件。

为推动“义渡优质贷”在全区全面开花，
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与重庆三峡银行、农村
商业银行、工商银行、重庆银行等8家银行机
构通力合作，创新“质量+金融”服务模式，指
导银行面向取得质量明显成效的企业，为其
提供利率优惠、优先受理审批放款等专属服
务。同时，开展精准有效的宣传推介，走访企
业了解融资需求，向银行推送质量融资增信
要素企业名单，有效搭建“银企对接”平台，实
现了银企“双向奔赴”。

据介绍，“义渡优质贷”实施以来，各银行
已累计与16家企业签署合同，累计授信9720
万元，有效帮助企业缓解资金压力并转化高
质量发展。

潼南：小小柠檬果 推动大发展
蜜雪冰城打造柠檬共富产业链

大渡口：“义渡优质贷”为16家企业授信9720万元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万州太安镇的茶乡生产车间，只
见工人们正忙着制作秋茶。“2024年我们的茶叶已经出
口三车到欧盟市场了，这是最后一批茶叶，有30吨左右，
我们准备加工成末茶出口。”茶园负责人谭坤林介绍。

万州地处重庆市东北部，是茶叶发展的优势区域之
一。据了解，全区现有茶园6.6万亩，其中投产茶园5.3万
亩。多年来，茶园大都只做春季名优茶，夏秋茶的产量虽
高，但却一直被当成“废叶”修剪，产值不高。近年来，万
州充分利用丘陵山地的茶园，以生态环境好、茶园无污染
的资源优势，打造绿色有机茶园，专注于夏秋茶出口，力
争转型升级，延长产业链。

作为万州区首家生产出口茶的企业，重庆玖凤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从2016年开始与湖南省茶业集团合作，通
过茶园推广“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有机肥增量替代”技
术，2019年正式获得欧盟、美国有机产品认证证书，截至
目前，绿茶出口量超过3000吨。

“我们出口的主要是夏秋茶。如果每年只采一季春茶
的话，每亩地产值也就1万元左右，加上夏秋茶则可达2.8
万元以上。”谭坤林说，如今通过发展夏秋茶，一年可采收
茶叶4到5次，茶叶生产时节从每年4月一直延续至11月。

在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带动下，重庆市渝鸟
林业有限公司、渝云峡川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硕伦农
业有限公司等茶企也先后与湖南省茶业集团签订出口茶
生产订单，年生产出口绿茶、白茶400多吨，乌龙茶等其他
茶类100多吨，进一步提高了万州夏秋茶综合利用效率。

对于茶农而言，夏秋茶的采摘又让他们多了一条增收
途径。2024年，万州区经济作物发展中心依托重庆贡悦农
业科技有限公司在孙家镇天宝村开展茶叶高效生产技术试
验示范，由企业在春茶结束后统一购买、发放复合肥给天宝
村茶农，指导茶农施肥、修剪，提高夏秋茶管护效率。并与
当地茶农签订鲜叶采收订单协议。通过“茶叶企业+茶农+
基地”联农带农方式，带动孙家镇茶农多采夏秋茶。

“2024年，企业累计收购天宝村及周边茶农夏秋茶
鲜叶超过 20吨，比 2023年增加 230%以上。”孙家镇党委
书记孙定国介绍，孙家镇春茶的产值每亩大概 3000元，
如果加上夏秋茶的采收加工，全镇一年的茶叶亩产值可
以达到一万元左右。曾无人问津的“废叶”摇身一变成为
出口创汇的“香饽饽”，既充分提高茶资源利用率，也带动
了茶企茶农再增收。 据万州时报

万州

夏秋茶走出国门

綦江

乡间“五线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