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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时节，綦江赶水镇石房村迎来甜蜜收获。在满
目翠绿的桃园里，圆润饱满的桃子与绿叶相映成趣，棵棵
桃树挂满硕果，令人垂涎欲滴。游客们穿梭其间，体验采
摘乐趣，欢声笑语与果香交织。

“我是通过抖音团购过来的，品尝之后感觉味道很不
错，准备多采摘些带回家，分享给亲朋好友。”游客陈磊品
尝着香甜的桃子，流露出不虚此行的喜悦。

桃园业主李文强夫妇在人群中忙碌穿梭，一会儿耐心
引导游客采摘成熟的果实，一会儿快速为游客备好采摘
袋，一会儿又仔细地为采摘的桃子称重结算，满脸笑意。

近年来，石房村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坚持
“农旅融合”发展理念，积极引进业主发展生态产业。如
今，500余亩蓝桃、黄桃、蟠桃在这片土地上茁壮成长，不
仅扮靓了乡村，更为村民拓宽了增收道路。

笔者了解到，自桃园建设投产以来，便成为当地村民
的“就业小站”。村里的低保户、困难户优先获得务工机
会，10多个就业岗位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增收，人
均日收入近百元。而桃子成熟季，桃园更是热闹。村民
们自发将自家的土特产拿到园里售卖；桃园周边的农家
乐也迎来“高光时刻”，生意红火。

“今天开园，农家乐接待了 200多名游客用餐，接下
来一个多月预订的游客也不少。”村民周仁群的农家乐紧
邻桃园，每逢采摘旺季，食客盈门。她还精心准备了当地
特色豆腐乳、萝卜干等农产品供游客选购，希望借此让更
多人领略赶水镇土特产的魅力。

“每年我都来桃园帮忙，因为离家近，所以不会耽误
家里的事情，每年还能额外有一笔不错的收入，我很开
心。”村民张元旭已在果园干活两年。说起桃园给村民带
来的好处，心里乐开了花。

桃子是赶水镇发展特色产业的一个缩影。近年来，
该镇在做强草蔸萝卜、官田黑猪两大主导产业的同时，还
大力发展桃子、西瓜、李子等特色水果产业。每逢夏秋季
节，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观光采摘，不仅带动了群众持续增
收，也绘就了一幅产业兴、乡村美、群众富的丰收画卷。

未来，赶水镇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做大做强特色产
业，持续开展系列农旅活动，以产促旅、以旅富民，为乡村
振兴注入发展活力。

仲夏时节，乘坐渝厦高铁进入南川，目之
所及，是波澜壮阔的山水田园，是蓬勃生机的
现代农业新气象。

抢抓高铁通车机遇，南川紧扣“渝东生态
新城”定位，分别打造北部市郊特色农业聚集
区、南部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探索“观
光农业、城郊农村、新型农民”“三农”发展新
路，完善乡村振兴投入机制，深挖山地资源禀
赋，重塑农业产业链条、空间格局与发展动
能，一场集科技、品牌于一体的现代农业实
践，绘出乡村振兴的壮丽图景。

优化空间布局
绘就农业发展新图景

高铁开通为拓展城市空间提供了重要机
遇，也为现代农业空间布局重塑打开了新
局。南川立足区位优势和资源禀赋，科学谋
划农业发展空间，推动产业与生态、旅游、城
市有机融合，明确了“北部以农促旅、南部以
旅促农”的农业发展、文旅融合工作布局和发
展思路。

北部乡镇依托毗邻主城优势，主打设施
农业、休闲农业，以农业及地域特色吸引中心
城区游客来南观光游玩，发展周末经济、小长
假经济，打造中心城区农旅融合首选地。大
观镇、河图镇等，依山就势布局精品果蔬设施
农业示范区，推动从种苗繁育、标准化种植、
初加工、冷链物流到品牌销售的全链条升级。

南部乡镇则充分利用“178环山趣驾线
路”这一南川文旅发展的黄金动脉，发展中药
材、大树茶、高山蔬果、南川鸡、方竹笋等山地
特色农业，推动农旅深度融合，打造山地特色
农旅融合发展示范带。

在优化空间格局的同时，南川坚持守住
粮食安全底线，累计建成 68.62万亩高标准
农田，占比超过耕地总面积八成，粮食播种
面积稳定在 73万亩以上，筑牢“粮袋子”安
全防线。

为承接好渝厦高铁带来的流量，南川区
目前已经梳理了十大农产品清单。统筹农业
空间布局，南川正加快构建“1+2+X”现代农
业体系，实现一镇一业、一村一品，推动农业
产业更聚集、特色更鲜明、结构更优化，全面
提升现代农业空间承载力和组织效能。

壮大特色产业
打造现代农业全链条

近两年，南川区紧扣国家农业现代化示
范区建设目标，围绕“全产业链、功能拓展、数
字赋能、平台支撑”的发展思路，大力发展以
南川米为主，蓝莓、大树茶为辅的“一主两辅”
产业格局，走出了一条集聚优势、协同发展的
现代农业新路。

作为全区农业产业的“主力军”，“南川
米”不断夯实良种支撑与品质提升基础。
2024年，全区建成绿色精品稻米基地8万亩，
带动基地建设总规模达38.3万亩。聚焦品种
培优，南川推广优质稻主导品种 10个，集中
采购发放优质稻种子40吨，绿色高产高效种
植技术加快普及。加工能力同步提升，兴隆
镇、河图镇建成2条优质稻米加工生产线，福
寿镇加工厂完成技改升级，产业链条更长、附
加值更高，稻米不再只是粮食，更成为农民增
收的“金饭碗”。

在海拔与气候的双重优势加持下，南川
大树茶乘势而上、品牌升温。2024年，全区
茶叶种植面积达 13.45万亩，年产量达 5260
吨。以“千年金山红”为代表的南川古树红茶
出口新加坡，龙禅香牌“大树茶”斩获四川国
际茶博会金、银奖。昔日“山茶”正向“名茶”
强链不断进阶。

蓝莓产业作为“辅力引擎”，也在南川形
成了较为成熟的发展格局。2024年，全区蓝
莓基地达 1.1万亩，产量 4000吨。聚焦“三
品一标”提升，南川蓝莓成功入列全国名特
优新农产品名录，除鲜果采摘外，与哈工大
合作投产全市首条蓝莓花色苷冻干粉生产
线，让蓝莓身价暴涨 20倍，以“高颜值”“高
附加”的双重优势，成为带动乡村产业升级
的新增长点。

以产业链延伸为导向，南川着力推动特
色农产品“接二连三”。2024年，全区农产品
加工业全口径产值预计达 39.3亿元、增长约
10%，规上企业产值 25.2亿元。全区累计培
育规上农产品加工企业28家、市级以上农业
产业化龙头企业25家。

以“主”强链，以“辅”延链，南川正以特
色产业为抓手，全面推进农业提质增效、融
合发展。

发展设施农业
激活现代农业新动能

借助高铁开通带来的“窗口效应”，南川
区正借势发力，以现代设施农业为抓手，以大
观片区为核心，沿“四高一铁”（渝湘高速、渝
湘高速复线、南两高速、南川西环高速、渝厦
高铁）主通道布局“一片三线”现代设施农业
示范基地，探索实施“456”工作方略，在广袤
的田野绘就出一幅幅科技赋能、产业融合、强
村富民的生动图景。

在大观片区核心区，450亩高标准连栋
大棚与10亩智慧农业工厂拔地而起，水肥药
一体化、智能调控等技术全面铺开。走进中
江村，满目绿意中，番茄鲜红、丝瓜垂挂、黄瓜
碧绿，工人只需轻点终端，便可实现精准灌
溉。每亩年产值超 5万元，节本增效达 3000
元，农业从“靠天吃饭”转向“靠数种田”。

设施农业兴起，也带动群众稳岗增收。
数据显示，设施农业提供了大量“家门口”的
就业机会，人均年增收近3万元，产业红利实
实在在落到百姓手中，村庄变美了、村民富起
来了。

依托丝瓜等特色蔬菜种植基础，南川同
步拓展农业采摘、田园研学等新业态，为农旅
融合释放更大效益。全区设施蔬菜种植片区
已拓展至6000亩，打造出全市最大的丝瓜示
范区，全国首个丝瓜全基质栽培技术也率先
在此落地，为传统种植注入科技动能，“大观
丝瓜”品牌力显著提升。

顺应高铁开通带来的区位优势，目前，南
川区“一片三线”设施农业空间布局不断优化
升级，推动从种子种苗、农资追溯、标准化种
植，到产地初加工、仓储物流、品牌营销各环
节配套完善，逐步形成完整产业链，持续打造
全市规模最大的连片精品果蔬设施农业示范
基地。

如今的南川，跑上了高铁的“快车道”，农
业发展正在“加速跑”。一幅以绿为笔、以质
为墨、以势为脉的现代农业图景，正在南川山
水间徐徐铺展。

据重庆日报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夏至这天，曾兴友小心翼翼地刨开泥土，
看到点点嫩绿破土而出，忍不住惊喜地叫出
声：“有希望了！重楼活啦！”

61岁的曾兴友是城口县明通镇龙泉村
的老林农。2012年，他与人合伙流转了金字
山周边3000亩林地。10余年间，曾兴友试种
过多种中药材，仅有重楼种植成功。

他的困境，也是明通镇的缩影——这里
产业滞后，全镇中药材种植面积不足200亩，
每年 22万元的产业到户资金，竟只能发出 6
万元。

转机始于去年。重庆之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之源生物）在金字山“砸”下
600多万元，一口气种下 600亩名贵药材重
楼，正式拉开了明通镇产业突围战的序幕。

600万元投资“砸”醒沉睡荒山

明通镇素有“城口南大门”之称，国道
G211与国道G347在此交汇，万人场镇商业
众多。但繁华表象下，是产业结构的深层“跛
脚”。“三产火爆，一二产却尴尬‘空心’。”明通
镇产业发展中心主任王志超坦言，餐饮住宿
红红火火，种养业却零星散乱，加工业更是空

白一片。
去年 8月，镇党委书记林璨到任后，把

“补齐产业短板”作为头号课题。但质疑声不
少：海拔落差大（500—2300米），山下陡坡悬
崖，山上林地遍布，还有不少“断头路”，种养
业能行吗？不少人觉得“还是搞三产稳当”。

“眼光要放长远！”林璨给大家算账：城开
高速通车后，过境车辆已明显减少。眼下生
意好，全靠上千名高铁施工人员支撑，“等渝
西高铁通车，要留人、要岗位，必须靠扎扎实
实的产业！”

破局之机，随着林权制度改革悄然到来
——全镇 4.7万亩国储林可发展林下经济！
明通镇党委政府果断决策：从见效相对较快、
市场前景看好的中药材开始试点突围。

去年 9月，之源生物负责人张国梅考察
金字山后，迅速拍板：投资600万元，发展600
亩重楼！这笔沉甸甸的投资，像一粒火种，点
燃了沉寂多年的荒山。

强村公司织密产业“血脉”

之源生物的大手笔，让曾兴友又惊又喜，
也给当地苦苦摸索的药农注入一剂强心针。

“城口适合种重楼的地方不少，但道路通
到山上是关键加分项！”明通镇镇长彭浪屿

说，“产业要兴，基础设施和营商服务必须‘双
到位’。”

一场覆盖全镇的产业基础设施“大摸底”
迅即展开。

紧接着，明通镇引导 7个村（居）抱团入
股，成立强村公司。这家公司肩负双重使命：
一是承接符合政策的基础设施项目，壮大集
体经济；二是建立中药材试种基地，为全镇产
业探路示范。

“看！路通了，水来了！”在金字山中药材
基地，曾兴友指着新修的 200米人行便道、2
个灌溉水池、1处抽水泵房，还有刚刚维护好
的 2.3公里产业路说，“总算告别肩挑背扛骡
子拖的苦日子了！”

基础设施围着产业转：平安村山坪至大
荒地4.2公里产业路竣工；金六村天麻基地4
公里道路完成硬化；乐山村药材基地3.8公里

“断头路”打通，车辆直达覆盖600余亩党参、
云木香种植区，带动 70余户村民务工增收
4.9万元；平安村83亩高标准农田配套“稻鱼
共生”系统，实现机耕机收，降本超30%……

一年多来，明通镇打通2条“断头路”，修
建水池 6口、产业道路 8公里，产业“血脉”日
益畅通。强村公司在乐山村的石斛育苗基地
也传来捷报：4.6万丛石斛长势喜人，存活率
高达95%，带动周边15户村民发展产业。

药香引来万亩蓝图

去年底，之源生物在金六村追加投资
200万元，发展 500亩天麻。“追加投资，就冲
着明通镇的营商环境！”张国梅坦言，考察金
字山时，打动她的不仅是路通到山上，更是当
地干部群众盼发展、谋发展的决心和劲头。

“龙头企业来了，我心里有了底！”曾兴友
干劲十足，今年一口气将黄连种植面积从70
亩扩至200亩。

明通镇聚力发展中药材的浓厚氛围，像
磁石般吸引着外界目光。今年 6月初，一家
巫溪中药材公司前来考察后，当场拍板：投资
5000万元，在乐山村发展500亩贝母！

蓝图已然绘就。依托林业改革，明通镇
低山区6000余亩低效林正改造种植漆树、黄
柏等“三木药材”；中高山区，淫羊藿、重楼等
中药材正连片铺展，目标4000亩。

“强村公司探路示范，龙头企业落地
生根，种植大户信心倍增，产业‘雪球’越
滚越大。”王志超信心满满，“我们将持续
引进市场主体，带动群众规模种植厚朴、
杜仲、黄柏等经济林，套种箭叶淫羊藿、天
麻、大黄等药材，向‘万亩中药材基地’冲
刺。同时深挖文旅资源，探索林文旅、药
旅融合新路。”

6月28日，云阳县龙缸景区，游客正
在游玩。

初夏时节，云阳各地利用凉资源，
纷纷“解锁”消夏新模式，进一步激发文
旅消费市场活力，为“夏日经济”注入勃
勃生机。

重庆日报通讯员 陈碧生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周传勇

6月 25日，位于合川区清平镇的重庆市笙建玻璃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笙建玻璃）生产车间内，停工 3个多月
的窑炉终于复产。“之前资金链断了，付不起燃气费用，本
以为厂子就要关停了，没想到相关部门靠前服务，积极协
调，才转危为安。”公司董事长刘成书回想起那段难忘的
经历时说。

今年3月，已经8个月没收到货款的笙建玻璃不得不
选择停产。经过两个多月休整，笙建玻璃决定复产，但欠
了燃气公司200万元的燃气费，对方要求先还款再通气。

“当时，货款仍没有收回，没钱支付燃气费。”刘成书说，
曾与对方多次协商先通气后还款，但一直没能达成共识。

后来，合川区清平镇人大主席李建忠了解到此事，便
主动询问情况。“当时笙建玻璃还接了上千万元的订单要
赶着生产。”李建忠说，他也不认识该燃气公司的负责人，
几经周转，终于和对方取得联系，经过几个小时的沟通，
终于说动燃气公司先为笙建玻璃通气。

“目前公司已经恢复经营，工人们正加班加点生产，
力争在9月前完成一个1000万元的订单。”刘成书说，抓
生产的同时，他们继续积极寻找新客户，多拿订单，力争
今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

不止笙建玻璃，几公里外的重庆博永玻璃器皿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博永玻璃）生产车间内同样一片忙碌。“今
年外贸订单增加，我们新建了 3条自动生产线和一条人
工吹制线，来确保产量。”公司总经理庞钧云说，公司每年
60%的产量都用于出口，今年预计还要增加10%，实现这
一增速，得益于公司改变了出口策略。

以前，博永玻璃主要通过外贸公司开辟国际市场，自
身参与较少。随着行业竞争日渐激烈，博永玻璃意识到
要想长远发展，必须挖掘更多优质海外客户。

于是，博永玻璃自主招聘、培育了一批外贸人才，开始
主动“走出去”，参加国外玻璃行业的展会，挖掘潜在客
户。庞钧云说，今年在德国参展时，他们现场就拿到了一
个60万元的订单，目前客户已经考察完公司，在与他们的
交流中，公司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产品质量也有了进一
步提升，更契合欧洲市场需求，为未来发展奠定基础。

据介绍，博永玻璃有1000多万元的外贸订单正在抓
紧生产，客户涵盖欧洲、中亚、印度等。“今年我们还把燃
气炉升级为电炉，产品透明度、亮度更好，对开辟国际市
场更有信心。”庞钧云说。

“目前，镇内有窑炉的生产企业共23家，年产日用玻
璃制品 60多万吨，产品包括酒具、茶具、水具、餐具等
3000多个品种，产品畅销全国并出口东南亚、中亚、欧洲
等国家。”李建忠说，今年以来，全镇利用企业服务专员机
制，常态化开展走访服务，解决企业招工、用能、融资、物
流运输等难题20余次；并积极招引玻璃产业原材料供应
商落户，探索石英砂、纯碱等大宗原材料集中采购，助力
企业降本增效。今年1—5月，清平镇日用玻璃产业规上
产值超10亿元、同比增长6.74%。

合川清平镇逆势突围
玻璃产业产值超10亿元

綦江

“桃”醉了游客 富了百姓

南川：探索“观光农业、城郊农村、新型农民”“三农”新路

村民在蔬菜种植“智慧工厂”管护番茄。

从资金返库到万亩药谷

城口明通镇的林下经济突围战

云阳：

凉资源变热经济
游客展示采摘的桃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