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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在海拔 800 米山区稻谷播种
的关键时节， 巫山县庙宇镇一辆辆拖
拉机开足马力进行泡田打浆、 开沟施
肥。 农机人员操纵着控制器，一架无人
机播撒器在农田的上空来回飞行播撒
着谷种，为农业生产增添“加速度”。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推动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离不开种养和原料的充足供应。 形成
特色产业优势的巫山深谙此道， 该县
围绕“百万亩生态种植、百万头生态养
殖、 百亿元综合产值”“三百目标”，实
施优势特色产业培育行动， 稳定
“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规模，
推动产业发展由重建设、 重规模向重

管护、重品质转变。
“我们正在建设高品质脆李、恋

橙、道地中药材产业示范区，坚持把发
展高山有机蔬菜和‘菜篮子’工程、耕
地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同时重点围绕
生猪、肉牛、山羊和肉兔、蛋鸡等产业
做大做强养殖业。 这些都离不开以高
标准农田、 农业装备和设施为代表的
现代农业设施迭代升级。 ”巫山县相关
负责人介绍。

提升“山的价值”，切实增强土地
综合生产能力。 巫山县全面推进落实
重庆市千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行动，
坚持“投、建、用、管、还”一体谋划、一
体推进，以“改大、改水、改路、改土”为

主要建设内容，突出“以用定建、建用
一体”，集中连片规划，整村整镇推进
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提升达到“宜机
宜耕、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
标准的农田 15 万亩。

发挥“数的优势”，推动农业农村
实现现代化。 该县利用农业生产数字
化技术， 推动农业生产信息化、 智能
化、智慧化发展。 瞄准未来农业方向，
大量应用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数字孪生等技术， 实现农业种养数字
化、生产智能化、管理高效化、安全可
控化、产销精准化、功能多样化的现代
化数字农业发展目标。

推广“技的效率”，全面提升农业

生产效率。 大力推广山地果品生产自
动化、智能化机械装备设备，引导全县
果品基地装备山地轨道运输车、 自动
化喷灌设备、水药肥一体化、土壤、环
境等物联网数字监测设备。 支持应用
现代化设施装备， 开展设施畜禽养殖
技术模式集成。 推动高标准烟田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有机结合， 配套适宜机
械装备， 提升烤烟生产机械化作业水
平，亩用工控制在 20 个以内。

从土地到技术再到管理， 巫山县
全面提升现代农业设施， 为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
牢靠的基础。

曲尺乡脆李产业基地。 丁坤虎 摄

打好特色三峡牌 培育产业增长极

巫山 “三项同频”全力打造全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地
盛夏，放眼巫峡两岸，颗颗饱满的脆李挂满了枝头，田地里绿油油的水稻长势喜人，而在工业园区里，巫峡粉条、巫山脆李酒等“巫山好礼”

正从生产线上顺利下线。 从原料到产品，从田间到餐桌，无不展现着巫山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势能。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是“为耕者谋利、为食者造福”的重要民生产业，在助力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近年

来，巫山县持续做靓“巫山脆李中国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中国脆李之乡”等金字招牌，重点抓好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两件大事”，立足优势、凸显特色，不断擦亮世界级旅游目的地、全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地、产城景融合三峡港湾城、多式联运商贸物流枢纽
“四张名片”，加快建设生态优先新高地、绿色发展示范区，不断拓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价值转换渠道，着力在供给生态产品上创造更
大价值，努力探索一条山区库区强县富民之路。

如今，巫山县聚焦“强产业，增产值，卖产品”三项工作同频推进，力争到 2027 年全县“1+3+2”特色种植业和生态畜牧业实现“种养循环、
优质高效、接二连三、深度融合”的现代农业发展目标，在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建设中提供巫山样板、作出巫山示范、体现巫山辨识度。

“高峡李遇”西派清香型白酒（巫山脆李酒）：一款稀缺的重庆山
地生态原浆酒， 是甄选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巫山脆李为原材料
酿制而成的一款 53°清香型白酒。 作为西派清香型白酒的典范，酒
体纯净饱满，果香馥郁，清爽淡雅，甘柔顺滑。

巫山脆李：现有种质资源早熟、中熟、晚熟 3 个品种，上市期从 6
月中旬至 8 月中旬。巫山脆李肉质紧密，汁多味香、质地脆嫩，富含多
种维生素和氨基酸，抗氧化剂含量高，被誉为“可以吃的化妆品”。

“三峡柑橘，巫山恋橙”：现有巫山纽荷尔、W.默科特两大拳头产
品，形成了从 11 月底至次年 5 月都有优质鲜食柑橘上市的产品梯次
供给格局。巫山纽荷尔荣获国家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W?
默科特在“2018 年三峡杯重庆市优质晚熟柑橘评优活动”获“果王”
称号。

巫山庙党：于 2011 年获得地理标志注册商标。是党参中的极品，
位列中国四大名党之首。民间盛赞：“狮子头、菊花心，质润皮细、参气
浓烈、爵之无渣”；《中华药典》也记载：“党参尤以巫山庙党为佳”。

（文字由重庆日报罗晶、刘钦、陈钰桦采写，图片除署名外由县委
宣传部提供）

果色橙红、 果肉细腻、 酸甜适口
……每年 11 月底至次年 5 月梯次上
市的巫山恋橙，深受消费者青睐。 巫山
连续 7 年举办恋橙采摘季， 先后在北
京、上海、重庆、成都、烟台等地举办推
介会，品牌声誉日渐响亮，成为该县继
巫山脆李后又一张金灿灿的农特“名
片”。

近年来，巫山持续壮大巫山恋橙、
巫山庙党、巫山鸡蛋、巫山洋芋等农产
品品种、品质和品牌，持续推动企业带
销、拓展电商直销、深化帮扶助销三大
渠道，一批高品质、有口碑的农业“金
字招牌”“拿得出、叫得响”的农业知名

品牌为巫山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进
一步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注入了活力。

品种为本，持续推动种业振兴。 完
成巫山脆李国家种质资源圃建设，开
展柑橘新品种选育和生产技术研发推
广，加强珍稀野生中药材资源保护，建
立巫山淫羊藿资源保护中心， 打造三
峡库区道地药材种源供给地， 让“种
子”成为农产品加工产业的芯片。

品质为上， 全方位加强食品安全
和产品品质监控。 全面完善并推广实
施脆李、柑橘、中药材、核桃、蔬菜等标
准化技术生产规程。 持续推进化肥农
药“双减”绿色防控，推广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 推行“畜—沼—果”循环生
态种养模式，为绿色农业拧紧安全阀。

品牌为要，着力打造“三品一标”
“数智化运用”示范典型。 系统策划、包
装和打造巫山脆李、巫山恋橙、巫山鸡
蛋、巫山洋芋等品牌。 积极培育创建绿
色食品、有机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
品，争创“巫山脆李”中国驰名商标，让
巫山好品在市场中更具有辨识度和名
誉度。

为提升优质农产品影响力和市场
竞争力，巫山县积极构建“1+5+N”产
业供应链体系，打造重点建设“1”个区
域性分拨中心、“5” 个二级供给中心、

“N”个田间农产品集散交易点，重点建
设重庆、成都、武汉、北京、广州、山东 6
个巫山农产品城市前置仓或销地仓，
形成产地、销地相结合的供应链体系。
打造县域保供蔬菜基地、 高山蔬菜基
地、特色蔬菜基地、加工蔬菜基地，形
成消费者快速便捷的购买体验。

民以食为天， 抢抓食品及农产品
加工产业崛起机遇， 用好产品孕育新
优势， 巫山县在探索山区库区强县富
民道路上阔步前行。

用好“三大渠道”卖产品 强化品种品质品牌优势再创“金字招牌”

近段时间， 巫山脆李特色产业园
项目正加大人员、机械投入，加快施工
进度，确保项目按期完工。 为加快实现
巫山脆李从“小水果”向“大产业”的快
速发展，有效解决其深加工问题，巫山
县正紧锣密鼓推进该项目冷藏车间、
生产车间、储藏车间、研发实验室等设
施建设。 该产业园建筑面积 11380.45
平方米，年加工脆李 1.5 万吨，年产脆
李酒 1100 千升，建成后将进一步拓展
脆李销售渠道， 有效实现脆李产加销
一体化。

脆李产业每一次的成长蜕变，都
是巫山县努力提升农业产业增值收益

的悉心经营。 当前， 巫山县正围绕
“1+3+2”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资源，
坚持工业化加工、科技化打造、融合化
发展思路，全力构建一主两副五辅（一
主：果汁；两副：中药材、预制菜；五辅：
休闲食品、泡菜、茶叶、粉条、肉类加
工）食品农产品加工特色产业集群，力
争 2027 年实现加工产值 30 亿元。

以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园区为抓
手，打造一批“一村一品”示范村和农
业产业强镇。 重点建设大昌湖周边柑
橘农旅融合示范片， 提质建设大宁河
流域、长江流域、官渡河流域的“巫山
恋橙”绿色标准化供应大基地，全力打

造两坪巫峡万亩脆李山地农业公园和
大昌湖周边“长江三峡·宁河橘海”。 建
成全市中药材订单农业示范基地。 集
中打造 3 个万亩级核桃产业示范片，5
个千亩级示范基地， 变单打独斗为串
珠成链。

以培育“羊群”为核心，建强各个
产业产品加工矩阵。 积极培育“产加
销”“产供销”一体化农业龙头企业、专
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 重点
培育集农产品加工、 销售为一体的农
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设中大型薯类、
油料、大米等粮食保供加工仓储工厂，
建设以脆李、柑橘为主要原料的果酒、

果脯、果肉、果汁精深加工厂，建成一
批中药材初加工点和产地趁鲜切制初
加工厂， 加快建设巫山中药大健康产
业园。 实现农户从“各自为阵”向形成
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同体转变，逐
步把小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

在延伸产业链的步伐上， 巫山县
致力于开发形式多样、独具特色、个性
突出的乡村休闲旅游业态， 持续做大
做强“长江三峡（巫山）李花节”“农民
丰收节” 等乡村旅游品牌， 加快培育
“三峡李院”“石上生花” 等乡村民宿，
推动农旅融合， 创新打造全季乡村休
闲旅游精品线路 10 条以上。

坚持“三化路径”增产值 提升农业产业增值收益

紧盯“三百目标”强产业 迭代升级现代农业设施
链接》》》

好品出巫山 盛名天下传

李花如雪映长江。 记者 王忠虎 摄

鹤溪村村民在管护中药材。 记者 卢先庆 摄

柑橘风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