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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 我县 30 万亩巫山脆李陆续进
入采收期。 连日来，记者在曲尺、龙溪、福
田等乡镇看到， 果农们忙着采摘脆李，经
销商忙着收购脆李，还有不少“网红”忙着
直播卖货。

为了让巫山脆李品质更高，更受市民
喜欢，脆李从种植到管护，以及销售、避雨
等环节， 实现全过程暖心“护航”， 只为

“李”好。
这，只是我县发展农业产业的一个缩

影。
据了解，我县将实施品种培优、品质

提升、品牌创建“三品工程”，全面提升农
业产业辨识程度。 持续推进农产品“三品
一标”建设。 加快推进巫山脆李国家种质
资源圃。 建立巫山淫羊藿资源保护中心，
建成巫山淫羊藿、巫山庙党等道地药材种
苗集中繁育基地 3000 亩， 打造三峡库区
道地药材种源供给地。 同时，推广多鳞白

甲鱼人工繁殖和人工培育等实用技术。
进一步强化种植业产业管护，全面实

施脆李避雨覆膜、 有机肥增糖等措施，提
升脆李品质，完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基地
创建。 研究巫山蛋鸡科技养殖技术，提升
“巫山鸡蛋” 品质。 与同仁堂药业开展合
作，建立巫山淫羊藿和巫山牛膝标准化品
质药业基地。 加快推进设施蔬菜建设，建
立标准化蔬菜大棚 10 万平方米。

“我们还将积极培育创建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每年增
量保持在 10 个以上。 ”县农业农村委主任
易前聪介绍，将通过“内提品质、外塑形
象”，系统策划、包装和打造巫山脆李、三
峡柑橘·巫山恋橙、巫山鸡蛋、巫山洋芋、
巫山核桃、巫山庙党、巫山蔬菜、巫山茶叶
等品牌。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和农业
品牌保护，争创“巫山脆李”中国驰名商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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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县作为传统农业大县， 农业产业
是提高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 是促
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近年来，我县不断优
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 在保障粮食安全
的前提下，形成了以“1+3+2”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体系。 2022 年底，经济作
物比重达 75%， 特色农业规模达 100 万
亩，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 5 个，农
业总产值增至 62 亿元，以农业为主的一
产增加值增长 6.8%，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到 14484 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细活，又是慢活，
更是持久活。 下一步， 我县将紧紧围绕

“百万亩生态种植、 百万头生态养殖、百
亿元综合产值”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农业
产业体系， 全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高质
量发展。 到 2027 年， 实现农业总产值
100 亿元， 农产品加工业收入与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比达到 2.5：1，以农业为主的
一二三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400 亿元，实
现农民人均纯收入 1.8 万元。

巫山庙党。 丁坤虎 摄

时下， 行走在巫峡大地广袤的田野，
处处一片碧绿，随处可见连片蔬菜、中药
材、脆李、柑橘等产业，各种农作物或发芽
破土、或长势喜人……一幅幅欣欣向荣的
画面， 见证着我县 2023 年春季农业产业
发展的足迹。

“我们将全力建好现代农业园区和食
品加工园区，以及产品市场体系，全面夯
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石。 ”易前聪说，聚焦主
导产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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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立巫山县农业产业研究
院，在完成国家脆李产业集群建设的基础
上， 创建巫山脆李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
提质建设巫山脆李绿色标准化供应大基
地。

同时，紧紧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按照市经信委发布的《重
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爆品”机会清
单（2023 版）》，重点打造“重庆烤鱼”品牌
和巫山标准，推进烤鱼预制菜加工。 推动
巫山烤鱼预制菜成为“重庆烤鱼”行业标
杆。 推出老荫茶饮、三峡柑橘饮品等火锅
伴饮的巫山特色饮品。

围绕“1+3+2”产业，打造“1+5+N”产
业供应链体系，推动巫山全域农产品商品
化处理率达 85％以上。 重点建设重庆、成
都、武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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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数字化市场体系，搭建巫山脆李电子
交易中心，实现交易“在线化”。 推动城市
前置仓或城市运营仓消费数据与产地云
仓、生产基地数据无缝对接。

“当前，我县正全力以赴迭代升级产
业体系，以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山区
库区强县富民，为打造全国优质生态产品
供给地贡献农业力量。 ”易前聪信心十足、
干劲满满的表示，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一幅生动秀
美的产业发展画卷徐徐展开，群众增收致富的精气神
越来越足，农业强、产业兴、农村美、百姓富的目标更
进一步。

（本版文图除署名外，均由记者向君玲采写）

在曲尺乡权发村，记者看到，田间从
水肥一体化项目到气象采集，再到智慧农
业管理系统，农业生产充满“科技范儿”和
未来感。

“下一步，将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
逐年稳步提高中央衔接资金用于农业产
业的比重，确保东西部协作资金、中央定
点帮扶资金和对口支援资金的 50%用于
农业产业发展。”易前聪表示，努力健全农
业科技创新、产品质量监管、农业社会服
务“三大体系”，全面提高农业产业竞争能
力。

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方面，将建立
中药材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建成以巫山庙
党、巫山淫羊藿、巫山牛膝等为主的中药
材产地数字化加工车间。持续完善巫山数
字果园，实现巫山脆李“一屏管理”的全产
业链大数据平台，建立从生产端到销售端

全过程数据库， 打通生产端到供应链、市
场销售、政府管理端的全产业链基础数据
采集、运用和服务的基础工作。

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全面完善并
推广实施“1+3+2”特色产业标准化技术
生产规程。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双减”绿色
防控。 实施果园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推动组
织化改革，通过土地入股、经营托管、订单
农业等形式，推动散户入社，大力发展农
业生产管理社会化服务，实现脆李统一管
护和优质管护，脆李优质管护率达 95%以
上。

未来，我县将逐步实现农户从“各自
为阵”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同
体”转变，逐步把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展
轨道。

从田间地头采摘、 在路边选果包装，
然后再由“脆李航班”带货销往全国……
巫山脆李从“枝头”到“餐桌”，24 小时之
内，“抢鲜”“锁鲜”是巫山脆李的卖点。

大果 5 斤装 118 元， 中果 5 斤装 88
元……巫山脆李“越变越金贵”的背后，是
巫山果品“初级供应者”升级成为农产品
“高级加工者” 的转变。 从经销商实地收
购，到微信、淘宝、抖音等平台销售模式逐
渐增多， 产业链上下游衔接更加紧密，我
县提升农业附加值有了更加强劲的动能。

未来，我县将继续推动农业经营规模
化、集约化，并提升装备化水平，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

据介绍，将提升规模化水平。 持续巩

固“1+3+2”为主的 100 万亩特色种植和
以生猪、山羊为主的 100 万头特色养殖规
模， 基本实现全县现代农业规模化发展；
提升集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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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内生动力
强、 经营管理规范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培育基层带农富农先锋。

同时，提升装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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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企业引进中药材种
植、加工、仓储设施设备。提高农业生产机
械化、宜机化水平。

实施“三品工程”，全面提升农业产业辨识程度

柑橘规模化种植基地。

提升“三化水平”，全面增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健全“三大体系”，全面提高农业产业竞争能力

曲尺乡柑园村脆李成片。 朱云平 摄

大昌镇一果园内，轨道车运输采摘的柑橘。 记者 王忠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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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主持人展示巫山烤鱼。 记者 卢先庆 摄

巫山烤烟产业。 记者 卢先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