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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 在巫山脆李特色产业
园生产车间， 几十名工人正忙着安装
设备、打造室外景观绿化等。 产业园建
成投用后， 将形成年加工脆李 15000
吨，年产脆李酒 1100 千升产能，进一
步有效推动脆李产业深加工。

如今，我县已建成巫山脆李“产业
大脑”， 并构建山地果园全息感知体
系、 农学模型运用的 AI 服务平台、多
元化运用平台；共建烟台（巫山）博士
站， 组建 3 个研究中心、11 个专家团
队，开展脆李、柑橘、中药材等科研攻
关。

“2023 年，我县建设现代食品产业
园和大健康产业园，开发‘巫山烤鱼’

‘巫山泉’‘巫峡粉丝’ 等特色产品 500

余个。 ” 县农业农村委主任易前聪介
绍，我县将各种“原汁原味”的土特产，
打造成像巫山脆李这样链条更完整、
业态更丰富的“多汁多味”土特产，多
维度深层次让土特产增值， 让群众从
全产业链各环节分享更多增值收益。
去年， 巫山农产品全产业链销售收入
超 200 亿元。

据介绍， 我县持续做好土特产文
章，大力发展果业、中药材、高山蔬菜
等优势产业；因地制宜壮大以肉牛、生
猪、蛋鸡、渔业等为主的生态畜牧养殖
业；围绕品种品质品牌和加工、储运、
销售、 消费、 服务等环节引进龙头企
业，促进农业“接二连三”。

强产业 增产值 卖产品

巫山认证优质农产品品牌 115个

巫山恋橙、 巫山庙党、 巫山烤
鱼、 巫山梨膏……从田间采摘的各
种新鲜水果，到采挖的中药材，再到
非遗手工，2 月 5 日，记者在重庆荣
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旗下的“巫山
好品特产馆”看到，琳琅满目的巫山
土特产，正吸引不少市民前来选购，
既可作为年货又可以馈赠亲朋好
友。

“去年，我们启动了全县 300 个
村集体合作培育网红直播带货，将
老百姓地里、家里卖不出去的‘土疙
瘩’变现为了‘金疙瘩’。 ”重庆荣亘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曹玲说，
在骡坪镇路口村和金水村的试点合
作中，成功开展 15 场直播，为老百
姓销售农产品金额 200 余万元，带
动了 700 余脱贫户增产增收。

曹玲介绍， 目前公司已与部分
村集体签订了协议，全面展开了“村
村开直播，人人是网红”的电商直播
阵容。

“感谢亲们的厚爱，本公司的猪头、肥
肠、猪肝、排骨、大猪脚都已售罄，还有其
他腊味在售，豆豉、盐菜等土特产还有货
……”2 月 2 日凌晨，忙活了一整天的唐永
珍发了这样一条微信朋友圈。

唐永珍是骡坪镇福益美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的老板，从最初帮农户零星售卖土
鸡蛋，到把家乡的“土疙瘩”变成“金疙

瘩”，已有 8 个年头。
在我县，有很多通过线上线下售卖当

地土特产的人，他们不仅帮助老乡把家中
“土货”卖出了好价钱，也让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品尝到巫山风味。

今年春节前夕，我县众多“土货”不仅
翻山越岭飞入寻常百姓家，还走出国门享
誉海外。

1 月 26 日上午，几辆满载“巫山恋橙”
鲜果的冷链物流车驶出。“本次有 90 吨

‘巫山恋橙’ 经重庆海关所属万州海关检
验检疫合格，将以陆海联运的方式，经广
东省深圳市蛇口港、盐田港等港口出口新
加坡、菲律宾等国。 ”县果品产业发展中心
主任刘仁鹏告诉记者，这标志着我县柑橘
正式实现自营出口。 这也是我县全面融入

共建“一带一路”，学好用好“两山论”，走
深走实“两化路”的重要实践成果。

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 全县外贸出
口总值突破 6000 万元人民币 ， 增长
46.5%，出口总量再创新高。

2023 年，我县扎实做好土特产“三
篇文章”，从强产业、增产值、卖产品
“三力”迸发，打好特色“三峡牌”，加快
建设全国优质生态产品供给地， 打造
产业发展“增长极”。

“我们紧盯‘三百目标’强产业，坚
持‘三化路径’增产值，用好‘三大渠
道’卖产品。 ”易前聪介绍，围绕“百万
亩生态种植、百万头生态养殖、百亿元
综合产值”目标任务，稳定以脆李、柑
橘、中药材、核桃、烤烟、生态养殖为主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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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我县运用工业化加工、
科技化打造、融合化发展思路，大力发
展果酒、罐头、预制菜、中成药颗粒、调
味品、肉食加工等特色产业，全力提升
产业附加值；加强种质高水平研究，实
现科技为农业赋能， 加快培育乡村民
宿、乡愁体验等农旅融合新业态，把增
值收益更多地留在乡村、留给农民。

我县鼓励发展农产品电商直采、
定制生产等模式，推进“龙头企业 + 基
地 + 农户” 等现代农业产业化经营模
式，引导“数商兴农”和“互联网 +”农
产品出村进城，促进产销精准对接。

据了解，2023 年，我县认证优质农
产品品牌 115 个。 其中，巫山脆李还荣获国家区域优势
公共品牌等 8 个国家级荣誉，品牌价值达 27.6 亿元，位
居全国李品类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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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山“土货”走出大山走出国门
外贸出口总值突破 6000 万元

“原汁原味”变“多汁多味”
全产业链销售收入超 200 亿元

航拍的巫峡镇脆李种植基地。 县委宣传部供图

对党参进行包装。

村民将刚采摘的巫山恋橙挑回家。
记者 卢先庆 摄

2024 年 1 月 24 日，曲尺乡新安社区党员在果园帮
助困难果农直播销售柑橘。

记者 卢先庆 摄

巫山脆李基地。 丁坤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