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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毒进行时

新春伊始，涪陵榨菜集团传来好消

息：目前该集团已收购青菜头 36 万吨

以上，完成全年 80%的收购任务，超过

去年同期；同时，提前完成了 2 月份的

订单和销售目标。

涪陵榨菜的“开门红”，是重庆做好

“土特产”文章，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业的一个缩影。

去 年 ，我 市 将 食 品 及 农 产 品 加 工

作 为 全 市“33618”现 代 制 造 业 集 群 体

系的 3 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之一和实

施 千 亿 级 生 态 特 色 产 业 培 育 行 动 的

重要抓手强力推进 ，全市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业总产值达 2581 亿元，同比增

长 4.2%。

今 年 ，我 市 将 继 续 深 入 实 施 千 亿

级生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 ，大力发展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 ，推动乡村产业

提质增效。

聚焦“3+6+X”农业产业集群
重点发展生态特色产业

2 月 19 日 上 午 ，忠 县 新 生 港 物 流

园区 ，三峡柑橘忠县鲜果集散处理基

地 一 片 繁 忙 。 三 峡 柑 橘 忠 县 鲜 果 集

散 处 理 基 地 是 我 市 三 峡 柑 橘 采 后 服

务 体 系 首 个 集 散 处 理 中 心 项 目 。 它

是 以 忠 县 及 周 边 区 县 柑 橘 产 业 为 基

础 ，通 过 柑 橘 商 品 化 处 理 、包 装 与 冷

储 、柑 橘 线 上 线 下 销 售 等 业 务 ，打 造

集采摘服务、洗选、分拣、包装、预储、

冷 藏 、销 售 、出 口 为 一 体 的 柑 橘 全 产

业链项目。“目前，该基地已配备柑橘

柔性分选线 1 条、橙类分选线 1 条、全

自 动 包 装 线 2 条 。”重 庆 三 峡 柑 橘 集

团董事长刘兴林说。

产 业 振 兴 是 乡 村 振 兴 的 重 中 之

重。为做精做深“土特产”文章，去年

我 市 聚 焦“3+6+X”农 业 产 业 集 群 ，大

力 实 施 千 亿 级 生 态 特 色 产 业 培 育 行

动，重点打造了火锅食材、重庆小面、

柑 橘 、榨 菜 、荣 昌 猪 、丰 都 肉 牛 、预 制

菜 等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推 动 全 环 节 升

级、全链条增值。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表 示 ，

去 年 38 个 区 县 优 选 培 育 64 个 乡 村

“一主两辅”生态特色农业产业，创建

全 国 农 业 现 代 化 示 范 区 3 个 、国 家 现

代 农 业 产 业 园 2 个 、优 势 特 色 产 业 集

群 2 个 ，生 态 特 色 产 业 综 合 产 值 达

5200 亿元、增长 5.2%。

今 年 ，我 市 将 深 入 实 施 千 亿 级 生

态特色产业培育行动 ，持续培优壮大

柑橘、榨菜等具有重庆辨识度的生态

特 色 产 业 。 同 时 ，打 造 10 条 100 亿 元

以上的生态特色产业链 ，持续打好生

态、乡村、文旅三张牌，拓展农业休闲

观 光 、生 态 康 养 、农 耕 体 验 等 多 种 功

能，促进农文旅融合发展。

培育打造一批“爆品”和园区
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速发展

今年1月以来，乌江脆口榨菜销售火爆，

产品刚加工出来，就被经销商一抢而空。

涪陵榨菜集团总经理赵平说，近年来，涪陵

榨菜集团不断推出榨菜新品，产品大卖。

为推动全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快

速发展，今年初，我市提出培育打造梅见

青梅酒、天友百特牛奶等八大“爆品”。

截至目前，乌江脆口榨菜、梁平张鸭子已

先后在解放碑商圈、观音桥商圈举行了

“爆品”发布会，进一步提升了知名度。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为

加快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全市组建了重庆江大食品及农产

品加工产业研究院、重庆市农产品加工

业技术创新联盟等。去年底，全市培育

规模以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886 家，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总产值达 2581 亿

元，同比增长4.2%，实现了全新开局。

今年，我市将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

工集群化发展，着力打造重庆（綦江）

食品园区、潼南区食品加工园等 10 大

园区，同时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冷链

物流等高附加值产业向园区集中。

持续打造龙头品牌
提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

2017年，我市提出打造全国首个省级

层面、全品类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巴味渝珍”。

“为提升重庆农业品牌整体形象和

市场竞争力，‘巴味渝珍’将小、散、杂、

多的农业品牌优化整合起来，整体策划

包装成一个市级区域公用品牌对外宣

传 推 介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说，截至去年“巴味渝珍”平台整合了

2893 家企业、13206 款产品，实现销售收

入 56 亿元，其市场影响力不断扩大，市

场竞争力不断增强。

他 表 示 ，要 提 升 特 色 农 产 品 附 加

值 ，就 必 须 加 强 产 品 研 发 设 计 、包 装

设计、品牌设计，抓好农业生产“三品

一标”建设，打造一批市场知名度高、

溢价能力强的企业品牌和区域品牌，

具体而言，我市将持续打造“巴味

渝珍”“三峡柑橘”龙头品牌，培优做强

涪陵榨菜百亿级和奉节脐橙、潼南柠

檬、忠县忠橙、巫山脆李、荣昌猪等产值

10 亿级以上的重点品牌。同时，支持打

造“酉阳 800”等新兴品牌，擦亮“高山生

态有机”农产品名片，升级一批“老字

号”“原字号”品牌，构建区域公用品牌、

特色品牌、企业品牌体系等，进一步提

升特色农产品附加值和美誉度。

大力发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

今年重庆将培育打造八大“舌尖爆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全市第一产业增加

值达 2074.7 亿元、同比增

长 4.6%

●全年生态特色产业

综合产值 5200亿元、增长

5.2%；其中全市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产值达 2581

亿元、同比增长 4.2%

●农产品网络零售额、

乡村休闲农业经营收入分

别达 208亿元、1009亿元，

同比增长12%、11.8%

●第一产业增加值增长 4%左右，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工业经济保持同步增长

●聚焦“3+6+X”农业产业集群，打造

10条 100亿元以上的生态特色产业链

●扎实推进乌江涪陵榨菜绿色智能化

生产基地、西南预制菜产业园、丰都麻辣鸡

产业链等 10亿级以上重点项目建设

●培育打造梅见青梅酒、天友百特牛

奶、乌江脆口榨菜、派森百 NFC 橙汁、恒都

牛肉、德庄火锅底料、梁平张鸭子、诗仙太

白八大“爆品”

2023
重庆农业“成绩单”

2024
重庆农业“任务表”

资料来源资料来源：：市农业农村委市农业农村委

本报讯（记者 彭群英 通讯员 黄绿英）近日，新生街道戒毒

办工作人员走进新生初级中学校，开展“春季开学禁毒第一课”

毒品预防教育活动。

工作人员通过毒品预防教育讲座，向学生宣讲传统毒品、新

型毒品、新精神活性物质和毒品替代品的区别及危害，引导青少

年谨慎交友，坚决对毒品及其替代物说“不”。

当天，工作人员还向师生分发禁毒宣传资料 500 余份，进一

步加深师生对毒品及其替代物和禁毒法律法规的了解，增强他

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又讯（通讯员 聂建南）2 月 19 日，白石镇戒毒办工作人员、辖

区派出所民警到白石小学、白石中学举办春季学期禁毒知识讲

座，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工作人员和民警向师生讲解毒品种类、毒品危害、相关法律

法规，以及如何识毒、防毒、拒毒，让大家进一步增强禁毒意识，

珍爱生命。

新生街道、白石镇
禁毒知识进校园 守护“无毒”新学期

本报讯（记 者 白娟）“ 小

麦 锈 病 表 现 为 在 小 麦 叶 片 上

有 像 缝 纫 机 缝 过 的 针 脚 般 印

记，还有紧密的大黄斑。如果

不 加 紧 防 治 ，会 传 染 周 边 麦

地 ，造 成 重 大 损 失 。”2 月 19

日，涂井乡农业服务中心农技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向农户宣

传 小 麦 锈 病 等 病 虫 害 防 控 技

术，为小麦稳产增收提供科技

力量。

小麦锈病俗称“黄疸病”，

传播力强，是影响小麦生产的

重要病害。眼下，正是防治小

麦锈病的关键时期，为确保小

麦稳产增收，涂井乡农业服务

中心一方面加强宣传，积极调

配物资 ，组织群众应急防治 ；

另一方面，及时派出农技服务

小组加强指导，确保应急防治

措施落实到位。

涂井乡
农技员指导农户
防治小麦锈病

本报讯（记者 周小军）3 月 2 日，2024 重庆·忠县灌湖水乡

1314 花海跑开跑。即日起至 3 月 1 日，市民可报名。

比赛开始时间为 3 月 2 日上午 10 点，起跑点为马灌镇倒灌社

区 灌 福 广 场 。 比 赛 分 为 全 程 跑（13.14 公 里）和 迷 你 跑（5.20 公

里），其中全程组 70 元/人、迷你组 60 元/人。

报名方式分为 3 种，一是关注“重庆旅游营销发展中心”微信

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花海跑”报名；

二是识别右下方二维码报名；三是添加

微信报名（微信号 13667693545）。

值得注意的是，16 周岁以下参赛选

手（2008 年 12 月 31 日后出生）和 65 周岁

以 上 参 赛 选 手（1959 年 12 月 31 日 前 出

生）需要其监护人报名并陪跑。

灌湖水乡花海跑3月2日开跑
正在报名中

本报讯（记 者 周小军）2 月 22

日 ，记 者 从 县 农 业 农 村 委 获 悉 ，今

年 我 县 将 投 入 22.78 万 台（套）农 机

具 ，全 力 打 好 春 季 农 业 生 产“ 第 一

仗”。

目前我县各地大力推进农业“机

器换人”，各种拖拉机、植保无人机、

收割机、小型播种机、插秧机等相继

投入春耕生产，大幅提高农业劳动生

产率。

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 抢 抓 农 时 、确 保 春 耕 生 产 有 序 开

展，今年我县将投用播种机、插秧机

等农机具 22.78 万台（套），相比去年

增加了 3000 余台（套）。

此外，为有效解决春耕生产劳动

力紧缺问题，今年我县将积极支持发

挥 294 家 农 业 社 会 化 服 务 组 织 的 作

用，大力推行代耕代种代管服务，并

调配作业机具开展跨区作业。

忠县今年将投入农机具近忠县今年将投入农机具近2323万台万台（（套套））

基层有复杂的情况、鲜活的百态、真实的问题，解决好群众

急难愁盼问题，践行“四下基层”，要主动、自觉地将更多资源、服

务、管理下沉到基层，切实把“民心”当成一切工作出发点。

政策主张下乡村，凝聚党建合力。要让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在基层见行见效，就要做到人民群众在哪里、宣讲就走向哪

里，还要善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党员干部在把理论政策学

深学透的基础上，既要采取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政策性文件转换

为大众化语言，学术性名词通俗化阐释，又要创新宣讲形式，设

问题、讲故事、明事理。比如，用好“村头板凳会”，就地取材，把

政策理论掰开揉碎，把身边事融入理论之中，以“大众话”促“大

众化”，让党的创新理论深入人心，让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举措，

尝到“甜头”更看到“盼头”。

调查研究下乡村，到基层找办法。从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入

手，党员干部要多往车间工地走、多在田间地头蹲、多到背街小

巷看、多与普通百姓聊，沉到一线，倾听群众的各种呼声，把群众

的诉求与想法反映上来。根据具体实际要求，创新群众工作方

法，充分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自觉拜群众为师，以群众为

镜，善于总结、推广群众创造的好经验、好做法。

信访接待下乡村，变“坐诊”为“出诊”。群众利益无小事，信

访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始终将自己视为群众的一员，把心贴近群

众。这就要求党员干部把工作重心下移，变百姓上访为党员干

部下访，构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治理体系，依法依规、用心用情

着力解决就业、教育、医疗、托育、养老、住房等方面的问题。

现场办公下乡村，直击基层现场。现场办公有利于为基层提

供快捷、精准、优质的服务，解剖每一个问题，取得实实在在的成

效。如浙江省淳安县下姜村通过“党委带着支部干，支部带着党

员干”，把破旧农房改为精品民宿，昔日不起眼的村子变成了今

日的旅游胜地。当下，有些乡村仍然存在交通设施建设、卫生体

系建设、高标准农田建设、产业融合发展等亟待解决的突出问

题，更需要党员干部敢于到矛盾相对集中、问题相对复杂的地方

去，与广大群众“面对面”、与

基层问题“硬碰硬”，切实把惠

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工作

做到群众心里。

来源：《农民日报》

答好“四下基层”乡村实践题
□ 章盛迪

2 月下旬至 3 月初是葡萄树的萌芽

期，在此阶段应及时给葡萄园灌催芽水，

施速效氮肥。有条件的农户应及时全园

灌水，确保葡萄植株萌芽整齐。葡萄萌

芽期也是葡萄植株花芽继续分化和新梢

开始旺盛生长的时候，需要大量养分，故

施用0.2%的尿素，施肥量约占全年施肥总

量的15%。3月初至4月中下旬，葡萄植株

冬剪后所留的冬芽通常有70%至80%会萌

发，造成发芽偏多。所以，葡萄植株春季

萌芽后要合理留芽。留芽太多，会造成养

分浪费和争夺，不利于坐果；留芽过少，易

促成枝蔓旺长，加重落花落果。

抹芽：一条结果母枝有多个芽眼萌

发时，每隔 15 至 20 厘米留一个芽眼，每

个芽眼留一条新梢，每个结果母枝留 2

至 5 条新梢，其余的从基部抹除。抹芽

时还要抹除无花序芽或弱芽。

定梢绑蔓：保留的新梢开花前在花

穗以上留 5 片叶摘心，无花穗的新梢留

7 至 8 片叶摘心。摘心后发的副梢只留

顶部 1 至 2 个副梢，保留 2 片叶反复摘

心，其余副梢全部抹除。同时，根据枝

蔓的生长情况适时绑蔓。

果穗处理：为确保坐果率，通常要掐

去植株四分之一至五分之一的穗尖，花期

喷 0.3%硼肥加 0.3 至 0.4%尿素。花后 5 天

进行人工疏粒，再套袋保护。（余志君）

来源：《农业科技报》

春季栽种葡萄树怎样管理

本报讯（记者 谭媛文）2 月 22 日，记者从县供销合作

社获悉，自去年 10 月启动春耕备肥以来，截至 2 月中旬，

县供销合作社累计销售化肥约 1.6 万吨，现有化肥库存约

0.8 万吨，同时，0.5 万吨化肥储备已经到位，可有效保障全

县春耕 2 万吨的用肥需求。

据悉，为确保春耕用肥需求，县供销合作社坚持“淡

储旺供，保供稳价”原则，从去年 10 月开始调研、摸清全

县各乡镇（街道）农资需求变化，制订冬储计划，选择具

有较强承储能力的农资公司和智慧农服公司作为化肥

承储单位。县供销合作社还督促基层供销合作社、各农

资经营企业、农资经营网店严格遵循国家有关产品质量

标准，严把进货、储存、销售“三关”，坚持做到假冒伪劣

的不购进，渠道不正的不购进，确保销售的农资商品无

假冒伪劣、无以次充好、无质次价高，保障农民用上“放

心肥”。

此外，为确保农民春耕生产顺利进行，县供销合作社

还将会同县农业农村委、县市场监管局等部门加大对制

售假冒伪劣农资的打击力度。

县供销合作社：去冬今春已售化肥1.6万吨

本报讯（记者 李铁）2 月 22 日，石宝镇社保所开展电工培训，

45 名农民工参加。

本次培训为期 11 天，采用理论知识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授课。培训结束后，将为通过考核的学员颁发“初级电工证”。

石宝镇还将开展多期技能培训，切实提高农民工的综合素质

和专业技能，激发农民工学技术、练本领的热情，增强其适应岗

位工作的能力，增加务工收入。

石宝镇
45名农民工接受电工技能培训

2 月 22 日，石宝镇供销合

作社负责人张龙华为农户配

送化肥到家，助力农民春耕春

播。

记者 谭媛文 通讯员 成周

勇 摄影报道

送肥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