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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冬时节，记者走进独珠江村智慧

农业园，周玉高正在园内查看“忠橘 1

号”柑橘生长情况。

“不用去皮，直接吃，尝尝这是不是

你吃过最甜的柑橘。”周玉高一边说，

一边向记者递了一个黄澄澄的“忠橘 1

号”柑橘过来。去年，周玉高辗转全国

各地，寻找到柑橘新品种“忠橘 1 号”。

如今谈起“忠橘 1 号”柑橘，周玉高两眼

放光，充满希望。

周玉高是土生土长的马灌镇人，今

年 60 岁。1986 年 10 月退伍后开始从事

农作物良种繁育工作。2010 年 10 月，45

岁的他辞掉年薪 50 万元的企业高管工

作，回到家乡马灌镇创业，成立重庆高

鹏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公司在马灌镇

种植优质杂交水稻，利用“水稻＋鱼、

虾、蛙”综合生态种养模式，发展特色高

效农业。经过多年努力，多个农产品获

得中国 A 级绿色食品标志证书，还注册

了“高鹏”“饭飘香”“农二哥”等商标。

2021 年，周玉高积极响应县委、县

政府号召，参与独珠江村建设，并打造

独珠江村智慧农业园。

园内大棚基地种植番茄、脆桃、蓝

莓、草莓等有机果蔬，采用无土栽培、

营养液调配、环境监测控制、机械化作

业、产品采后处理等先进农业技术，实

现农作物生产和质量监测全过程可追

溯。

去年夏天，独珠江村智慧农业园的

有 机 番 茄 成 熟 上 市 ，销 往 重 庆 各 地 。

“因为口感纯正、绿色健康，我们县的

居 民 常 常 到 现 场 采 摘 ，产 品 供 不 应

求。”周玉高介绍。

为丰富产品种类、延伸产业链，去

年，周玉高辗转全国各地，寻找新的种

植品种。最终 ，他在湖北找到柑橘新

品种，并将其引回独珠江村智慧农业园

改良培育，取名“忠橘 1 号”。

周玉高介绍，“忠橘 1 号”是芸香科

柑橘属的一种高端品种柑橘。其具有

抗病性强、生长力旺盛、采收时间长等

特点，因含糖量高，还可制成果脯和切

片茶。此外，“忠橘 1 号”柑橘还有抗寒

耐旱、无果渣等特点，投资回报见效较

快。

多年来，在企业不断发展的同时，

周玉高积极带领乡亲一起奔富路。高

鹏农业常年吸纳 100 多名农民工在基

地务工，每年发放农民工工资 100 多万

元。同时，高鹏农业还通过流转土地和

订单农业模式，带动马灌镇 2000 多个

农户种植优质水稻，促进当地农户稳定

增收。

“把农村做舞台，把农业当事业，把

农民视亲人。”周玉高说，他会继续在

特色高效农业这条路上走下去，带领更

多乡亲过上好日子。

发展发展高效农业有高效农业有““术术””助力群众增收有助力群众增收有““路路””
——记忠州新农人周玉高

本报记者 杨紫娟

1 月 21 日，金鸡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心、

金鸡镇老体协联合县书法家协会，在金鸡镇金鸡

场开展“欢欢喜喜迎新年”写春联、送春联活动，

为当地群众送上美好的新春祝福。

当天，县书法家协会会员和金鸡镇文化干部

共为群众书写春联 200 余副。 记者 袁明琼 摄

金鸡镇：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讯（记者 李铁）“种子一定要平放，保持通风透气，防止

腐烂，还要趁晴抢时播种。”1 月 21 日，忠县科技特派员、国家林草

乡土专家、高级工程师崔云风来到涂井乡长溪村中药材种植基地

库房，查看即将播种的近万公斤丹参种子，助力中药材科学种植。

在种植现场，崔云风详细讲解了耕地技术、种植株行距要求

及病虫害防治、土壤管理、施肥等关键技术。他还深入基地，进

行微耕机操作示范。

据介绍，这近万公斤丹参种子将种植到 200 亩中药材基地

里，预计每亩产值超过 1 万元。除种植企业可获得可观的效益

外，农户也可增加务工收入。

科技特派员下乡送技能
助中药材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讯（记者 李铁）1 月 22 日，在三汇镇 2025 年新春政企恳

谈会暨招商引资工作会上，三汇镇招商引资工作迎来“开门红”，

成功签订 3 个项目合作协议，签约金额达 1.18 亿元。

忠县丰产蔬菜种植场、重庆疯狂之绿农业（重庆）农民专业

合作社、忠县滕高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三汇镇政府签约，签

约资金分别为 4800 万元、4000 万元、3000 万元。

三汇镇党委负责人表示，该镇将紧紧围绕县委“1116”总体工

作思路，用好“十个结合”谋事业、“三十六条”抓落实，不断优化投

资环境，为企业提供良好服务，推动全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三汇镇
招商引资工作迎来“开门红”

本报讯（记者 彭群英）“走走走，领钱去……”1 月 21 日，洋渡

镇渔洞村居民点，渔洞村、花岭村、蒲家村村民们欢欢喜喜领取

土地流转费。

几年前，为发展柑橘产业，洋渡镇集中流转了渔洞村、花岭

村、蒲家村 1000 余亩土地。后因技术、资金、管理等问题，柑橘园

承包商“撒手不管”，柑橘园陷入无人管理状态，导致农户的土地

流转费一直未支付。

土地流转费涉及 3 个村 442 户村民，近 71 万元。为了不让农

户的土地流转费“打水漂”，洋渡镇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寻找有实

力、有技术的经营业主承包柑橘园，把柑橘产业发展下去。

去年 12 月，柑橘园迎来新主人——重庆源鸿农业有限公司。

该公司与洋渡镇协议约定：流转渔洞村、花岭村、蒲家村土地，并

及时支付近 71 万元土地流转费。签订合同后，重庆源鸿农业有限

公司立即将近 71 万元土地流转费转到了各村集体经济账户上。

“拖了几年了，没想到还能拿回土地流转费。”渔洞村四组村

民李仁廷乐呵呵地说，“1 亩 1 年流转费 380 元，我家共流转土地 2

亩，两年流转费 1520 元，今天我全部领到了。欢迎更多企业到洋

渡镇来，我们会继续支持柑橘产业发展。”

撂荒果园找到新主人
兑现近71万元流转费

1 月 22 日，复兴镇水坪社区举办春节

联欢会，现场气氛热烈，笑声不断。

歌曲、舞蹈、小品等文艺节目轮番上

演，赢得观众阵阵掌声。写春联、送春联

活动备受欢迎，书法爱好者们挥毫泼墨，

为居民送上新春祝福。

联欢会特别增设“五户”颁奖环节，表扬

了一批讲卫生、讲和睦、讲文明、热爱祖国、

保护环境的新时代“五户”家庭；开展基层治

理积分兑换活动，居民们用志愿服务积分

兑换心仪的年货；精心策划集体生日会，让

寿星们齐聚一堂，戴生日帽、吃蛋糕，现场

一片浓浓的年味和温情。记者 周晶 摄

复兴镇水坪社区：文艺节目贺新春

春节临近，年味渐浓。近日，磨子土家族乡

堰口村 300 余名老人齐聚一堂，体验杀年猪、吃

刨汤宴，喜迎新春。

在一片热闹欢腾中，大家齐心协力宰杀年

猪，并将其烹制成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特色佳

肴。中午，刨汤宴正式开席，30 余张圆桌有序展

开，色泽诱人的炒肉丝、热气腾腾的血旺汤、鲜

嫩多汁的炒猪肝……一一摆上餐桌。老人们围

坐一起，纷纷举杯，相互祝福，欢声笑语回荡在

院坝中。 记者 吴建华 摄

刨汤宴里迎新春
1月 21日，白公街道开展以“灵蛇迎春 共赴新

程”为主题的文艺汇演，社区居民齐聚一堂，欢欢乐

乐迎新春。

活动现场，表演者们各展才艺，有动感的舞蹈、

精彩的演唱，还有充满特色的乐器演奏，赢得现场观

众阵阵掌声。书法爱好者们笔走龙蛇，将写好的春

联和“福”字赠送给居民，现场气氛热烈祥和。

记者 吴建华 摄

白公街道：给居民送“福”字

周玉高在大棚基地查看“忠橘 1 号”柑橘长势。

本报讯（记者 田华平）近日，花桥镇在师联村开展安全知识

进村宣传活动，提高群众防灾减灾能力。

当天，镇政府工作人员针对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建设

施工、防范一氧化碳中毒、有限空间作业等，详细讲解各种安全

防范措施和应急处置方法。现场还举行有奖知识问答活动，激

发群众参与热情。

花 桥 镇 将 常 态 化 开 展 各

类安全知识进村（社区）宣传

活动，帮助群众增强安全防范

意识，提高应急处置能力。

花桥镇
开展安全知识进村宣传活动

民以食为天。2024 年，全国粮食总

产量 14130 亿斤，比上年增加 221.8 亿

斤，在连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的

基础上，首次迈上1.4万亿斤新台阶。我

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产品在经济社

会发展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农产

品消费一头连着百姓餐桌，关乎民生福

祉；另一头连着农业产业，影响着经济发

展，全面促进农产品消费意义重大。

农产品消费对农业及相关产业具

有强大的带动作用。当农产品消费市

场活跃，需求旺盛，会直接促使农业生

产规模扩大，农民种植养殖积极性提

高。这不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稳定和

发展，还能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

比如，农产品加工行业通过对农产品精

深加工，生产出各种食品、饮料等，既

提高了农产品附加值，又创造了更多就

业机会和经济效益。农产品的流通环

节，涉及运输、仓储、销售等多个领域，

活跃的农产品消费能让整个产业链条

动起来，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利

用，对宏观经济增长作出重要贡献。

农产品消费与农民收入有着紧密

联系。农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农产品销

售，当农产品消费市场良好，价格合

理，销售顺畅，农民的收入便能得到更

好保障和提高。较高的收入又能让农

民有更多资金投入农业生产中，改善生

产条件，形成良性循环。相反，如果农

产品消费不畅，出现滞销等情况，农民

的收入就会相应减少。促进农产品消

费是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推

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

促进农产品消费需要政府、企业、

农民和消费者共同努力。通过提升品

质、加强品牌建设、拓展渠道、推动产

业融合和加强政策支持等多方面举措，

让农产品消费市场更加活跃，为经济社

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品质是农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加强

农产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从农田到餐

桌的全过程质量追溯体系，确保农产品

质量安全。加大对农业生产环节的监管

力度，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等农业投入品

的使用，严厉打击违规使用高毒高残留

农药等行为。积极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鼓励农民采用生态种植、养殖模式，生产

出绿色、有机、无污染的农产品。比如，

推广生物防治病虫害技术，利用天敌防

治害虫，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品牌是农产品走向市场的重要名

片。各地应结合本地特色农产品资源，

打造具有地域特色和市场影响力的农

产品品牌。深入挖掘农产品背后的文

化内涵、历史故事，赋予品牌更多价

值。通过品牌宣传推广，提高品牌知名

度和美誉度。例如，一些地方通过举办

特色水果采摘节、线上线下宣传等方

式，将品牌推向全国市场。同时，注重

品牌质量维护，确保品牌农产品始终保

持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以品牌效

应提升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

吸引更多消费者购买。

多元的销售渠道是提高农产品销

售量的重要保障。大力利用电商平台，

搭建农产品线上销售专区，简化销售流

程，降低销售成本。鼓励农民和农业企

业开展直播带货，通过主播对农产品的

展示和介绍，让消费者更直观地了解农

产品的特点和优势。还可以加强与社

区团购、生鲜超市等合作，开展农产品

直供直销，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产品

的流通效率。

农业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是提升农

产品附加值的重要方式。在农业与旅游

融合方面，可以开发乡村旅游项目，让游

客体验农事活动，品尝新鲜农产品，增加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认知和喜爱。在农产

品深加工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出更

多种类、更高品质的加工产品。通过产

业融合，延长产业链，增加农产品的附加

值，提高市场竞争力。来源：《经济日报》

多举措扩大农产品消费
□ 王庆华

近 日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印 发《乡 村 全 面 振 兴 规 划（2024—

2027 年）》。《规划》指出，到 2027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

展，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乡

村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城乡基本公共服

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提升；东部发达地区、中西部具备条件的大中

城市郊区乡村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到 2035 年，乡村

全面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农业现代化基本实现，农村基本具备

现代生活条件。

本次印发的《规划》是我国出台的新一轮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专家表示，《规划》突出强调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增加农民

收入是“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在农民的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

入与经营性收入是主引擎。为增加农民收入，《规划》提出加大

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力度，完善产业链利益联结机制，通过系列举

措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随着收入增加，农村居民消费能力也将提升。国家发展改革

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涂圣伟表示，要把县域商业体系建设

好并健全起来，开发更多适应农村市场的消费品，解决农村消费

市场环境问题，让农民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未来一段时间，如何加快推进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规

划》明确了优化城乡发展格局、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等 9 项重点任

务。实施新一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行动，推行由常住地登记

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

行动，推动粮食产能稳步迈上 1.4 万亿斤台阶。实施农业品牌精

品培育计划。实施农产品加工业提升行动。

国家发展改革委农经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邱天朝表示，下

一步，将顺应我国城乡关系演变的大趋势，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

村全面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尊重

规律，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抓好《规划》落实落地。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强调促进农民增收 明确9项重点任务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印发

““忠橘忠橘11号号””柑柑橘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