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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地处成渝现代高效特色农业带

核心，涪琼两江横贯，农业生产条件优越，

是川渝农产品核心保供基地、全球顶级柠

檬产区，拥有全国首批现代农业示范区等

20余个国家级“金字招牌”，享有“国际柠

檬之都”“西部绿色菜都”“中国油菜之乡”

的美誉。迈进新征程，谱写新篇章。潼南

立足自身资源和产业发展优势，夯实现代

农业基础，努力在建设“农业强区”的新赛

道上阔步前进。

培育农业“芯片”夯实产业根基

2022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关于公

布国家级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

认定结果，重庆市潼南区被认定为国家级

油菜制种大县。

潼南油菜种植历史悠久，区内崇龛镇

是重庆重要的油菜种植基地。近年来，潼

南不断强化冬油菜总产量在全市的优势地

位，油菜制种产业蓬勃发展。通过政府引

导，采取“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土地入

股”等模式，大力推行基地建设标准化、种

子生产产业化、生产全程机械化、管理手段

信息化、制种农民职业化“五化”模式，中一

种业、科光种苗等一批企业扛起龙头，带动

发展油菜制种专业合作社12家，家庭农场

28家，油菜制种农户3000余户，促进了油

菜产业发展和新技术推广。

“聚焦粮油、蔬菜、柑橘、水产等特色农

业产业，大力推进种业高质量发展。”潼南

区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种业站站长钟景勇告

诉记者，目前，选育的“庆油3号”“庆油8

号”“渝油28”等油菜种子，质量达到国标

一级种。同时，依托柠檬种苗繁育中心，提

档建设柠檬脱毒育苗基地240亩，培育柠

檬、枳壳以及爱媛38、明日见等各类柑橘

种苗，年提供良种接穗200余万枝，可为全

市及周边省市提供安全可靠种苗。

据潼南区农业农村委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发

展机遇，推动油菜种子生产向规模化、集约

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信息化方向迭代升

级，努力打造服务长江中上游、辐射全国的

一流国家级油菜制种高地，服务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

到2025年，力争高标准制种基地面积达到

3万亩，常年制种面积不低于2万亩，种子

合格率达到95%以上，年生产油菜良种能

力达180万公斤以上，建成油菜制种强镇

3—5个，基本形成油菜制种研发、生产、加

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实现产值2亿元。

发展智慧农业 建设高效产区

潼南聚焦科技创新，用大数据智能化

为现代农业发展赋能，农业生产方式加速

向标准化、智能化转变，一场从田间到“指

尖”的变革，让种地变得轻松起来，释放出

更为强大的活力。

“我们基地安装了智慧农业监控摄像

头、太阳能接收板、太阳能杀虫灯等智慧

设施，果园的温度、湿度、光照、虫害等关

键数据，以及实时监控影像都可以在手机

上查看，每棵树的情况都能实时掌握。”双

江镇白云村赛沃农业公司柠檬种植基地

负责人胡航说，与传统果园不同，基地应

用的是自动水肥灌溉系统，只需通过手机

就启动了需要浇水施肥地块的喷灌设备，

水肥通过管道精准的喷灌在每一棵柠檬

树上。

近年来，像胡航一样的新农人不断涌

现，推动农业机械化、智能化程度不断提

高。“重庆渝飞”农机服务专业联合社（简称

渝飞农机联合社）就是由潼南区10家优秀

农机合作社抱团成立，也是全市首家农机

联合合作社。该联合社拥有机库棚14830

平方米、各类农机装备782台套，7个服务

网点分布于潼南各农业产业集群地，不仅

为本地的农业生产提供社会化服务，更走

出重庆市面向其他省市承接服务项目。

打造标准化基地，建设高效农业产区，

为现代农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目前，全

区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80余万亩，建成

20万亩油菜生产保护区、5万亩遂潼优质

蔬菜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3万亩柠檬标

准化种植基地，建成农业标准园 300余

个。对丘陵地块实施“宜机化”改造，引进

培育重庆市粮食集团、渝飞农机联合社等

大型经营主体，推广“耕种管收储”全程机

械化社会服务，水稻、油菜等主要农作物全

程机械化率达60.27%。建设潼南农业大

数据平台，推广应用粮油无人机直播、测土

配方、沼渣沼液水肥一体化、智能滴灌等技

术10万余亩，农业信息化覆盖率达100%。

发力精深加工 实现产业增值

走进重庆檬泰生物科技的车间，一条崭

新的全自动生产线正在进行新型果胶产品

的生产。企业通过自主研发，独创世界领先

的柠檬六分离技术，可以从一颗柠檬的油

囊、外皮层、中皮层、果肉和果核里提取加工

出数十种高附加值产物，让柠檬的价值几何

倍增。目前，该公司果胶产量突破2000吨、

产值实现2亿元，开发出功能性果胶软糖，脱

氧柠檬片等系列产品，市场销售供不应求。

除高科技生产线之外，檬泰科技还打

造了柠檬生产管理智能化系统，充分运用

物联网、云计算等技术，搭建起柠檬产业大

数据平台，可快速采集生产、加工、运输、检

测等各环节数据，实现生产全流程把控。

目前已覆盖5万亩柠檬基地，有效提升了

潼南柠檬生产、管理总体水平，大大提高柠

檬相关产品质量和生产效率。

从一颗小柠檬被“榨干吃净”，到颗颗

菜籽成为家家户户必备成品油等。近年

来，潼南农产品精深加工发展迅速。位于

潼南高新区的重庆红蜻蜓生态农业发展有

限公司潼南项目一期油菜籽压榨生产线已

正式投产，年均可压榨油菜籽3.6万吨，产

出浓香菜籽油1.2万吨。龙头企业的入驻，

加快推动了农产品增品种、提质量、创品

牌，实现了农业补链强链，提升了现代农业

发展效益和核心竞争力。

目前，潼南以创建全国农业科技现代

化先行区为契机，正加快建设重庆（潼南）

农科城。围绕油菜、柠檬、蔬菜三大产业

链，成立科技创新联盟2家、独立法人研发

机构14个，创建渝西智慧农业研发中心、

柠檬科技创新中心、专家大院、博士工作站

等市级科研平台12个。通过政策集成、要

素集聚、企业集中、功能集合方式，高标准

建设5平方公里国际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

园，布局粮油、柠檬、保健食品等七大特色

食品加工产业，被纳入中国（重庆）国际农

产品加工产业园总体规划。出台支持企业

高质量发展18条政策措施，壮大朴真农业

等加工龙头企业，培育农产品加工规上企

业43家、国家级龙头企业1家、市级龙头

企业10家、区级龙头企业17家，农产品精

深加工产值突破140亿元。推进企业联结

发展，通过组建“上下游主体联盟”、建立

“产业化联合体”等方式，培育相关上下游

经营主体304家，带动发展新型经营主体

3200余户，初步形成“龙头打主力、集群提

能级”的产业发展格局。

推动农旅融合 助力乡村振兴

潼南是“中国最美的油菜花海”之一，

也是“重庆十大春季旅游目的地”之一。每

年三月，潼南菜花节以它独特魅力吸引了

四方游客纷至沓来。

崇龛镇是全区最大油菜种植基地，通

过标准化种植和推广优良品种，大力挖掘

油用、肥用、蜜用、观花休闲等多种功能，油

菜生产已由典型的传统单一农业产业发展

成为集生产、制种、加工、销售及旅游开发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链条大产业，实现一

二三产业融合发展，辐射带动当地10万余

名农民实现增收。

“2022年，我们推进了油菜产业园建

设，建成了5个万亩级的稳产、高效综合示

范区，乡村旅游与深加工延伸了产业链，增

加了附加值，让群众吃好这碗旅游饭、产业

饭，现代农业全链条大产业体系日渐完善，

取得了较好的带动效应。”潼南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依托农业产业优势，潼南着力推动田

园变花园、产区变景区，大力发展乡村休闲

旅游，发展田园观光、文化旅游、亲子研学、

度假康养为一体的乡村休闲旅游，让美丽

经济和共享经济为乡村振兴增动力。在桂

林街道梨树村“微耕园”、米心镇吉家村共

享农庄、龙形镇共享农场、古溪镇贵丰源共

享农庄……各镇街纷纷探索建设了一个个

“共享田园”。在这里，市民可以拥有一块

“土地”，种上自己喜欢的品种，周末带着家

人到乡间放松心情，享受田园生活的乐趣。

以农业产业为基础，以旅游休闲为形

态，以风土文化为灵魂，潼南将深度挖掘乡

村价值，跨界创新产业业态，实现产业链、

供应链、创新链、技术链、人才链的融合，推

进农业结构转型、农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

致富。 据《潼南报》

潼南报资料图片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全媒体记者 刘 莉 关羽 （本报有删节）

潼南 在建设农业强区的新赛道上阔步前进

4月10日，万盛经开区南桐镇王家坝村，一片绿

意葱茏。

近年来，万盛经开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守护绿水青山，完善水、电、路、通信、健身场所等基

础设施，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

万盛日报特约记者 曹永龙 摄

据《万盛日报》

桂林双坝蔬菜基地。

美丽乡村绿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