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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川报讯（记者 刘冰凌）9月 8日上

午，在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渝西

首发现场，汽笛声阵阵，五辆满载着合川生

产的摩托车及零配件的集装箱汽车从渭沱

物流园出发，将于4天后到达缅甸。这标

志着合川迈出了全面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的坚实一步，正式成为重庆融入西部

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的区县之一。

首发仪式上，合川区与重庆公运东盟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双方将在跨境运输领域开展深

层次合作，常态化开行合川至东盟地区的

重庆跨境公路班车，共同推动东盟商品市

场建设，共同培育开放型经济。

据了解，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

车的开通是合川深入落实党中央“建设西

部陆海新通道”重大战略部署、推动重庆市

委“一号工程”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合川

作为主城都市区发展的重要支撑，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节点，将抢抓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

建设、成渝中部崛起、渝西地区一体化高质

量发展等重大机遇，聚焦建设重庆北部综

合性物流基地目标，积极争取建设兰渝高

铁、合川至中心城区的非收费物流通道、嘉

陵江井口生态航运枢纽等对外大通道，优

化完善“铁公水”多式联运体系，推动“通

道+经贸+产业”联动发展、有机融合，全力

打造“承接主城、服务渝西、辐射川东、面向

西北”的重庆北部综合性物流基地。

近年来，合川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在通道建设、平台提升、产业

发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西部陆海

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的开通，为合川摩

托车、通用机械、火锅食材等产品出口东

南亚打开了一条更加便捷高效的通道。

下一步，合川将持续深入与重庆公运东

盟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合作，在通道建设、

物流运输、产业协同、对外贸易等方面共

建共享，做大做强“两主+四特”产业集

群，实现合川区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发

展，进一步助力合川全面融入西部陆海

新通道，更好地在渝西北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 （本报有删节）

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渝西首发仪式举行

新渝报讯（记者 李 东 陈柯男）近日，

农业农村部发布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范

村镇名单，重庆两个镇和20个村入选。其

中，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榜上有名。

本次评选由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中

央宣传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联合组

织。此次重庆入选第三批全国乡村治理示

范镇的是江津区先锋镇、奉节县安坪镇，入

选示范村的是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万州

区甘宁镇楠桥村、黔江区石会镇中元村等

20个村。按照创建标准，入选乡镇要达到

乡村治理工作机制健全、基层管理服务便

捷高效、农村公共事务监督有效、乡村社会

治理成效明显的要求；入选示范村要实现

村党组织领导有力、村民自治依法规范、法

治理念深入人心、文化道德形成新风、乡村

发展充满活力、农村社会安定有序的目标。

近年来，高升镇旭光村从健全乡村治

理机制体制、完善服务设施功能、加大力度

提高农业产业效益、建设好维护好舒适优

美人居环境等方面入手，在乡村治理、乡村

振兴之间摸索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建成

了一个和谐、美丽、宜居、产业兴旺的示范

村，切实增强了村民的获得感、幸福感。

大足区高升镇旭光村入选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9 月 11 日，记者从潼南区获悉，从

2022年10月上季柠檬采摘上市至今，该

区柠檬深加工量、出口量双双位居全国第

一。其中，出口量 3.98 万吨，占全国的

70%；深加工量10万吨，加工产值10亿

元。

潼南并非我国最早大规模发展柠檬产

业的地方，目前32万亩的种植面积也远远

比不上有着“中国柠檬第一县”之称的四川

安岳，可潼南为何能在柠檬的深加工和出

口上，双双做到全国第一？

360户业主种了28万余亩柠檬，90%
基地实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

琼江流域是潼南柠檬种植的核心基

地。记者在该区柏梓镇万亩柠檬基地看

到，这些基地连接成片，大多都是标准园。

在施肥方面，采用有机肥替代化肥、喷施叶

面肥、果园生草栽培等技术，在病虫害防治

方面，采用太阳能杀虫灯、粘虫色板、抗药

性捕食螨等绿色防控技术，实现了农药化

肥双减。

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是潼南推动柠檬产业发展的核心平台公

司。由该公司建设的潼南种苗繁育中心，

是重庆市首个高标准、现代化柠檬种苗繁

育中心，每年可为川渝地区乃至全国提供

绿色、无毒的柠檬种苗近60万株。

该公司董事长胡泽江告诉记者，潼南

柠檬产业以业主规模化种植为主。目前，

潼南共有柠檬种植业主360户，种植面积

超过28万亩，占到全区基地总面积的90%

左右，户均种植面积近80亩。

多年检测数据表明，潼南柠檬产品农

残抽检年年优于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化肥施用量较全国平均用量减少20%

左右。

目前，潼南已建成柠檬标准园100个，

出口备案基地面积累计达到2.8万亩。

六分离提取技术将柠檬“吃干榨尽”，
让一颗柠檬附加值增加十余倍

9月11日，潼南区重庆檬泰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柠檬加工车间内，一条全新的自

动化包装生产线上，一颗颗柠檬鲜果在经

过洗果、冷磨、榨汁、精油提取、黄酮提取等

多种工序后，变成柠檬精油、柠檬烯、柠檬

汁、果胶等多种高附加值产物。

“这条自动化生产线是去年10月投入

运行的，也是国内首套全部自主设计研发、

制造的干湿一体柠檬生产线。”檬泰生物研

发部负责人刘雁成告诉记者，这条生产线

实现了六分离提取，可对一颗柠檬“吃干榨

尽”、100%加工利用，让一颗柠檬果增值

十余倍。

柠檬六分离提取技术的第一步是从

柠檬果皮油囊中分离出柠檬精油、柠檬

烯等成分，可用于生产面膜、洗面奶等

日化用品；第二步是从柠檬的黄色外表

皮中分离出柠檬黄酮，可用于生产保健

品和药品；第三步是从柠檬的白色皮层

分离出柠檬果胶，可用于生产酸奶、果

酱等食品；第四步是分离出柠檬果肉，

经过榨汁可生产NFC（非浓缩还原汁）

鲜榨果汁饮料；第五步是从榨汁剩余的

果肉分离出纤维，可用于生产柠檬软

糖、果糕等食品；第六步是从柠檬果核

中分离出柠檬苦素，可用于生产保健品

和药品。

截至目前，潼南已累计引进培育柠檬

加工企业32家，形成汇达、檬泰精深加工

“双龙头”，柠檬纳米汁、柠檬果胶、柠檬脱

氧冻干片、柠檬软糖等精深加工项目陆续

建成投产，研发生产饮料、绿色食品、美容

护肤品、生物医药及保健品等5大类350

余种柠檬产品。

在全国布局7大区域营销中心，出口
至30余个国家和地区

近年来，潼南区聚焦国际国内大市场、

大流通、大消费，实施“潼南柠檬”品牌培育

行动，整合运用现有品牌资源，积极支持开

展绿色、有机食品认证，打造“潼南柠檬”区

域品牌，“潼南柠檬”获评国家地理标志商

标，被纳入国家生态原产地产品保护名录、

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该区还通过政府主导，引导企业强化

创牌意识，汇达柠檬通过中国质量认证中

心GAP认证，入选“巴味渝珍”十强名单，成

为中国柠檬产业领军品牌，柠檬鲜果、柠檬

即食片、柠檬蜜茶、柠檬蜜酱获评重庆市名

牌产品，6个柠檬产品被认证为绿色食品。

在积极打造过硬品牌的同时，潼南区

还不断开拓国际国内市场，在全国布局七

大区域营销中心，在“线上”搭建“中国柠檬

交易网”“国际柠檬交易中心”，柠檬对外贸

易企业达到8家，获得马德里注册国际商

标1个，成功创建国家级出口柠檬质量安

全示范区。

另外，该区还依托龙头企业建设对外

出口直通平台，建成重庆潼南渤海柠檬交

易中心，在新加坡等国家，香港等地区建立

柠檬海外仓、协同中心，建设柠檬出口海关

监管冻库1处，潼南柠檬及其加工产品率

先搭乘“一带一路”快车，填补“渝新欧”班

列生鲜空白，潼南柠檬及其加工产品出口

俄罗斯、印尼、新加坡等30余个国家，香港

等地区，2022年10月至今，该区出口柠檬

3.98万吨，金额3.29亿元。

据《重庆日报》

（本报有删节）

规模化标准化种植，同步推进品牌建设——

潼南柠檬深加工及出口量居全国第一
重庆日报记者 周 雨

潼南区柏梓镇小岭村，村民正在给柠檬套袋。（摄于8月24日）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帆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