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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8日，重医附一院党委召开2022年度党支部书记
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会。重医附一院党委书记许平主
持会议，并代表医院党委对2022年的工作进行全面总结。
全院42个党支部书记依次进行工作汇报，许平逐一给予针
对性的点评，为下一步工作指明方向。

许平满怀深情地讲述了过去的一年，战胜酷暑高温、山
火肆虐、疫情高压等重重考验。医院在全国1355家三级公
立医院绩效考核中排名第32位，连续3年居重庆市首位，
连续3年居全国第一方阵医院。2022年获得重庆市科技突

出贡献奖1项，2人获第十三届重庆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市长
奖，1人获第八届重庆市十佳科技青年奖。第一分院改扩建
工程正式开业，仅用两年时间高质量建成了“五个一流”新
院区。第二医疗综合大楼已修建到主体结构八楼，预计
2023年6月完成21层主体结构封顶。此外，在中心城区全
域协同防控开始前，全院2821名医务人员连夜回到医院守
护病人，没停一天门诊，没停一天手术，没停一天住院，最大
程度扛起社会责任。

重庆晨报通讯员

本周五（2月3日）24时将迎来新一轮国内成品油调
价窗口，按目前原油变化率的监控情况来看，预计国内油
价将迎来春节后的首次涨价。

据业内机构测算数据，截至1月30日，即新一轮油
价调整的第六个工作日，原油变化率为6.22%，预计汽、
柴油上调280元/吨，折算成升价后，预计上调0.22~0.24
元/升，或为2023年的第二次涨价。

据中新社

油价节后或首次涨价
周五下班赶紧去加油

重医附一院党委召开考核会 党支部书记述职“交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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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化+科技化
“青疙瘩”变“金疙瘩”

工业大区
如何“玩转”
现代农业
一项已有120多年历史的传统产业，如何

成为重庆产销规模最大的特色支柱产业？一个
面积仅10余平方公里的江边小村，怎样成为全
国闻名的花果文旅盛地？

1月31日，由重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新重
庆新农村”主题宣传媒体报道组来到涪陵区展
开行进式采访，探究涪陵这个工业大区，是如何
用工业化思维、科技化手段“玩转”现代农业，增
加农产品效益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新重庆新农村

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

鸟瞰睦和村

涪陵区外景

榨菜种植基地

提升农产品附加值
以工业化思维抓农业生产

涪陵区地处重庆市中部、三峡库区腹地，位于长江、乌江
交汇处，历来有川东南门户之称。是重庆主城都市区重要战
略支点城市、重庆一小时经济圈核心城市。

涪陵区幅员面积2942.36平方公里，2021年全区常住人
口111.92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1.38万人，历来是重庆
的工业大区，现已形成以涪陵高新区、临港经济区、白涛工业
园区为承载，以材料、清洁能源、消费品、装备制造、生物医药、
电子信息六大主导产业为支撑的工业发展格局。

与此同时，涪陵传统农业也有较好基础，区内有耕地面积
67045公顷，农村常住人口30.54万人，农产品独具特色。在
持续抓好工业经济的同时，涪陵区也毫不放松生产，特别是在
深入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他们依托区内农业农村特色资源，
以工业化思维，提质特色农产品，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通
过“补链”“造链”“强链”和“延链”，推动特色农产品“接二连
三”，在上中下游各个环节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2021年涪陵区实现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37.03亿元，实现
增加值90.89亿元。还成功创建“全国农业全产业链典型
县”，获评全国农村创业创新典型县，落地川渝共建“中国酱腌
菜科技创新重庆市重点实验室”。

升级传统特色产业
让“青疙瘩”变“金疙瘩”

榨菜是涪陵的特色产业，历经120余年这一传统产业为
何长盛不衰，甚至还成为广受欢迎、享有“国民下饭莱”的特色
支柱产业？采访中，涪陵区有关领导作了具体介绍。

“百余年来，承载着几代人味觉乡愁的涪陵榨菜，历经了
草创、萎缩、稳定、变革等多个阶段。进入新时代，借着科技力
量，榨菜产业步入现代化产业发展阶段。如今已成重庆市农
业农村经济中产销规模大、品牌知名度高、产业链条完整、辐
射带动能力强的富民优势特色支柱产业。”

科技兴菜，便是工业思维与传统农业的碰撞。涪陵区利
用种质资源研发出的作物新品种成为榨菜“芯片”，推进更新迭
代，育优种、增收成、提品质。先后培育推广了数十个青菜头新
品种，有力地推动了青菜头品种更新换代和榨菜产业发展。

在产业链一端，涪陵榨菜从青菜头种子选育、青菜头种
植、榨菜生产加工、榨菜附产物开发、产品销售市场拓展等，已
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上中下产业链和产业化经营格局。

同时，随着产品结构不断优化升级，涪陵榨菜已形成涪陵
青菜头、全形榨菜、方便榨菜、出口榨菜等四大系列100余个
产品品种，产品销往全国各大中城市及县乡市场，出口日本、
东南亚及有华人居住的世界各地。

如今，昔日不值钱的“青疙瘩”，摇身一变成为农民致富的
“金疙瘩”。数据显示，2022年秋，涪陵全区青菜头种植面积
735060亩，青菜头种植、加工分别带动16万农户、1700余户
加工户、41家榨菜企业以及常年7万余人的增收致富。2022
年全年产销成品榨菜50.53万吨，实现产业总产值132.87亿
元，人均榨菜纯收入2872.96元。

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介绍，涪陵区还正在用新技术升级
这一传统产业，开发更加满足年轻人口味的“未来榨菜”，投资
60亿建设“中国榨菜城”正在加紧建设中，“未来涪陵将推动
榨菜产业提质增效、补链成群，并拓展‘榨菜+’文商旅融合发
展新路径，力争使其在未来成为千亿级产业。

“接二连三”抓农旅
移民小村变花果旅游胜地

涪陵区南沱镇睦和村，一个面积仅10余平方公里
的江边小村，如今已成为花果文旅胜地。这也与涪陵
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用现代理念改变传统农业种植
模式的案例。

睦和村自古便是当地有名的瓜果之乡，相传，唐朝
杨贵妃喜食荔枝来自于此。此外，龙眼也是睦和村的
重要优势经济作物，不远处的平西坝岛上，至今仍保留
了数百株百年龙眼古树。

睦和村属长江三峡库区重点淹没移民村，2002年
三峡水库二期建设蓄水后，村里原有的2668亩耕地被
淹没到只剩1678亩，全村人均耕地不足6分。南沱镇
副镇长、睦和村党支部书记刘家奇带着村民重拾睦和
村瓜果满山盛况，围绕经果林产业和乡村旅游两大重
点，积极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

如今，睦和村以优质龙眼、荔枝、枇杷、柑橘等特色
水果为主导产业发展果园2600亩，年产水果近2000
吨，从种植到采摘，从收购、包装到深加工，再到乡村旅
游，村里将经济果林产业链经营得有声有色。

花果带来乡村旅游的兴起。睦和村组建了“乡村
旅游股份合作社”，打造民俗一条街。如今，村里形成
了乡村休闲体验游特色产业，发展星级农家乐、特色民
宿24家，年接待游客10万人次。目前，全村种植水果
2600亩，人均年纯收入达到22000元。

无独有偶，涪陵区还把中药材作为产业振兴的重
点项目之一，他们依托龙头企业国药太极进行标准化
生产，与开州区、酉阳县等11个区县联合发掘“秦巴
药谷”资源宝库，依托渝东南农科院开展三峡库区道
地药材种质资源搜集，打造林下中药材种质资源圃。
支持国药太极、天同公司打造大顺800亩中药材良种
繁育基地，联合中国医科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四川农
大等院所开展良种选育，开发系统选育、种内杂交、组
培快繁等繁育技术，累计培育紫苏、前胡、黄精等道地
品种11个，“太极紫苏 0901”获品种鉴定证书。同
时，发展规模种植“增产”，区内外种植面积达30余万
亩，总产量3.6万吨，其中6个品种面积和产量均居全
国第一。

在抓产业的同时，涪陵注重特色发展“兴旅”，深挖
中药材药食赏特性，推动农业景观化、景观农业化，打
造大顺中药材种植示范园和天同林下仿野生仙草苑，
建设中药材展览馆，推出林下赏药、智慧灵芝、智慧育
种等观赏项目，引入药食赏用药材200余种。以此为
出发点，涪陵规划建设养生医院、养生民宿、仙空露营
基地、八卦摄生道场等后续项目，发展“中药材+康养
旅游”融合业态，打造集生态观光、科普教育、养生度假
为主题的中药材康养小镇。

工业化思维+科技化手段，让涪陵这个工业大区
“玩转”了现代农业。正如涪陵区委书记王志杰所言，
涪陵正做强小规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的农业特
色产业，培育乡村休闲旅游、文化体验等新产业新业
态，促进农业“接二连三”，推进产业特色化、集约化、融
合化。

重庆晨报记者 杨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