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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
登标题为“从网络大国阔步迈向网络强
国”的长篇报道。文中这样描述我市渝

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建成的全国首个丘陵山地数
字化无人果园：“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走进每个
乡村街道。重庆市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地处丘
陵地区，没有耕作优势，一度成为‘空心村’。信
息化、数字化的浪潮让这里呈现出新气象。
2021年，青龙村运用数字技术，开始实施柑橘基
地智慧农业项目，闯出了一条丘陵山地数字农业
发展新路子。”大盛镇青龙村充满科幻色彩的数
字化无人果园，正是我市农业农村委大力推进数
字乡村建设的一个样本。

数字化无人果园充满科幻色彩

7月23日，记者来到文中描述的青龙村数字化无人果
园。虽然正值大暑节气，但是这里的2000多亩柑橘却一排
排、一行行铺满了大大小小的山头，漫山遍野的青绿，每棵
树的枝头都挂着刚结出的小果子，生机勃勃，再搭配上一栋
栋白墙黛瓦的农舍，在清清的御临河畔展开了一幅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的动人图景。

青龙村驻村第一书记田金沛十分自豪地介绍：管理
这2000多亩果园的只有区区十多人，主要的田间工作全
部交给无人机、对靶喷药机器人、水肥一体化自动滴灌
系统、全景VR远程视频监控系统等一系列的数字化现
代农业装备和技术。这在以前根本无法想象。仅夏季
高温时节的果树的抗旱保水，即使全村人出动，浇完一
遍2000多亩大大小小的几十个山头，也要10多天时间；
而现在只要坐在带空调的监控室，对着监控屏幕点点鼠
标就能轻松完成。

重庆数字乡村发展保持西部地区第一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委紧紧围绕“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实干担当促进发展、
践行宗旨为民造福，聚焦新时代新征程新重庆“三农”工作，
坚持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扎实有序推
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

结合主题教育以学促干，市农业农村委深入贯彻党中
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数字中国的战略部
署，认真落实《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数字乡村发展行动
计划（2022——2025年）》等文件要求，大力实施“智慧农
业·数字乡村”建设工程，全市数字乡村发展总体水平达到
43%、持续保持西部地区第一。目前全市形成了：一平台
（三农大数据平台）、七个单品种大数据（生猪、柑橘、柠檬、
榨菜、脆李、茶叶、黑山羊）、农业产业数字化地图（水稻、玉
米、油菜和柑橘四大作物及八大特色经济作物）的大数据资
源基础。其中三农大数据平台汇聚整合全市涉农信息资源
数据超4亿条，同比增长4倍。

值得一提的是，渝北区、巴南区在国家数字乡村试点终
期评估中分列全国第六名（西部第一）、第八名（西部第二），
垫江县、大足区、荣昌区排列靠前。渝北区“青龙村丘陵山
地数字化无人果园”平台作为全国数字乡村建设唯一代表
亮相“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相关工作经验入选中央网
信办“2021年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报告”、农业农村部

“全国智慧农业典型案例汇编”，并在2022年全国数字乡村

建设现场推进会上作为优秀案例交流发言。

聚焦“促发展”打造乡村“数智大脑”

市农业农村委信息处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市还大力实
施智慧农业“四大行动”、紧扣“3+6+X”优势特色产业集
群，发展“数字农业工厂”，打造数字种业、数字种植业、数字
畜牧业、数字渔业等市级智慧农业试验示范基地270个，成
功探索出数智稻田、种苗工厂、智慧果园等多种数字农业新
模式。

同时，大力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重庆
品牌农产品网销行动，创新“品牌引领+标准支撑+直播带
货+数据赋能”农产品电商发展模式，2022年全市农产品网
络零售额达到185.9亿元，同比增长21%。“巴味渝珍”农产
品电商平台累计入驻2891家农业企业、10852款优质农产
品。

下一步，市农业农村委将扎实有序推动主题教育走深
走实，聚焦“促发展”，唯实争先真抓实干。坚持以产业数字
化、数字产业化为发展主线，以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经济深
度融合为主攻方向，结合市委、市政府“数字重庆”建设总体
部署，统筹推动全市农业农村领域数字化变革，打造我市乡
村“数智大脑”。 重庆晨报记者 杨新宇 摄影报道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后黛湖更添魅力

狮子峰是缙云山的核心景点，进入暑期以来，到狮子
峰、香炉峰观日出的市民游客数量剧增，重庆缙云山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推出预约机制，以保证游客安全和生态
环境。7月19日，就在龙天真接受记者采访的同时，在该保
护区自然教育中心内，正在举行一场针对少年儿童的研学
教育，孩子们用稚气的笔触画出一幅幅自己心目中最美丽
的大自然。

缙云山是重庆中心城区的“肺叶”和“氧吧”，黛湖是山
上的一颗“明珠”。在近几年的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中，对
190宗“四类交办”问题以及自我排查的150宗问题全部整
改到位，整体拆除大体量建筑21处，累计拆违10万余平方
米，生态问题全部销号。如今的黛湖通过生态修复后，建成

了生态亲水公园，水质不断提升，周边植被与湖面镶嵌成一
幅美丽的立体山水画。

通过建设生态环道62公里、璧北河彩色步道等登山步
道61公里，缙云山生态环境不断提档升级。这些成效得到
了有关部门的高度肯定。

村民安居乐业主动维护好生态环境

北碚区通过创新开展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生态搬迁试
点，引导核心区、缓冲区203户、520名居民搬出自然保护
区。生态搬迁试点分为三个村落：缙云村、北泉村与虎头
村。北泉村生态搬迁房（缙云山居）位于北泉村，区域优势
明显，交通便捷。秉承“以人为本、立足环境、融于自然、重
点打造”的理念，北碚区以绿地、山水、阳光的居住环境为主
题，对道路、环境、建筑进行统一规划设计，实现建筑与自然

环境相融合，提高居住品质。
“村民可以从两种政策中选择，既可以退地入城，也可

以异地搬迁。”龙天真说，目前缙云山居已入住21户，为了
方便村民的安居乐业，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北泉村为村民
提供公益岗位16个，移动岗位289个，只要身体无残疾的
村民都可参加。在社区治理中，通过在节日期间开展元宵
节包汤圆、端午节包粽子等活动，大大提升了村民的幸福指
数。

在缙云村，第一个响应生态搬迁的老党员蓝长生，细数
着生态搬迁的好处。“生活有了保障，买了养老保险。公路
通了，生态好了，空气好了。个人、集体、国家都兼顾了。”为
了更好地安置迁村村民，缙云山积极发展旅游业、第三产业
与农业，以农家乐、修建高端民宿、种植精品水果的方式带
动村民就业。缙云村党支部书记陈贞说，目前村里正在计
划做探店系列短视频，来帮助农家乐更好地运行。

谋划好缙云山综合整治“后半篇文章”

7、8月份是我市高温天气较多的时期，市林业局结合
当前森林防火工作形势，加强森林火灾预警监测，提升应急
响应有效处置水平，增强森林防灭火一体化能力，提升森林
防灭火水平，确保不发生规模性山火。

目前，市林业局以规划引领综合治理，全面完成保护区
内所有建筑物的清理和测绘登记，系统建立3085个（宗）建
筑物数据库、图库。结合“三区三线”划定，协调优化调整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体规划（2021-2030
年）》，全面评估优化调整缙云山包括其他四山的空间布局，
指导属地完善重点片区详细规划和实用性村庄规划，并将
努力打造“美丽缙云山”“智慧缙云山”“财富缙云山”，做好
缙云山综合整治“下半篇文章”。市林业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将进一步总结提炼、推广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的好经验好做法，统筹高水平保护、高效能治理、高质量发
展，以更高质量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重庆晨报记者 陈军 实习生 胡雨齐 摄影报道

市农业农村委：

让数字经济、互联网经济走进每个乡村街道

市林业局：

为缙云山生态环境不断提档升级
“今天要是不下雨的话，上缙云山来

玩的游客会更多。”7月19日，雨中的缙
云山薄雾弥漫，空气格外清新，位于山腰

的北碚澄江镇北泉村党委书记龙天真说，文旅产
业是绿色经济，当地居民生态文明意识不断提
升，但凡房前屋后有些许变动，都会主动向村里
报告，他们说：“只有缙云山更美，我们的生活才
会更好。”

这只是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取得实效
的一个小细节。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林业局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积
极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努力打造“美丽缙
云山”“智慧缙云山”“财富缙云山”，切实把缙云
山打造成为展示山清水秀美丽之地、推动长江经
济带绿色发展的示范窗口。

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自主研发的“对靶喷药机器人”自动巡回喷药杀虫

美丽的缙云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