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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我区大力推进蔬菜产业现代化发展

种好寿光菜 “蔬”写山海情
本报记者 熊程成

初秋时节，天气晴好。在鲁渝（寿
光）蔬菜现代产业园——南门科技示
范园，蔬菜大棚、村庄、道路、河流与蓝
天白云相互映衬，构成一幅美丽的生
态田园画卷。

近年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化
东西部协作和定点帮扶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抢抓新时代鲁渝协作新机遇，
与山东省寿光市展开深入合作，建设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让“寿光

模式”在我区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助

力乡村产业振兴，打造东西部协作样

板。

在推进过程中，我区从基地建设、

品牌打造等方面实施“六统一分”运营

模式，力争到 2027 年在全区发展“寿
光标准”蔬菜 10 万亩，年产高品质蔬
菜 40 万吨，实现年产值 40 亿元，提供
5000 个就业岗位，带动人均增收近万
元。

“寿光模式”跑出开州加速度

硕大的螺丝椒、清香的黄瓜、红
彤彤的小番茄……鲁渝（寿光）蔬菜
现代产业园——南门科技示范园里，

“开州产”寿光蔬菜进入采摘旺季，村
民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每天有 1 万余
斤高品质绿色蔬菜从这里销往全国
各地。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
南门科技示范园于 2022 年 9 月开工建
设，截至目前，我区按照“寿光标准”定
植辣椒、黄瓜、茄子、西红柿等 40 万余

株，通过标准化生产、精细化管理，这些
蔬菜生长旺、抗性强、品质好。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的建
设，要从 2022 年 7 月 26 日召开的山东
省寿光市·重庆市开州区东西部协作
联席会议说起。当天，两地就深化寿
开协作、做好产业对接等问题进行深
入探讨和交流。会议指出，鲁渝协作
十三年，已经向全面、全域和双向协作
迈进，亟需打造一张新名片，培育一项
新成果。

经过反复论证和调研，一个月后，
两地正式达成协议——引进山东寿光
农发集团，与重庆湖山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共同打造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
业园。

打铁要趁热。从协议达成的那日
起，我区坚持规划引领、试点先行、分
步推进，仅用一百天的时间，就建成首
期 400 亩试验示范项目。经过科学管
护，2023 年春节前夕，第一批寿光螺丝

椒上市。同一时期，我区还成立了鲁

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建设指挥

部，定期研究重大事项、重大政策、重

大问题。

记者了解到，为推动“寿光模式”

扎根开州，寿开两地国企出资合股成

立了重庆鲁渝协作蔬菜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该公司作为投资、建设、经营主
体，连接政府、市场和村集体经济组
织。

作为“中国蔬菜之乡”，寿光将先
进技术、生产标准及设施蔬菜解决方
案推向全国，在陕西安塞、四川北川以
及江西井冈山、瑞金等地建设大型蔬
菜基地，而开州的建设速度和推进力
度全国领先。

形成“寿光模式”开州版本

一株番茄能长成番茄树，累计结果
几千斤。这是寿光蔬菜专家在鲁渝（寿
光）蔬菜现代产业园——临江孵化园培
育的“西红柿树”。他们还给大棚“盖棉
被”，在辣椒地里铺稻壳……利用科学技
术培育出多种高品质的蔬菜瓜果。

据了解，我区结合本地土壤、气候
等条件，大力借鉴寿光“六统一分”运
营模式，探索出适合开州的品种搭配、
设施建设、最佳茬口、水肥管理方案，
形成了“寿光模式”开州版本。

同时，我区还着力推动产业模式链
条化、高端化，实现从大田菜到设施菜、
人工控到智慧管，重生产环节到打通产
加销和产学研全环节、重数量到追求品
种品质品牌的迭代升级。我区借助寿
光农发集团大数据体系，配置水肥一体
化智慧农业设备，系统推进种子种苗标
准化，生产管理智能化，树起了传统农
业向智慧农业转型升级的标杆。

此外，我区在生产经营利益分配
上注重多元一体、各方受益，探索蔬菜
公司自主经营、大户加农场主联合经
营、农户承包经营三种运营模式。建
立了国有企业与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户，投资经营主体与分户生产劳务单
体，开州企业与寿光企业多方联动、互
利共赢的利益联接机制。其中，农民
群众除了土地流转收入、务工收入外，
还可通过分红、承包经营等方式实现

再分配收益。

将“寿光菜”培育为“开州菜”

今年以来，我区深入学习贯彻市
委六届二次、三次全会精神，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万达开地
区统筹发展等重大战略机遇，始终把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作为鲁渝
协作“示范工程”、潍开协作“牵引工
程”、寿开协作“一号工程”、政企合作

“高效工程”来打造，在万达云等周边
市区县发展“产业飞地”，扩大“寿光模
式”蔬菜基地种植面积。

同时，做好首期 400 亩试验示范基
地建设经验总结，推动重庆鲁渝协作
蔬菜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高质高效运
营，按照“跳一跳、够得着”要求，锚定
2023 年建设目标任务，倒排工期、压实
责任、强化督导、全力冲刺，确保蔬菜
产业发展达到预期。

此外，我区建立健全农户土地流转
模式、集体经济组织分红成和公司利润
分配等制度，巩固“寿光模式”在开州取
得的制度成果和工作体系，提炼出适合
我区蔬菜产业发展的“开州模式”，为全
市发展设施蔬菜提供借鉴参考。

目前，寿开两地正积极筹备 2024
年中国（寿光）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开
州分会场活动。下一步，还将在开州
筹建全国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分中心，
引进设立院士专家工作站，建立高山
（寿光）蔬菜研究中心。

K 新开州 新画卷

8 月 21 日晚，华灯初上，市民纷纷走出家门，在滨湖公园纳凉健身，乐享城市“烟
火气”。近年来，我区持续优化城市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建成 40 公里城市休闲步
道，与滨湖公园融为一体，成为市民健身游玩的好去处。 记者 王晓宇 摄

湖畔“烟火气”纳凉又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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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8 月 21 日电 8 月 21 日，在赴约翰
内斯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并对南
非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南非《星
报》、《开普时报》、《水星报》和南非独立媒体网站
发表题为《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的署
名文章。文章全文如下：

让中南友好合作的巨轮扬帆远航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应拉马福萨总统邀请，我即将对南非共和国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这是我第六次踏上“彩虹之国”的热土。这里

诞生过伟大的政治家曼德拉，拥有非洲最丰富的
旅游资源、最长的公路网、最大的证券交易所、最

繁忙的机场和港口。古老和现代、自然和人文的

完美融合，赋予南非独特的魅力。

每次来到南非，我都有不同的感受，但印象最深

的是两国亲如兄弟的友好情谊。我们的友谊跨越

时间长河。早在上世纪中叶，中华人民共和国就坚

定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隔离的斗争，同非洲人国

民大会建立起同志友情。我们的友谊跨越山海阻

隔。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中方率先向南非提

供抗疫物资，展现兄弟般的特殊情谊。近期，中方

又向南非提供了紧急电力设备支持。 （下转2版）

习近平在南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本 报 讯（记 者 陈 代 素）8 月 22
日，全区耕地保护工作专题会召开。
区委书记蒲彬彬出席并讲话。区委副
书记、区长陈道彬，区委副书记陈华东，
有关区领导出席。

蒲彬彬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耕地保护、利
用工作，在出席重要会议、实地考察调
研等不同场合，强调耕地是粮食生产
的命根子，要采取长牙齿的硬措施，落
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全区上下

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耕地保护和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从坚定拥
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的高度，不断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
和行动自觉，把耕地保护工作扛在肩
上、抓在手上。

蒲彬彬强调，要守牢底线目标，坚
决遏制耕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
化”，牢牢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粮食安
全底线。要注意方式方法，认真研究

政策、标准、规范，摸清全区底数、底
板、风险，梳理存在的难度、焦点、困
难，坚持当前与长远、数量与质量、增
量与存量、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切实筑
牢粮食安全根基。要强化扛责履责，
压紧压实责任，坚持条块结合、上下打
通，引导广大群众自觉保护耕地，凝聚
起耕地保护的强大合力。

陈道彬指出，要深化认识、正视问
题，对阶段成效、经费保障、育苗育种、
举证审核、常管长效再审视。要深入

宣传发动，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措施
宣讲到群众中去，营造全社会保护耕
地的浓厚氛围。要深入研究政策，探
索建立新体制新机制，积极主动汇报
请示，不断优化方案，切实抓实抓好耕
地保护工作。

会议听取了全区耕地保护和耕地
“非粮化”工作推进情况汇报，有关乡
镇作工作交流和表态发言。

有关区级部门、各乡镇街道主要
负责人参加。

全区耕地保护工作专题会召开
蒲彬彬主持并讲话 陈道彬等出席

本报讯 近日，区融媒体中
心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 2022 年
度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传
播机构”。全国共评出 31 家“优
秀传播机构”，区融媒体中心是
重庆市唯一一家。

据了解，区融媒体中心历来
重视广播电视公益广告创作和播
出工作，坚持内容为王，聚焦中
心工作、关注民生和身边优秀人
物，利用全媒体思维和平台创作
出了一大批优秀作品，弘扬主旋
律，为开州经济社会发展营造了
良好的氛围。在广播电视公益广
告创作过程中，区融媒体中心
坚持精雕细琢，突出本土化、
艺术性和创意性，深入挖掘具
有开州特色的文化元素，通过
巧妙的构思、新颖的表达，使
得作品的创作水平和传播效果
有 了 极 大 提 高 ； 坚 持 制 度 保
障，制定年度目标责任制，任
务明确到人，月月通报考核 。
区融媒体中心还成立短视频专
班 ， 按 照 中 心 周 策 划 、 月 策
划，进行拍摄制作，促进作品
创作持续提质增效。

2022 年，区融媒体中心围绕
“建设‘一极两大三区’ 喜迎党
的二十大”“三江三里 乡村振

兴”“唱好‘双城记’ 共建经济
圈”“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反腐倡廉”“环境保护”

“安全生产”等主题，推出了大
量 的 优 秀 作 品 ， 其 中 微 视 频

《开州二十四节气》 获中宣部
2022 年全国县级融媒体中心优
秀 作 品 春 赛 视 听 类 一 等 奖 ，

《MV 粒米千滴汗》 获夏赛二等
奖，短视频 《牛肉包面》 获得

《小康中国·千城早餐》 大型视
频展映活动“最佳剪辑奖”。同
时，区融媒体中心还创新创作
形 式 ， 以 网 红 人 物 “ 椒 椒 妹
儿”为主角，演绎网络微剧 ，
用小剧情说大道理，打造了一
批群众关注、喜爱、有影响力
的好作品。2022 年 《椒椒说事
儿》 栏目共拍摄制作 18 个公益
短 视 频 ， 涉 及 反 诈 、 疫 情 防
控、垃圾分类、文明生活、理
性消费、文明祭祀等方面。

2022 年，区融媒体中心累计
刊 播 公 益 广 告 22700 条 次 ， 其
中：开州综合频道 13140 条次、
开州综合广播 2080 条次、开州
日报 180 条次、网络平台 7300 条
次，较 2021 年增长 12%，开州综
合频道黄金时段 19:00—21:00 平
均日播出量为 8条次。

区融媒体中心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
2022年度广播电视公益广告“优秀传播机构”

本报讯 （记者 朱学徽） 8 月 22 日 ， 我 区
召开鲁渝 （寿光） 蔬菜现代产业园建设推进
会 ， 听 取 有 关 情 况 汇 报 ， 安 排 部 署 下 步 工
作。区委书记蒲彬彬主持并讲话。区委副书
记、区长陈道彬，区委副书记陈华东，有关
区领导出席。

在听取鲁渝 （寿光） 蔬菜现代产业园建设
相关情况汇报后，蒲彬彬指出，“寿光模式”
是习近平总书记两次肯定的成功模式，是开州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重要抓手。鲁
渝 （寿光） 蔬菜现代产业园是东西部协作的重
要成果，推进蔬菜产业现代化是全区农业农村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难得机遇。全区上下要统一
思想、提高站位，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大力推广“寿光模式”，
凝聚起蔬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思想共识、强大
合力。

蒲 彬 彬 强 调 ， 要 坚 持 稳 扎 稳 打 、 步 步 为
营，以精准有效的务实举措，促进鲁渝 （寿
光） 蔬菜现代产业园高质量建设。要锁定目
标，把握时序进度，高标准、高效率推进各
项工作，实现规模达标、产量达标、品质达
标、效益达标。要规范建设，按照“六统一
分”模式，把鲁渝 （寿光） 蔬菜现代产业园
打造成规范化、标准化、高水平的现代农业
产 业 园 。 要 健 全 机 制 ， 压 紧 压 实 有 关 部 门 、
乡 镇 、 企 业 责 任 ， 进 一 步 完 善 经 营 、 技 术 、
产销、服务等体系，确保把蔬菜产业打造成
为绿色富民产业。

有关区级部门单位、国有企业、乡镇负责
人；蔬菜工作专班有关人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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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17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发展改革委获悉，《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方案）明
确重点项目清单》（简称《清单》）
近日正式印发，双城经济圈规划
纲要和相关专项规划（方案）明
确 重 点 项 目 593 个 、总 投 资 约
5.22 万亿元。《清单》对项目建设
时序、建设任务、责任单位等进
行了逐一明确，把双城经济圈建
设“规划图”变为“施工图”，“责
任制+清单制+销号制”推动重点
任务落地落实。

根据《清单》梳理，从建设批
次 看 ，完 工 项 目 80 个 、总 投 资
2604.5 亿元、完工率达 13.5％，在
建项目 257 个、总投资 3.01 万亿
元，前期项目 157 个、匡算总投资
8265 亿元，规划研究项目 99 个。
规划重点项目累计开工 337 个，
规划建设实施率达 56.8%。

从重点领域看，现代基础设

施项目 332 个、总投资 4.71 万亿
元，具体包括成渝中线高铁、重
庆江北国际机场 T3B 航站楼及
第四跑道工程、渝昆高铁川渝段
等；现代产业项目 80 个、总投资
1712 亿元；科技创新项目 27 个、
总投资 205 亿元，具体包括觉醒
睡眠与认知全国重点实验室创
建、山地城镇建设安全与智能化
全国重点实验室创建等；国际消
费目的地项目 63 个、总投资 1746
亿元，具体包括沙坪坝磁器口街
区建设提质工程等；长江上游生
态屏障项目 47 个、总投资 867 亿
元；改革开放项目 10 个、总投资
153 亿元，具体包括中瑞（重庆两
江）产业园提档升级等；公共服
务项目 34 个、总投资 407 亿元。

从项目属地看，川渝共建重
点 项 目 46 个 ，四 川 单 方 面 285
个，重庆单方面 262 个。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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