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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潼南打造油菜种业新高地

地处成渝中部的重庆市潼南区是国家现

代农业示范区，也是较大的国家级油菜制

种地区。近年来，该区深入推进现代种业改

革提升行动，坚持“高端、高质、高新”方向，加

快农业与科技深度融合，全链条推动油菜种

业高质量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目前，潼南区培育生产的“庆油”系列油

菜 品 种 在 长 江 流 域 推 广 面 积 累 计 已 超 过

2000 万亩，成为长江流域冬油菜区的核心品

种。“我们正积极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重大发展机遇，坚持改革创新、市场导向，加

快农业与科技深度融合，积极创建国家级油

菜良种繁育基地，推动油菜种子生产向规模

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信息化发展，

打造油菜种业新高地。”潼南区委书记文天

平说。

规模种植

潼南区柏梓镇的百姓多年来一直有种

植油菜的传统，当地的油菜制种基地面积也

逐年扩大。“今年我在基地里都种上了特高

含油油菜品种‘庆油’系列，含油量最高超过

50%。”柏梓镇郭坡村油菜种植大户孙建告

诉记者，这 400 多亩地种的都是“庆油 8 号”

新品种，产量比往年有所提升，收入接近 50

万元。

放眼整个潼南区，今年的油菜制种面积

达到 1 万亩。1 万亩是什么概念？“按照每亩

200 斤产量来计算，全区的油菜种子年产量

就达到 100 万公斤。”潼南区农业科技推广中

心副主任张璞说，今年，潼南区将为长江中上

游 600 多万亩油菜种植基地提供优质良种，

有效保障粮食安全和种源供给安全。

种源稳定供给的背后，是潼南区推进油

菜制种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发展的探索实

践。近年来，为破解育种规模小、品种不优、

产量不高等难题，潼南区从基地建设、品种培

优、示范推广等多个方面下功夫，不断提升油

菜种子生产和良种供应保障能力。

建园区，破解制种难。潼南区打造了 10

平方公里的重庆（潼南）农科城，吸引了多家

农业科技型企业落户，建设了上百个标准化

种植基地。在这里，油菜种质创制技术可以

很快走出实验室，由企业转化推广到田间地

头。“在农科城区域内，常年制种面积为 0.5 万

亩，种子合格率 95%以上，年生产油菜良种能

力在 50 万公斤以上。”潼南区农投集团副总

经理敬博说。

建基地，破解降本难。针对传统种植方

式技术低、成本高等问题，潼南区大力发展标

准化制种基地，建设了高标准制种基地 3 万

亩，建成千亩级稳产高效综合示范区 5 个，广

泛应用智能化管理，在基地探索油菜机械精

量条播、无人机飞播，全区油菜机械化综合率

达到 65%，每亩节本增效 240 元左右。

优服务，破解扩面难。针对个体种植户

年龄老化、生产力减弱等问题，潼南区整合区

内 10 家农业社会化服务企业，成立了重庆市

首家农机联合合作社——渝飞农机联合社，

建立了7个服务网点，共享大型农机装备782台

（套），推广全程托管、菜单托管、技术托管等

模式，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50 家，服务

面积突破 200 万亩次，油菜种植面积扩增到

32.15 万亩、产量 4.3 万吨。

此外，潼南区还出台了油菜制种基地管

理办法、油菜种业发展奖励办法等措施，从

制种规模、种子研发、加工设施、种子资源开

发与利用、品种创新等 9 个方面制定了奖励

补贴政策及标准，推动全区油菜种业快速

发展。

科技赋能

近日，记者在潼南区柏梓镇郭坡村采访

时看到，占地 500 多亩的重庆市油菜品种技

术成果展示基地里，集中展示了高含油量、油

蔬两用、早熟油菜等 100 多个油菜品种。该

基地是潼南区与重庆市农业科学院共同打造

的油菜品种技术创新展示平台。“除了开展品

种展示外，基地还开展机械精量条播、无人机

飞播、人工条播等多种高产高效种植模式示

范，探索油菜全程机械化种植模式。”重庆中一

种业有限公司潼南制种基地负责人李志说。

新品种、新技术、新设备的研发和投用，

让潼南油菜种业发展活力不断释放。潼南区

农业科技推广中心种业站站长钟景勇介绍，

为增强种业科技自主创新能力，该区近年来

以培育高油、高产、市场效益好的油菜品种为

导向，构建“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的创新体

系，联动各方力量推进种业“产学研育繁推”

一体化融合发展。

整合资源，推动育种创新攻关。记者了

解到，为破解科研和生产“两张皮”的难题，潼

南区创建了由企业做“盟主”，高校、科研机构

等机构参与的油菜种业产学研联盟，共同实

施油菜科企育种攻关，加快选育市场需求量

大的短生育期、宜机收、高含油量、抗根肿病、

高油酸等优良油菜新品种。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是重庆最大的农

作物种业企业，该公司在潼南区桂林街道八

角村建设了 2000 多亩高含油量油菜制种基

地。“针对菜籽油需求缺口大、品种含油量不

高的问题，公司与重庆市农科院联合开展科

研攻关，成功培育出‘庆油 8 号’油菜新品种，

含油量高达 51.54%，实现了‘两碗菜籽可榨

出一碗油’，成为在全国推广应用的含油量最

高的品种。”李志说。

如今，通过搭建集品种研发、良种生产、

市场推广、科技服务于一体的“育繁推”服务

机制，潼南区已引进重庆中一种业、湖南隆平

油料、四川福乐种业等多家科技型制种龙头

企业，以“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土地入股”

等模式带动发展了 12 家油菜制种专业合作

社、28 家家庭农场、3000 多户油菜制种农户，

种业创新活力迸发，制种队伍不断壮大，现代

化种业产业体系加快形成。

三产融合

一颗颗饱满的油菜籽进入自动化生产

线，清亮的菜籽油随着机器的转动缓缓流

出 ⋯⋯走进位于潼南高新区的重庆红蜻蜓

生态农业公司，油菜籽压榨生产线按照流程

有序生产，菜油的醇香扑鼻而来。“这条油菜

籽压榨生产线是 1 月份投产的，每年可压榨

油菜籽 3.6 万吨，产出菜籽油 1.2 万吨，预计今

年营业收入可达 1.55 亿元。”重庆红蜻蜓生态

农业公司负责人冉明说。

在潼南区，像红蜻蜓生态农业公司这样

的油料加工企业已超过 3 家。潼南高新区管

委会常务副主任罗红刚告诉记者，他们正积

极支持龙头企业建设浸出车间、精炼车间、小

包装车间及库房，带动中小油脂企业进行技

术改造、农村土榨油坊加快升级，提升粮油加

工水平。

小种子育出大产业。依托良种资源，潼

南区一方面不断提高油菜种植规模，并发展

油菜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另一方面以油菜

花为载体，大力发展休闲观光旅游，推动油菜

产业从传统农业产业发展成集生产、加工、销

售、旅游开发于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的富

民大产业。

每年 3 月，潼南区崇龛镇连片的油菜花

竞相开放，美不胜收。以花为媒，当地连续

16 年举办油菜花节，把田园风光、农耕文明、

琼江生态、非遗文化等资源有机结合，不断丰

富田园休闲游、家庭亲子游、文化体验游等旅

游业态，年吸引游客 1300 万人次，实现了农

文旅融合发展。“一到赏花季，农家乐的生意

特别好，每天都客满，一个花期可以有 10 万

元左右的收入。”崇龛镇青杠村“花海农庄”农

家乐老板王光兰说。

“今年，潼南区油菜产量将超 4.4 万吨，综

合产值可达 6 亿元以上。”潼南区农业农村委

主任胡广建说，按照计划，到 2025 年，潼南区

将建成高标准制种基地 3 万亩，常年制种面

积不低于 2 万亩，年生产油菜良种能力达 180

万公斤以上，基本形成油菜制种研发、生产、

加工、仓储、销售全产业链。

□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建标准化厂房够用就好

杨开新

近年来，不少地方通过实施

标准化厂房建设，为产业项目提

供“拎包入住”的硬件支撑。这有

助于精准招商引资、快速落地达

产，受到不少企业的欢迎。

不过，有的地方对标准化厂

房偏爱有加，为彰显“大手笔”“大

气魄”，动辄一次性大面积兴建，

不仅闲置率偏高、短期内难以收

回 投 资 ，还 增 加 了 自 身 债 务 风

险。究其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对建

设节奏和力度把握不到位，更在

于对筑巢引凤存在一定的认识

误区。

人们常说，“栽好梧桐树，引

得金凤凰”“筑巢引凤栖，花开蝶

自来”。这既说明了栽树、筑巢、

引流的重要性，也强调树要栽好、

巢要筑牢、百花争艳，才可能出现

金 凤 落 枝 、彩 蝶 纷 飞 的 喜 人 场

景。标准化厂房并非越多越好，

应把重心放在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发展质量上，使标准化厂房等

基础设施成为优质资产，而非后

续发展的沉重包袱。

兼顾好长远和近期的关系。

建设标准化厂房应把握节奏，可

适当前瞻布局，以免因眼界有限

耽误长远发展；但应避免盲目投

资，不能奢望一口吃成个胖子，导

致许多厂房闲置。要结合市场经

济规律、产业发展规律和招商引资计划，有步骤、有底线地

建设，同时摸清相邻区域和相关产业园区的情况，做到近期

有益、远期无碍。比如陕西就提出，既要突出抓招商、上项

目、稳工业、促投资，又要牢牢守住“安保”“环保”“社保”“文

保”“耕保”等底线。

兼顾好地方实际和企业需求的关系。一些地方负债率

居高不下，应该量入为出、开源节流，逐步减风险、降杠杆。

如果打肿脸充胖子，借债乃至贷款兴建过大面积的标准化

厂房，资金成本必然偏高，滚动发展难免受限。而且，制造

业项目、农业深加工项目以及其他相关项目对厂房的要求

各不相同，未必一定要按标准化建设。不少企业有实力、有

意愿，可以自建、自购或先租后买，这样在充分调动企业资

源、照顾个性化需求的同时，也有利于企业深度绑定地方经

济发展。

兼顾好存量资源和增量资源的关系。标准化厂房的一

个重要优点就是通过统一规划、建设、管理，有助于土地资

源的集约化、节约化利用。招引项目时，相关园区往往以免

租期、优惠价等形式予以政策倾斜，在此情况下如果不能得

到合理充分利用，就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一方面，应推进

原有空间、闲置资源的利用工作，将未充分发挥作用的僵尸

企业等主体“请出去”，让沉睡的厂房资源“活起来”；另一方

面，对于盘活的存量资源和新建的厂房，要结合当地资源禀

赋、产业特点深度挖潜，结合产业链条精准谋划发展路径，

力促产业提档升级，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头活水。

讲 好 三 房 湾 遗 址 故 事
本报记者 董庆森 柳 洁

7 月中旬，在湖北省天门市石家河古城中心

三房湾遗址，数以万计的厚胎红陶杯残件密集堆

放在土层之中，颇为壮观。记者看到，遗址外一处

工棚内，裹着陶塑残件的红土堆成小山，10 余名

工作人员一手拿着特制小铁耙，将大土块轻轻凿

开，另一只手则将裹在泥土中的陶塑残件一个个

清理出来放入编织袋，等待编号。

“遗址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入尾声，即将

进行钢构大棚施工。与此同时，互动体验馆、展厅

展示馆的布展工作也在紧锣密鼓推进中。”石家河

遗址管理处副主任徐同斌表示，三房湾遗址保护

展示项目届时将作为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

重要组成部分率先对外开放。

石家河遗址位于天门市石家河镇，年代距今

6000 年至 4000 年，是我国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

分布面积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新石器时代聚落

遗址。自 1954 年发现至今，石家河遗址的考古发

掘工作已经走过近 70 个年头，出土各类文物 35 万

余件，其中类型丰富、形态优美、技术精湛的玉器

独树一帜。

2017 年 11 月，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被国

家文物局批准立项。考古专家表示，石家河遗址具

有重要的历史、考古和艺术价值，“考古中国”“中华

文明探源研究”被列入国家重大课题，未来有望成

为天门展示深厚文化底蕴的一张亮丽名片。

今年，天门市提出加快打造全省文旅融合体

验基地，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驶入快车

道。“计划用 3 年时间把石家河遗址打造成为一个

集文物考古、科学研究、文物展示和文化体验于一

体的荆楚文化地标。”天门市博物馆馆长邓千武表

示，按照规划，石家河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计划总投

资约 6.5 亿元，占地 5.86 平方公里，空间结构为“内

三环、外四区”，其中内三环指的是谭家岭古城、石

家河古城及环绕古城城壕外围一周的诸遗址，外

设考古预留区、科普教育区、管理服务区、西河湿

地涵养区。

“公园将采取原样保护、模拟展示等多种方式

生动呈现遗址内涵，并提供游人参与体验古人生

活、生产的互动活动，让遗址文物‘活起来’。”邓千

武说，以印信台为例，出土文物被取走后，遗址现

场仅留下一片深浅不一的黄土探方，观赏性较差，

后期将对其进行回填，采取现代科技手段在这里

完整“再现”文物发掘时的原貌，让游客直观感受

石家河先民的祭祀文化。

石家河镇将“挖掘文化底蕴，讲好遗址故事”

作为突破点，打造土城村美丽乡村示范村，分梯次

实施了马溪社区、先丰村、石家河村美丽乡村项

目；借力“擦亮小城镇”建设，大力开展镇区环境整

治，在重要节点打造了石河印象、桥头广场、彩陶

之初、稻作文化等景观设施，不断夯实文旅产业发

展基础。

过去，受“没有山水旅游资源禀赋，无景可造，

无点可游”等观念影响，天门市旅游产品较少，产

业规模不大，市场竞争力不强。通过挖潜力、找特

色、探路径，近年来，天门茶圣故里园、胡家花园先

后成功创建国家 4A 级、3A 级旅游景区，张家湖国

家湿地公园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园服务功能日趋完

善，天海龙田园综合体、黄潭知青农场、皂市长寿

山原村等田园采摘项目百花齐放，文旅产业发展

方兴未艾。今年上半年，天门市接待游客 308.86

万人次，同比增长 28.6%；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22.08

亿元，同比增长 31.5%。本版编辑 周颖一 美 编 王子萱

8 月 1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下渚湖街道四都村村民划着菱桶采摘菱角。连日来，当地

种植的菱角陆续进入成熟期，村民们忙着采摘以供应市场。近年来，德清县以水环境治理形成

的优质水域生态为依托，利用水塘、洼地种植菱角等水生经济作物，发展“水上经济”特色产业，

助力农民增收致富。 谢尚国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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