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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李冰父子在成都平原修建了都江堰。由
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都有了“天府之国”的美誉。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成都始终把农业作为基础产业
和战略产业来抓，着力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推进农
业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建设，推动都市现代农业的

迅猛发展。
2015年11月19日，第三届四川农业博览会暨成都

国际都市现代农业博览会在成都开幕。成都农业的现代
化水平如何，哪些农产品得到推广展示，乡村旅游办得
怎么样？这些问题都在此获得解答。

猕猴桃、茶叶、食用菌、川菜调味品、甲鱼、河蟹……这些
是本届农博会展区中摆在最显眼位置的展品。展台周围驻足观

看、品尝、与各展位的工作人员交谈的人络绎不绝。不经意间，一
笔交易甚至是一桩订单就这样产生了。

农博会期间，在10.5万平方米的超大展场上，海内外品种多样、
品质上乘的特色农产品云集，仅成都市承办的6-9号馆就有上万种

优质农产品可供选购。天府新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彭州市、金堂
县……成都所辖的15个区（市）县分别以特装展位形式参展，展示成都

都市现代农业发展成果和“成都造”品牌农产品。
作为全国副省级城市中唯一整体推进的现代农业示范区，成都的都

市现代农业近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无论是在发展水平，还是在产业总量
上都成为全国现代农业的翘楚。据统计，成都已拥有绿色、无公害、有机农产

品和地理标志产品 1230个，如龙泉驿水蜜桃、双流枇杷、都江堰猕猴桃、彭州
大蒜等。中国驰名商标27个，如“蜀之源”、“饭扫光”、“蒲江雀舌”、“老房子”等，

加速打造一批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成都造”农业“天府品牌”，让“天府
粮”、“成都味”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这是成都农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形成“成都品牌”离不开科技的支持。与制造业一样，农业也有微笑曲线。
在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的进程中，人们越发意识到，处于农业产业链中游
的种养业远不如处于产业链上游的农资农技和下游的深加工、渠道服务的

附加值高。如何在做大传统种植养殖业的同时，积极
向产业链两端延伸，以获得更大的收益呢？

在农博会现场，许多参展产品给出了答案。四
川圣和秋葵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是成都双流的一家
以秋葵为原料的农产品加工企业，该公司负责人
徐波告诉记者，这里的秋葵从选种时就十分严
苛，力求精品。而在秋葵收获后进入公司生产
线加工成饮料、花茶、蔬菜脆片的过程中，科
技的运用让产品附加值提高了十倍以上。

此外，温江展区的植彩坊全智能家庭
园艺机让家庭养花实现智能化，浇水、施
肥、是否安排光照，统统一键搞定；而惠
谷农业则开辟了都市阳台体验空间，
为实现在家里的墙壁上种菜提供了
可能，让吃火锅也可以在家中采摘
新鲜蔬菜。这样的产品在展会现
场很受关注，跟传统农业相比，
与智能手段相结合的现代农产
品获得了更多增值空间。

提升科技含量，形成“成都品牌”

农业永远是“朝阳产业”！这是成都的定位，也是
许多投资者的选择。2015年，成都成功引进总投资15亿

元的亿佰家四川彭州 （九尺） 冷链物流产业园、总投资
2.5亿元的深圳恒路绿色生态种植及配送基地、总投资1亿

元的仲衍种业高端种业科技产业园等重大农业产业化项
目。上半年，全市新签约引进农业项目103个，计划总投资

156.33亿元。
联想集团、中粮集团、新希望集团、通威集团……许多

知名企业先后投资成都农业，并取得了良好效益。“十三五”
期间，成都更将实施重大农业项目超千个，投资总额将超过

1500亿元。
在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

大都市的同时，农业不是成都发展的包袱，反而是开垦的沃土。
规模农业、品牌农业、生态农业、双创农业和幸福农业，这就是

成都打造国际都市现代农业的目标。

成绩证明，现代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合作伙伴，而伙伴的获得需要打造开
放平台。在农博会9号馆的现代农业科技展区，苏宁云商、北京国联、源本生

鲜、天虎云商、通泰丰等近20家电商企业参展。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农业同
样需要“互联网+”，实现线下线上的整体互动。

由成都三加六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带来的自动售菜机和电子保鲜柜在展
会现场十分引人注目。据了解，该公司自行研制的自动售菜机和电子保鲜柜目前

陆续进驻成都的社区、小区。电子保鲜柜相当于生鲜配送领域的“速易递”，从零
下18摄氏度的冷冻到零上60摄氏度的温热都能调节，无论是冷冻的生鲜食品还是

热腾腾的披萨，都可以暂时存放，解决了生鲜配送“最后一公里”难题。自动售菜
机则让买菜变得更加简单，取出想要的菜品，随后到旁边的终端控制柜结账，还可

以网上付款，或者通过微信、支付宝等方式付款，将让市民现场体验一把“互联网+
农产品”的方便、快捷与实惠。

开放的农业平台能够让成都的农产品走出去，也能让外界的品牌走进来。本次农
博会8号馆就提供了一个这样的场地。在这里，黑龙江省组织了北大荒、黑森等近百

家知名企业和6大类500多个名牌1000多个单品参展，沈阳市的30余家大米企业和专业
合作社带来 10 余吨优质东北大米，在农博会上举办“沈阳大米节”。还有意大利的红

肠、波兰的奶酪、马来西亚的白咖啡等国际知名农产品在成都亮相。
同样，许多科技人才、研发团队也借此平台进入成都，与农业公司合作提升现代农

业的发展水平。本届农博会上，中科院武汉植物园、中国农机院、川农大、市农林科学院
等10余家农业科研院所及专业机构也亮相现代农业科技展区，带来最新科研成果，促进农

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比如我们公司的育种就是与四川省植物工程研究院合作的，秋葵的
加工则邀请清华大学的专家团队参与，一同努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徐波这样说。

打造开放平台，争取合作伙伴

农博会的 7 号馆是“休闲农业与乡村旅
游展区”。号称“田园迪士尼”的大梁酒庄在
这里上演一场“穿越时空”的好戏。面对参观
者，“庄主”现场迎宾，还会和“庄主夫人”一
起携“丫鬟”、“侍卫”进行有趣的古装巡游。
这样的形式让农业不只生产作物，还有趣味体
验。

作为全国农家乐的发源地，成都的休闲农业
与乡村旅游已成为一张靓丽名片。而7号馆的展区
正是以赏花基地、农业主题公园、农事体验、最美
乡村、乡村酒店、区域合作为主要展示内容。20余
家参展单位各展其长，将609平方米的展区打造得处
处精彩。

据了解，2014 年，成都全市乡村旅游接待游客
9000 万人次，实现收入 160 亿元，农民收入来自乡村
旅游的比重达到24%。预计今年实现收入180亿元。这
一切自然离不开幸福美丽新村的建设。

今年上半年，成都建成新建聚居点71个，实施旧村
落改造提升项目120个；加强农村环境综合治理，着力抓
好测土配方施肥和绿色防控技术，启动土壤重金属污染防
控治理；同时还新建农村户用沼气池 423口、养殖场大中
型沼气工程 31 座，小春期间秸秆综合利用率达到 98.81%，
实现“不见烟雾、不见火光、不见黑斑”的禁烧目标。

全长72公里的成新蒲示范带就是乡村旅游的典型代表。
在涉及双流、新津、邛崃、蒲江、崇州、大邑 6 个县 （市）
的区域里，充分利用快速路沿线田园视野开敞、产业基础良
好等有利条件，在两侧3公里范围内，先期做好规划布局，形
成“都市农庄·花香林苑”、“水韵田园·多彩乡村”、“丝路水
乡·稻香田野”、“七彩果岭·风雅茶园”四段不同景观，充分展
现集中连片产村相融的新农村建设美景，全面展示风光秀美田
园生态的都市现代农业产业。

“每到3月，我们崇州的油菜花就会开得很灿烂，吸引了大量
游客的观赏。尤其是菜花节期间，每天的人流量达到上千。所以
我们就选择在油菜地里开辟出一些观光区，只需3平方米就可以支
一把阳伞，摆一张茶桌。这里的附加值大大超过同样面积油菜花所
能带来的利润。”崇州市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除了观赏油菜花，在
园区采摘草莓、葡萄同样是很火爆的农村休闲游。这种与自然亲密
接触的郊游方式正吸引着越来越多居住在城区的成都人。

建设美丽乡村，力推田园观光建设美丽乡村，力推田园观光

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农民既是股东，能通过股东大会决定田
里种什么、种多少，也可以成为合作社的员工，以小时为单位领取
工资；而聘请的职业经理人则是合作社的大管家，管理着田间的大
小事，通过利益联结，他们与农民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这种“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现代农业服务体
系”的新型经营体系就出现在成都的崇州市隆兴镇青桥村。这里的
农业共营制让土地“动起来”，更好地实现了产业的规模化、机械
化，也大大增加了收益。

任建忠是青桥村土地股份合作社的职业经理人之一。在此之
前，他是一位池塘养殖专业户。“如果说作为股东的农民可以决定
种什么，那我这个职业经理人就是来决定怎么种。”面对记者的提
问，他的回答直截了当。他表示，以今年为例，生产计划书里安排
了890多亩的水稻机插秧，当计划确定后，不论是选种、育秧、机
耕还是插秧、除虫、收割，这些环节都由他们几个职业经理人来安
排。

“过去，每家每户都是单独安排农业生产，因而碎片化的特点
显著，无法形成规模效应。而实行了一段时间的‘土地流转’模式
由于租方容易出现毁约问题也效果不佳。而现在，农民可以按土地
面积折算股权，既能实现土地的统一经营，又可以让农民享受到主
人翁地位。”

任建忠告诉记者，作为股东的农民即便什么都不用做，一年每
亩地就能有600多元的分红。假如像以前一样由农民自己来种，就
算是老农“精耕细作”，每亩地的利润也超不过 400元。当然，如
果他们愿意参与到耕种的任何一个环节，例如插秧、收割等，这些
农民都可以领到时薪，一年下来也能有1.3万左右，两种收入相加
远超“各自为政”的种植模式。

规模化的土地经营使机械化作业成为可能。在青桥村土地股份
合作社的仓库，记者看到了插秧机、收割机、农药喷洒机等机械化
设备。据介绍，农药喷洒机的喷管完全展开能有 16米宽，因而一

天就能喷洒300-400亩地；而育秧机可以将床土、种子、覆土按层
叠加，整体打包安置在土地里，操作效率大大提升。

提升了作业效率，合作社便更有能力来实现产业链的拓展和收
益的提升。比如青桥村开设了烘储中心，为其他村产出的水稻、小
麦、油菜籽等作物进行烘干作业，从而收取作业费；开设了草莓基
地、葡萄基地、油菜地里的休闲中心，发展起了第三产业的乡村
游。另外，他们还实行了“鱼稻共生”的模式，让鱼在稻田捕食害
虫、提供有机肥。这种做法既能保证稻米的绿色环保，又能通过养

鱼提升附加值。
“这种模式的推行也得到了政府的大力支持。除了允许我们进

行大胆尝试，还为我们提供技术、资金的支持。比如我们职业经理
人经常会参与农业局安排的培训，获得各种技术援助；而以‘职业
经理人证书’为担保我们能向银行贷款 50万元，一半的利息由政
府补贴。”任建忠还提到，修建田间作业道，将过去每家每户的

“小田”打通障碍物形成“大田”，这些基础设施的改善也都来自于
政府的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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