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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助力全面小康的大足实践 

唐蕊
1
 

（中共重庆市大足区委党校，重庆 402360） 

【摘 要】：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年，大足区立足实际，打造“一区六片六线”产业布局，助力全面小

康的必要性在于正视全区农业问题，有效实现抱团发展，实现农业稳区富民。主要通过推进农业园区建设、打造六

个农业产业示范片、规划六条乡村旅游线路，不断调动整合现有资源，从而弥补全面小康建设的短板，推进乡村全

面振兴。 

【关键词】：“一区六片六线” 全面小康 大足实践 

【中图分类号】S-2【文献标识码】A 

2020 年 5 月下旬召开的全国两会要求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凝心聚力迎难而上，以必胜信念高质量打赢脱贫攻

坚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主轴上重要节点和支点的大足区需要展现新作为、实现新突破。

为此，大足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思路是“四区联动，四地协同，三个发展，三大愿景”，即“4433”发展思路，其中

四区联动就是：文化兴区，工业强区，农业稳区，生态靓区。坚持“农业稳区”发展思路：就是依托优势，发展特色产业；多

点布局，实现竞相跨越；精深加工，拉长产业链条，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园区，真正实现稳区富民。做好“农业稳区”文章，需

要充分发挥大足区农业产业发展优势，着力构建“一区六片六线”产业布局，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两大目标任务如期完成。 

1 何为“一区六片六线” 

大足区有着长期的农业产业发展优势，在柑橘、葡萄、枇杷、高粱、花生等农作物种植方面有着天然的优势，但是大足农

村经济发展活力明显不足，需要着力构建“一区六片六线”产业布局，真正实现农业稳区富民，助力大足全面小康的实现。 

大足区构建“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其中“一区”，即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打造农产品精深加工贸易中

心、农业教科研学中心、农业大数据中心，积极创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引领全区现代农业发展；“六片”，即引导 27

个镇街分片区抱团发展，结合各自产业基础，打造优质粮油、特色蔬菜、精品水果、四季芳香、名优茶叶、生态养殖等 6 个各

具特色、互为补充的农业产业示范片，让冬菜、雷竹、柑橘、柠檬、花椒、菜苔、茶叶等特色产业在全区多点开花，推动各镇

街把产品做特、把特色做优、把优势做大，构建各镇街特色产业竞相跨越新格局，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六线”

即打造六条乡村旅游线路，“宝顶-棠香”、“棠香人家”、“老家观音岩”、“隆平五彩田园”、“三驱-高升”、“龙水湖-

原乡荷花村”，不断推动大足乡村旅游特色发展。 

2 大足区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助力全面小康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足区积极推动农业供结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特色效益农业建设，切实保障和改善农村民生，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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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村各项改革，农业农村发展态势良好。2019 年，全区全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76.2 亿元，农业增加值 53.2 亿元，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17944元、增长 10%，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944元、增长 10%，脱贫成果持续巩固。但是总体而言，大足农村仍是

全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短板，农业仍是全区“四化同步”的短腿，需要重新布局思路。 

2.1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意在正视全区现存农业问题 

全区农业基础设施比较薄弱，产业发展规模小、分布散、平台少、龙头弱、链条短，产业融合发展深度不够，农业综合效

益和竞争力亟待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任务艰巨，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综合利用率不高，农村集体经济普遍薄弱，农民

持续增收难度较大，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化服务能力仍然较弱；乡村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仍处于净流出状

态，农业农村“失血”“贫血”程度仍在加剧。对此，如何更好地合理规划布局，充分利用现有资源需要重新确定发展思路，

打造更加符合实际需要的农业产业布局。 

2.2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旨在有效实现抱团发展 

产业要做大，必须要综合考虑地理气候、区位优势、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市场需求等因素，合理划分粮食生产功能区、

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促进各区域特色、协调发展。区农业农村委牵好头，按照“地域相邻、优势相近，

突出重点、抱团发展”的原则，加快农业生产向优势产区集聚，共同把产品做特、把特色做优、把优势做大。区农业农村委加

强政策引导和技术指导，引导 27个镇街合理划片，打造农业示范片区，形成各镇街特色产业竞相发展的新格局，每个镇街集中

打造 1—2个重点产业，形成产业集中、区域集聚、经营集约的发展模式。 

2.3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目的在于实现农业稳区富民 

大足自古就有“大丰大足”“鱼米之乡”的美誉，农业资源丰富，物丰粮足。农业发展有优厚的资源禀赋，土壤富含锌硒

锶，拥有优质粮油基地、特色果蔬基地近 6.67 万 hm2。誉为“大足四宝”的大足冬菜、大足黑山羊、雷竹笋、苕粉具有鲜明的

地域特色，粮油、花椒、柠檬、柑橘等具有发展壮大的潜力，但从目前全区的农业发展来看，农业资源还没有转换成农业经济。

《大足区乡村振兴总体规划》中就明确提出要积极策划一批补短板的基础设施项目，通过“一区六片六线”优化产业布局，重

点打造大足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十里景观十里城”乡村振兴示范建设项目、隆平五彩田园建设项目、重庆四季香海芳香产业

项目、柠檬产业链项目、大足区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工程、特色农产品增值加工及配套项目，真正实现农业稳区富民。 

3 大足区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助力全面小康的路径探析 

大足区户籍人口近 60%是农业人口，常住人口 42%居住在农村。对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两个翻番”要求，全区农民人均收

入比 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已经实现，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还很大，全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7623元，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只有 17944元，收入比为 2.1︰1。贫困户收入普通偏低，3.6万已脱贫人口中仍有较多收入略高于脱贫线 3750元，要实现全

面小康，还应从以下几方面着眼。 

3.1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不断增加农民群众收入 

全区目前还没有一个市级农业产业园区，因此大力推进现代农业园区建设，积极创建市级现代农业产业园，示范引领全区

现代农业发展势在必行。 

3.1.1实施农业园区建设提升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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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建设好运营好大足现代农业示范园区，把产品做特、把特色做优、把优势做大，力争每个园区有 1 个以上辐射带动

能力强的龙头企业、1～2 个主导产业、一批创业创新主体，推动产业集聚发展，全面提升园区建设水平。积极创建国家级现代

农业园区，培育引进 10个产值过亿的精深加工项目，以及一批配套企业。联合周边区(市)县共建特色农产品冷链物流、加工储

藏、网络交易基地，打造双城经济圈特色农产品加工集散中心。 

3.1.2加强政策引导。 

现代农业园区要发挥好平台支撑作用，各项优惠政策围绕主导产业的发展需要来制定。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的原

则，整合各类资金优先投入园区基础设施、标准厂房和产业发展配套建设。通过争取更多的中央和市级财政项目资金撬动金融

和社会资本投入园区建设，加强投融资创新，提升金融服务保障水平，切实保障农业农村发展。 

3.1.3不断开拓农民增收渠道。 

组建专家顾问团队，通过研判分析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组织技术团队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帮助指导农民第一时间解

决农业产业发展存在的技术问题，不断增加农民群众收入。鼓励有条件的村(社区)探索建立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通过产

业带动、资源开发、服务创收、租赁经营、项目拉动等方式壮大集体经济，切实增加农民收入。 

3.2打造六个农业产业示范片，不断提高特色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发展高效特色农业实现产业兴旺 

大足区应大力培育壮大 6 大特色示范片，着力打造以冬菜、黑山羊、硒锶农产品等为特色的优势产业，大力实施现代特色

高效农业提升工程，夯实乡村产业振兴基础。 

3.2.1打造一批农业示范片区。 

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主导相结合，发挥扶持政策的撬动作用，引导 27个镇街按照相互促进的原则抱团发展，着力特色示范

片。鼓励各片区围绕一两项重点产业，因地制宜、集中连片把支柱产业立起来，让特色更加突出、优势更加显现，把产品做特、

做优、做大，构建各镇街特色产业竞相跨越新格局。 

3.2.2加强科学引导。 

以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为主，注重市场导向和政策支持，强调改革和科技驱动。区农业农村委和其余涉农部门对于

干得好的、成功打开市场销路的镇街给予一定扶持，对于干得不太成功的镇街及时指导转换工作思路。 

3.2.3注重高效特色农业发展。 

聚焦粮油、黑山羊、冬菜、雷竹、荷莲、富葛等特色优势产业，加大新品种的研发、引进、推广工作力度，着力优化品种，

加快推动新品种更新换代。实施“标准化+现代农业”工程，鼓励和引导农产品加工企业完善企业标准，着力提升产品品质，对

于成功申报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地理标志产品、名牌农产品等企业，要加快兑付奖励资金。 

3.3规划六条乡村旅游线路，注重农村基础设施改善，推动农业“接二连三” 

大足区的地形地貌大部分是浅丘，要抓住国家加大在项目资金投入上的机遇，重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打造一批美丽乡村

示范村，推动农业向好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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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切实做靓乡村旅游。 

依托以大足石刻为核心的国际文旅城和以龙水湖为核心的旅游度假区，统筹规划宝顶山、北山、龙水湖、玉滩水库沿线美

丽乡村建设，连片打造美丽乡村，构筑乡村慢游大廊道。加快推进乡村旅游项目提档升级，结合生态山水、特色产业和农耕文

化因地制宜打造一批美丽乡村示范村。举办醉美乡村节会，挖掘和展现“大丰大足”的时代内涵，加快推进涉农会展及乡村节

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发挥大足石刻文创园示范引领作用，传承和发扬大足特色地域文化，发展文创村落、创意民宿和田园

综合体，打造一批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园区。 

3.3.2不断改善农村基础设施。 

抓紧组织实施一批路、水、电、气、讯等基础设施项目，深入实施“四好农村路”建设，重点建设一批便民路、产业路、

旅游路。加快推进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大足段跟进配套农田水利建设。积极推动农村电网改造，有效解决农村电压低、负荷分

布不均和设备老旧等问题。推进有条件的集中居住地区铺设燃气管道，让住进楼房的农村居民用上天然气；在分散居住地区大

力推广沼气池建设，进一步满足农村居民对清洁能源的需求。要推动宽带网络自然村光纤全覆盖，铺就更多信息“高速路”。 

3.3.3促进乡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坚持绿色生产理念，推进主导产业标准园、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建设，加强对龙头企业、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等规模

化生产经营主体的指导和服务，切实发挥其标准化生产的示范引领作用，不断提高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提升粮油、果蔬、肉

类、茶叶、调味品等农产品加工转化能力和水平。比如铁山镇的白芷、中敖镇的莪术、珠溪镇的金槐加工基地的建成，实现中

药材的初步加工和深加工，最大限度地提升市场份额。将中敖的螃蟹养殖基地，回龙的白乌鱼、白茶种养殖等特色农业的生产

和加工相结合，实现种养殖的价值提升。各镇街一定要立足自身实际，培育和打造一批集休闲、娱乐、旅游、绿色为一体的现

代农业观光园、休闲农庄等。大力推进农产品品牌化、特色化，拓宽原生农产品及精加工产品的销售市场，打造农业产品品牌。 

总之，打造“一区六片六线”农业产业布局旨在结合大足区实际，更好地调动整合现有资源，补齐全面小康“三农”领域

短板，巩固脱贫成果，促进大足农业产业兴旺，推进大足乡村振兴，更好地助力大足区全面小康的实现，同时也希望对其他地

区全面小康的实践起到参考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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