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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97年3月14日，在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代表们的雷鸣掌声中，中央庄严地赋予3000万重庆儿女
直辖使命！
在喜迎重庆直辖10周年的日子里，又逢春天，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在参
加全国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又为新阶段重庆发展勾画蓝图、导航定向，要求把重庆
加快建成西部地区的重要增长极、长江上游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统筹发展的直辖市，在西部地区率
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
2008年岁末，温家宝总理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系统研究重庆贯彻落实国家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的一揽子政策体系。
《国务院关于推进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09]3号）将重庆的发展
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
　　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为重庆未来发展进行的战略定位，对重庆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等
各层面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寄予了新期望，并清晰勾画了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任务和实现路径：
加快推进统筹城乡发展进程，增强域内经济内生增长能力，促进区域经济和谐协调发展，成为新时期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要使命。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强化&ldquo;三农&rdquo;工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对持续推进重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重庆地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连片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同在，城乡二
元结构矛盾突出，农业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相对较差，域内各区域生态条件差别大，在发展现代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中，面临极为繁重和复杂的情势。
与此同时，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成运行，&ldquo;后三峡时代&rdquo;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如何确保
库区生态环境优化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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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重庆农业谱新篇》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
强化&ldquo;三农&rdquo;工作，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农村建设，对持续推进重庆城乡统筹综合配套
改革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重庆地区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并存，连片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同在，城乡二
元结构矛盾突出，农业生态条件和资源禀赋相对较差，域内各区域生态条件差别大，在发展现代农业
和新农村建设中，面临极为繁重和复杂的情势。
与此同时，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建成运行，&ldquo;后三峡时代&rdquo;任务更加艰巨繁重，如何确保
库区生态环境优化成为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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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区内为北斜低山、向斜丘陵地貌，河谷地带海拔100-400米。
土地面积12719.67平方千米，占全市的15.45％。
该区是全市主要的粮食、蔬菜、青菜头及其他经济作物和柑橘等水果产地，也是生猪、牛、羊、兔、
家禽基地。
　　3.丘陵农业区。
包括潼南县、铜梁县、大足县、荣昌县、双桥区、永川区、合川区、垫江县、梁平县全部和璧山县、
江津区、綦江县、万盛区、巴南区、南川区、涪陵区、渝北区、长寿区、丰都县、忠县、万州区、开
县、云阳县、奉节县的大部分或部分乡镇。
区内属方山丘陵和平行岭谷地带，地貌多样，低山、丘陵、谷地交错，间有丘间平坝。
土地面积29279.26平方千米，占全市的35.56％。
该区水热条件好，湿度适宜，耕地土壤相对较肥沃，是全市主要商品粮油、优质肉猪、蚕茧、茶叶、
水禽生产基地。
盛产柑橘、柚、桃、犁等水果，如奉节脐橙、梁平柚等。
　　4.山地林农牧区。
包括城口县、黔江区、酉阳县、秀山县、彭水县的全部和巫溪县、巫山县、奉节县、开县、云阳县、
万州区、石柱县、丰都县、涪陵区、武隆县、南川区、万盛区、江津区、綦江县、永川区大部分或部
分乡镇。
区内地势巍峨险峻，坡陡谷深，地形成层明显，海拔800-1200米，最高2796.8米。
土地面积37&rsquo;766.43平方千米，占全市的46％。
该区立体气候明显，林地、草地广阔，耕地也占相当比重，是油桐、乌桕、生漆、黄牛、山羊、中药
材以及魔芋、木耳、香菇等林、牧、土特产品重要产地。
　　（三）重庆市农业综合区划成效。
自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综合农业区划的引导下，广泛开展了农业结构调整、农业综合开发、优势
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区域布局、退耕还林等农业生产布局调整活动。
近年来，又通过广泛深入推广农业产业化经营和土地流转，启动实施&ldquo;三百工程&rdquo;建设，
促进了农业生产布局的地域分工。
随着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交通运输、科技成果运用等条件的改善，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
农产品比较优势和国际间农产品竞争的背景下，全市优势农产品和特色农产品的区域分布格局发生了
显著变化，基地规模不断扩大，优势农产品产业带和特色农产品产业区初步显现。
　　1.布局更加优化。
取消水稻双季稻耕作制度，水稻主产区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20多个区县缩小到目前的11个县左右。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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