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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双向投资增量提质
构建农业开放型经济体系

已近盛夏，蒲江县成片的猕猴桃果
园里又热闹起来——还有一个月左右，
今年的红心猕猴桃就要上市了。这段
时间，农户们正在抓住成熟前的关键时
期，按照标准规程进行田间管理。“今年
将邀请新西兰佳沛集团高管一行回访
成都，就猕猴桃全产业链项目开展深度
洽谈，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契机，争取
让成都优质猕猴桃搭上国际龙头企业
的快车。”蒲江县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不仅是新西兰佳沛集团，为打造现代
都市农业大产业大集群，近年来，成都市精
准招引国际国内龙头企业和基地项目，进
一步利用外资外企扩大农业农村直接投
资。“今年以来，我们已拜访目标企业50余
家、新签约农业项目9个，并有序推进中智
（四川）农业科技示范园等项目建设。”成都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
市还将持续做好优质项目包装策划推介，

组团出访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东南亚，对接
洽谈农产品贸易和项目合作，力促安利（中
国）有机中药材等24个在谈项目尽快签
约，推动中泰（四川）生态农业产业园等中
外合作项目加快建设，支持新希望、通威等
龙头企业扩大海外投资规模，吸引新西兰
佳沛集团、澳大利亚菌菇地带公司等优质
外企来蓉投资布局。

建强对外合作示范平台
赋能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

在大邑县鳗鱼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
发展基地加工车间内，经过工人开背、剔
骨，一条条滑溜溜的鳗鱼被迅速处理得
干干净净，再经过烤制、淋酱汁、速冻等
多道工序后，香喷喷的蒲烧鳗鱼便出炉
了。2023 年，该基地加工 800 余吨蒲烧
鳗鱼销往俄罗斯、日本、韩国、美国、新加
坡等国家，出口创汇近 7000 万元，未来
产能将持续扩大。

同样的景象也在全市各地频繁上
演。目前，成都已建成乌干达—中国农
业合作产业园等 10 个境内外农业开放

合作平台，聚集成都自贸通供应链服务
公司联合体等 8 家农业国贸基地，接下
来将引导平台基地与农业产业园、特色
农产品优势区等联动发展，畅通科研资
源与国贸基地合作渠道，面向 RCEP 成
员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等目
标市场深化贸易合作，培育国际名品和
进出口重点企业，促进国内外优质农产
品在蓉加工、集转和贸易。

畅通国际国内资源链接
打造农业多维度开放场域

走进位于浣花溪旁的益民菜市，除
了各种时令蔬菜、肉蛋鱼等外，还有一
个醒目的“进口食品专区”，泰国榴莲、
南美白虾、澳洲和牛等进口品牌琳琅
满目。“围绕市民高品质生活需求，我
们专门投资成立了进出口食品专业化
公司——成都益民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聚焦优质肉禽、海产、水果、乳制品等进
口食品，加快构建国际食品进出口供应
链体系，推动实现‘买全球、卖全球’。”益
民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悉，为提高农产品生产标准化水
平、增强自有品牌市场认可度，成都一
方面大力培育绿色食品、名特优新农产
品，支持农产品出口企业在蓉建立标准
化生产基地，开展国际标准认证、专利
申请和商标注册，以优质优价赢得国际
市场；另一方面开展组团出海拓市场抢
订单行动，持续扩大茶叶、猕猴桃、食用
菌、鱼子酱等农产品出口规模，稳定海
外营销渠道。

放大农业会展开放效应也是当前重
要的事。今年成都成功引进了智慧农业
博览会，还将继续办好第十届成都农博
会，邀请德国、摩洛哥、巴基斯坦等国家
前来开展农业投资推介和经贸对接活
动；同时，组织农企、国贸基地参加德国
科隆国际食品展等知名展会，扩大海外
朋友圈。此外，围绕培育农业新质生产
力，还将高水平建设中国—新西兰猕猴
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科创平台，
加强国际农业科技合作交流，着力技术
装备更新改造，让更多国外设施农业、智
能装备走进成都。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放！”在众多群众的围观下，
一袋袋鱼苗顺着流水投入毗河，
欢快地向水里游去。昨日，2024
年全国“放鱼日”成都增殖放流活
动在新都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农业农村局主
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承
办，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总队、新
都区农业农村局、新都区城市管
理和综合行政执法局协办。以

“养护水生生物 促进生态文明”
为主题，向新都毗河流域投放了
中华倒刺鲃14万尾、鲢24万尾、
鳙20万尾，共计58万尾苗种。现
场还通过启动仪式、陈列展板、悬
挂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
等方式，向市民科普宣传了相关
法律法规及科学知识，增强了群

众的渔业资源保护意识。
据悉，长期以来，成都坚持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高
度重视渔业资源保护和管理工
作。通过强化立法建设，规范水
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和经营利
用，实施春季禁渔和十年禁捕工
作，持续开展水生生物监测调查
和珍稀特有鱼类相关研究，建立
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基地，推广绿
色健康养殖，开展增殖放流、水生
野生动物保护科普宣传活动等措
施持续推动相关工作，取得了良
好成效。

成都市、新都区相关单位及
公证人员、媒体代表、热心市民等
共90余人参加了活动。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农业品牌如何支撑农业农村
发展？品牌价值怎样提升？前不
久，在浙江德清举办的2024世界
品牌莫干山大会第二届生态品牌
创新发展论坛上，成都应邀参加
并作了《以“天府源”为引领，做大
做强成都农业品牌》的案例分
享。成都在农业品牌生态建设方
面的成功经验得到了来自全球嘉
宾的关注和点赞。

据悉，近年来成都大力实施
农业品牌建设工程，依托优势特
色产业，通过持续推进品牌培育、
塑造和传播，成功打造了一批绿
色高端农业品牌，有效提升了品
牌价值，为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
粮仓的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

成都市农业农村局二级巡视
员李晓东向与会嘉宾分享了我市
创新构建的“市级区域公共品牌+
县级区域公共品牌+企业自主品
牌”三级农业品牌体系。其中，“天
府源”作为成都市级农产品区域公
用品牌，自2016年设立以来，已成
为成都优质特色农产品的名片，对
产业发展起到了标准引领、品牌孵
化、产销资源综合链接的重要作用。

在夯实品牌根基方面，成都
注重发展绿色化和标准化，加快
高标准农田建设，推进农业投入
品减量，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联
盟模式，确保农产品的高品质和
安全性。同时，成都通过挖掘农
业文化历史资源，开展文化创意
设计大赛、节庆活动等方式，深入
挖掘和提升品牌价值。

在创新品牌营销方面，成都
通过组织农产品全国行、搭建“五
进”消费新场景、开展全媒体多场
景宣传推介等多种方式，拓宽了
品牌的销售渠道和市场影响力。
此外，成都还强化品牌维护，通过
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和承诺
达标合格证制度，加强了对品牌
的监管和保护。

在打造品牌精品方面，成都
专项支持实施精品培育、全产业
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和认证示范区
建设等项目，推动“土特产”向精
品化、差异化方向发展。目前，成
都市农产品已获得中国驰名商标
33个，全市有机绿色地标996个，
建立了三级品牌体系生态。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泳

以“天府源”为引领
做大做强农业品牌

58万尾鱼苗投入毗河
2024年全国“放鱼日”成都增殖放流活动举行

深化农业开放合作

近五年成都农产品出口额年均增长17%
随着一声汽笛，搭载着新鲜菌

菇的中越冷链班列从成都国际铁
路港出发，8天后，这批产自成都青
白江区的白玉菇、蟹味菇、海鲜菇
等新鲜食用菌便端上了越南等东
南亚国家的餐桌。而位于彭州的
四川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内，智利
车厘子、泰国榴莲、新西兰猕猴桃、
美国红提……来自世界各国的优质
农产品在此汇聚，为成都市民的菜
篮子、果盘子丰富了种类。

据成都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成都以服务构筑向
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
基地为使命，依托成都“两场两港”枢
纽优势和内陆门户通达能力，大力促
进现代都市农业外向化发展，持续推
动农业产品、企业、技术和人才高水平

“走出去”和高质量“引进来”。2023
年，全市农产品出口总额38.43亿元，
近五年年均增长17%。 各国特色农产品参展成都农博会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