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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 16日，梁平区双桂街道黄
泥村稻田郁郁葱葱，农房掩映其
中，一派欣欣向荣景象。近年来，
梁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三农”工作重要论述，以创建国家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总目
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优
农业科技创新、乡村建设、农村改
革“三大亮点”，真正把农业发展
好、把乡村建设好，让广大农民共
享改革发展成果。

梁平日报特约摄影 唐红 摄

田园风光
欣欣向荣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李承舜

“现在打开电视就有永嘉新闻、便民服务、农技知
识这些板块，看电视就能了解永嘉的事情。疫情防控、
惠民政策、生活缴费、招工信息、咨询热线都有，非常方
便。”近日，铜梁区永嘉镇大兴村民周雪告诉记者。

周雪所说的平台是基于电视屏的“智慧永嘉”数字
应用平台。为加快乡村治理规范化、数字化建设步伐，
铜梁区各镇街与中国电信铜梁分公司联合打造“数字
乡村”平台，将每家每户都有的电视机“变身”为集党
建、法律、政务、新闻、宣传、服务等于一体的综合信息
服务电视屏，助力“互联网+政务服务”向乡村延伸。

据介绍，平台整合相关的信息资源，推动电子政务、
实时监控、应急广播等功能延伸，提高疫情防控、文明创
建、社会治安、森林防火、防洪防汛等信息发布的日常工
作效率；推行数字化服务，推动“互联网+教育、医疗、金
融”等便民惠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升服务效能；
提供优质线上教育资源，覆盖从幼儿到高中的学龄阶
段，孩子们寒暑假可以通过智慧大屏在家学习。

“留在老家的大多是老年人，办理业务时由于不熟
悉基本情况，一些在村上就能办的事情还得到镇上甚
至城区去，经常跑一些冤枉路。”永嘉镇镇长李小波表
示，现在老年人在电视屏上也能熟练操作查询，让数字
多服务，群众少跑腿。

目前，铜梁区已有 12个镇街上线当地智慧平台，
预计今年内将完成所有镇街的联合上线工作，实现“数
字乡村”全覆盖。

铜梁

数字多服务 群众少跑腿

看重庆

仲夏的綦江区石壕镇一片忙碌，今
年3月开工的石壕长征红军学校石壕小
学项目建设已完成60%。

据了解，石壕长征红军学校石壕小
学项目投资 1590万元，占地 7200平方
米，共有12个教学班，能同时容纳540名
学生就读。

“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主体封顶。”该
项目负责人包和军介绍，“主体建筑将于
今年7月完工并交付。8月开始，我们将对
校内绿化和相关配套设施进行打造。”

“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推进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
度融合，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
社会主义精神。”石壕长征红军学校小学
部校长廖正彬告诉记者，学校建成后，将

在氛围打造上融入更多红色文化元素，
同时利用本地红色资源，如红军桥、红军
路等，开设更多红色课程，给孩子讲好红
色故事，让他们传承好红色基因。

在离石壕长征红军学校石壕小学项
目建设工地不远处，石壕镇游客接待中
心项目建设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

“现在，我们日均游客接待量在 500
人左右，还有持续增加的趋势，迫切需要
提升接待能力。游客接待中心建成投用
后，我们将以游客接待中心为支点，串联
起各大红色景点，进一步提升旅游服务
水平。游客接待中心可提供餐饮、停车
等服务，让游客提前了解各景点的情况，
更好规划参观路线，提升旅游体验。”石
壕镇文化和旅游服务中心主任傅光君介
绍，目前，游客接待中心主体部分已经完
工，正在进行外立面装饰，预计将于今年

国庆节前建成并投入使用。
石壕长征红军学校石壕小学项目、

石壕镇游客接待中心项目是长征国家文
化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项目的
一部分。

近年来，綦江围绕打造重庆重要红
色文化高地这一目标，以长征国家文化
公园（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为着力
点，深入推进万寿亭、石壕红军洞等区域
内的红色遗址遗迹的修缮保护，红一军
团二团指挥部旧址恢复、重庆红军长征
纪念馆等项目建设。

同时，把中共綦江支部旧址（邹进贤
故居）、王良同志纪念馆等红色资源串联起
来，推出一批精品红色文化研学和旅游矩
阵，努力把綦江培育成为“重庆重要的红色
旅游目的地”“重庆长征体验目的地”。

截至目前，綦江区已梳理出不可移

动革命文物19处36个点，国有可移动革
命文物藏品 31 件，革命遗址遗迹 162
处。王良同志纪念馆、王良故居、中共綦
江支部旧址（邹进贤故居）、红一军团司
令部旧址等一大批“红色项目”建成开
放，吸引了市内外4500余个党组织30余
万人次到綦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市第六次党代会提出，要深入推动
文化繁荣发展，持续抓好文化强市建
设。”綦江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綦江区将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
重庆段綦江主体建设区项目为引领，加
快推动重庆红军长征纪念馆建设，更好
发挥王良故居、中共綦江支部旧址（邹进
贤故居）、李世璋旧居等在传承红色文化
方面的积极作用，持续提升红色资源保
护利用水平，努力把綦江建设成为重庆
重要红色文化高地。

在距离重庆市区不远的地方，一条
曲折蜿蜒的山路，从小湖一直通向大山
深处。古色古香的民居院落零星散落
山间，碎石构筑的墙体，石材铺制的小
路，野花点缀林间。

这里，是重庆市渝北区洛碛镇大天
池村杨家槽。自“湖广填四川”时期，来
自湖北孝感的杨氏家族便在这里生息
繁衍，传统的农耕生活、浓郁的田园气
息、古老的民风民俗，静静诉说着村落
400多年的故事。

改出新面貌 干劲十足

“老李，你这个鸡要圈起来养，现在
我们的环境这么漂亮，莫把地下弄脏了
嘛。”一走进杨家槽，便看到一个老人，
正在告诉身边的人圈养家禽的好处。

他叫杨礼忠，是土生土长的杨家槽
人，以前是当地的生产队长，在杨家槽
经历改造后，70岁的杨礼忠又主动当
起了村里的卫生保洁员，定时清理村庄

垃圾的同时，也会监督其他的村民保护
环境。

“别看现在我们这里这么漂亮，以
前只能用‘脏乱差’来形容。”杨礼忠指
着曾经的老照片，向记者讲述杨家槽的
过去，“以前村里大家的条件都不好，平
时就靠种地、养家禽来维持生活。”

杨家槽位于渝北区洛碛镇东北部，
地处重庆主城四大山脉之一的明月山脉
的槽谷中，交通不便，前些年由于贫困，
不少年轻人都选择外出打工，仅有部分
留守的老人守着一亩三分田过生活。

2020年 8月，渝北区洛碛镇杨家槽
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启动，对杨家槽
原有古树、古迹、古房、古井等进行保护、
修缮，并进行了村庄总体设计、整村农房
改造、乡村环境景观改造设计和基础设
施规划设计，打造乡村文创中心、民宿示
范、传统民居修缮改造等多个项目。

经过修缮和改造，目前杨家槽的石
板路得以修复，部分具有较高价值的古
民居得到修缮，村落风貌更加美观的同
时，居民的居住条件也进一步改善。

杨礼忠开心地说：“村里的整体环
境越来越好了，大家天天看着也很开
心，做事也更有干劲了，都开始自觉保
护起了家乡的环境。”

改出新气象 有了新目标

改造后的杨家槽，村容村貌变好
了，也吸引了外出的不少人返乡。

69岁的李华珍就是其中之一，2021
年，从亲戚口中得知家乡正在改造的
她，立即从长寿回到了家乡，参与了自
家的房屋改造。

“我对现在的房子很满
意，以前房屋都是烂瓦房，一
到雨天就睡不了安稳觉，现
在再也不用担心了。”谈起自
家房屋的变化，李华珍激动
地说。

在《重庆市渝北区全域
旅游发展规划》当中，洛碛镇
大天池村全域纳入旅游发展
规划，杨家槽的未来非常值
得期待。

据大天池村党总支书记
左其政介绍，杨家槽下一步
将持续发展高山蔬菜、中药
材种植、冷水鱼等产业，并将
乡村旅游、特色民宿确定为
主产业的发展思路，希望更多村民能够
在家门口就可以挣钱。

因为家中还有一间空房，加上村委
会的日常宣传，李华珍也逐渐有了开办
乡村民宿的想法。

“回到家乡开民宿，要放在以前，我想
都不敢想，但现在我们杨家槽不仅山清水
秀、空气好，整体卫生和环境也很棒，肯定
能吸引不少游客前来游玩。”李华珍说。

如今，“脏、乱、差”在杨家
槽早已成为过去，马路平坦宽
敞，古建筑在保留原本风味
的基础下修葺一新，村民们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喜悦
的笑容。

眼下正是青花椒成熟的季节，走进
潼南别口镇老君村老君利源花椒种植基
地，只见一簇簇颗粒饱满、色泽艳丽的青
花椒满挂枝头，山风吹过，椒香扑鼻，百
余名村民分散在花椒地里采收。

记者在采收现场看到，与传统采椒
不同，村民们手拿电动修枝剪，直接从枝
条根部利落剪断，再将长枝条剪成小段，
枝、叶、果实一起打包装车，再进一步对
椒树进行修剪、施药。

“我们通过整枝采收，同步进行修枝、

清园工作，一年可节约成本近60万元。”老
君利源农业公司负责人文静脸上满是丰
收的喜悦，“我们种植的花椒已进入盛产
期，每天需要雇用120多个劳动力帮忙采
收，今年力争在7月10日前采收完毕。”

据了解，该基地流转 500多户村民
土地共 2460亩，其中花椒种植 1600亩，
预计今年鲜椒产量将达500吨左右。为
确保花椒产业持续发展，让村民在家门
口有事做、有钱赚，基地在附近建起了加
工厂，对生花椒进行深加工。

加工厂内，现摘的花椒枝通过传送
带运送到自动烘干设备内，烘干后，经过

果枝分离、去杂质、选刺等工序，花椒色
泽更加艳丽，味道更加浓郁，剩下的枝
杆、枝叶、花椒籽经过处理变废为宝，做
成饲料再生利用。

“我们同时收购周边镇村的花椒，经加
工后，将增值30%左右。”文静说，按照花椒
品质，我们的收购价在20—30元/斤不等，
每天6000多斤干花椒销售到全国各地。

2021年，别口花椒基地采收鲜花椒
2000吨，实现产值 3000多万元，到花椒
丰产期，预计年产量达 5000吨以上，实
现产值近亿元，增加固定就业岗位 500
个以上。在农户掌握花椒种植关键技术

和其它条件成熟以后，农业企业将把花
椒的种植反向承包给周边农户，届时将
带动约 2000户农户依靠花椒及相关产
业发展户均增收5000元左右，形成企业
与农户双赢的合作发展模式。

近年来，别口镇以做大做强做绿现
代农业为抓手，以打造效益农业示范镇
为目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产业，以
花院村、老君村、花坡村为主的万亩花椒
基地正蓬勃发展，并逐步向周边村社拓
展，配套建设的加工企业、冻库正日趋完
善，形成了一个集花椒种植、生产、深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条。

渝北：古村落改出“第二春”
□ 华龙网记者 赵紫东 实习生 王旭睿

改造后的杨家槽，整体环境得到了
提升。 华龙网记者 谢鹏飞 摄

打造红色高地 助力文化强市
綦江石壕长征红军学校石壕小学项目主体建筑7月完工

□ 綦江日报记者 刘琦 邓大伟 綦长伟

椒香飘溢幸福路
潼南别口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助推乡村振兴

□ 潼南日报记者 罗昌泽 刘文静

渝北区洛碛镇大天池村杨家槽传统村落。
华龙网记者 谢鹏飞 摄

黔江

首届西兰卡普
创新创意大赛举行

6月19日，黔江区2022年首届西兰卡普创新创意
大赛举行。大赛分为创新创意设计、创新产品展示、现
场创意制作三个类别，参赛人员结合西兰卡普文化内
涵，分别进行PPT现场路演展示、成品展示并阐述制作
理念、织锦制作西兰卡普。

比赛现场，各选手将更多的图案、色彩、纹样、材质
融入设计之中，并从创意的设计理念、衍生设计、市场
定位等方面，详细介绍了自己的创意设计方案，探索西
兰卡普更多的应用场景：有选手从穿着入手，着力探讨
藏族土家族的着装异同，将西兰卡普融入藏式帽子、藏
式挎包、藏袍的设计之中；有的选手则将西兰卡普元素
用于日常配饰、鞋包等设计之中。

据西兰卡普市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汪少碧介绍，
西兰卡普正面临“转型”的生存现状，一大批传承人在
黔江传承西兰卡普，在力求手艺传承与创新的同时，也
要让其跟上市场发展的脚步，设计出更多贴近市场、广
受欢迎的文创作品，以此来推动文旅融合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

□ 武陵都市报见习记者 蔡肖霞

巴南

建设“空天地一体”的智慧农业

日前，巴南区二圣镇中坪村智慧粮油基地和集体
村智慧梨园等项目建成并通过验收——“空天地一体”
的智慧农业蓝图在美丽乡村徐徐展开。

据二圣镇党委书记刘俊军介绍，中坪村智慧粮油项
目和集体村智慧梨园项目充分利用了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5G+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农业自动化、智能化管
理跟踪，成为巴南区数字乡村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坪村智慧粮油基地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坪村
推广“稻+鳅”“稻+鸭”“稻+鱼+菇（油菜、洋芋）”为主的
稻田生态综合种养模式。而智慧粮油基地着眼于“稻+
N”生产模式对中坪村的重要性，建成粮油基地数字信
息化系统、农事管理系统、粮油基地数据处理系统和智
慧粮油基地移动系统，从环境监测、病虫害预警、农业
标准化生产管理、农产品溯源等环节提升粮油产品的
质量、降低人工成本，促使“稻+N”生产模式形成有效
的闭环管理。

集体村则是重庆市首批乡村振兴示范村之一，盛产
二圣梨。近年来，二圣梨产业持续快速发展，面积达8000
亩，年产量达750万斤，总产值达5000万元。为进一步实
现提质增产、节省人工成本，智慧梨园基地应运而生。

集体村智慧梨园包括数字梨园信息化系统、智慧
农事管理系统、智慧梨园信息中心和智慧梨园移动平
台。智慧梨园基地负责人表示，智慧梨园基地建成后，
将进一步完善技术，最终实现环境监测、标准化管理、
病虫害监测、5G基站通信、农产品溯源、专家远程巡检
等功能的投用。

□ 巴南日报记者 彭怡 通讯员 刘钦 庞佳琦

6月18日，由中建三局三公司承建的“重庆第一高
楼”重庆陆海国际中心项目主塔楼正式封顶。

陆海国际中心总建筑高度458米，总建筑体量超50
万平方米，由两座塔楼及商业裙楼组成，是在建的“重庆
第一高楼”。陆海国际中心项目也是超大型综合建筑
群，集办公、商场、酒店、观光于一体，包括23万平方米
超甲级写字楼、10万平方米主题购物中心及城市天际
酒店，是重庆国际商务区的核心载体和标志性项目。

“预计明年5月底项目外立面的幕墙要全部封闭，明
年11月底项目内部装修交付完成，明年12月底主塔楼全
面交付。”中建三局三公司陆海国际中心项目技术总工田
喜胜介绍，作为项目承建方，中建三局三公司会在保证安
全和质量的前提下，顺排工序、倒排工期，进一步加强协
调、抓好管理、推进建设，高质量打造重庆建筑新地标。

渝中

458米！重庆新高度新地标
□ 渝中报记者 李传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