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迎接高铁经济 我们准备好了”
渝东北万州、云阳、奉节、巫山四区县抢抓高铁带来的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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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深度融入
全国大交通格局

万州因“万川毕汇”而得名、“万商云
集”而闻名，历来就是“川渝门户、水陆交
汇、商贸通达”之地。郑渝高铁通车后，
作为沿线重要枢纽和节点城市的万州与
东部发达地区、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的联
系将会更加畅通，人员流动、产业联动、
商贸往来更加频繁，万州将借此深度融
入全国大交通格局。

“当前，我们正加快建设全国性综合
交通枢纽。”万州区发展改革委主任吴双
认为，郑渝高铁开通后，从万达开统筹发
展的角度，万州正式融入全国“八纵八
横”高铁大动脉，这将进一步发挥万州交
通先导作用。未来，随着万州新田港、成
达万高铁、渝万高铁等重大交通骨干项目
建成，万州还将积极构建横贯东西、沟通
南北的“铁公水空”立体交通物流网，进一
步巩固川渝对外开放“东大门”地位。

围绕做好高铁经济这篇文章，万州
区在高铁片区规划建设了 1000亩左右
的万州绿色智慧型物流产业园，重点引
进国内知名电商及三方物流企业，打造
辐射川东北、渝东北及鄂西地区的仓储
加工、城市配送的区域生活物资分拨集
散中心。今后随着成达万高铁、渝西高
铁等建成投用，万州还将探索发展
高铁物流，开展具有时效性强、附加
值高等特点的高品质运输业务，加
快建设生产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

优化城市环境
吸引更多资源落户发展

“郑渝高铁建成通车后，云阳将结
束不通铁路的历史，实现‘2小时重庆，
3 小时成都、西安、武汉，6 小时北上
广’，这为云阳城市发展带来了新机
遇。”云阳县城市管理局副局长邓绪林
激动地说。

郑渝高铁在云阳境内全长 67 公
里，途经龙洞、水口、巴阳等 8 个乡镇
（街道）。在邓绪林看来，高铁沿线是展
示一个城市形象的重要窗口之一，可把
沿线的文化、旅游、产业等资源串连成
线，推动城市有机更新，让市民生活更
美好。

邓绪林说，近年来，云阳县围绕“骑
走跑坐可享、山水花石可赏、文史科艺可
品”的城市建设理念，大力推进城市功能
与品质提升。为迎接高铁开通，他们将
郑渝高铁（云阳站）所在的黄石镇纳入同
城化管理，成立了高铁新城环卫工作队，
确保市容环境干净整洁。

“高铁贯通后，我们将全面提升云阳
县宜居宜业宜游公园城市新形象，用绣
花的功夫，扮靓城市颜值，惠及民生里
子，用良好的公园城市环境吸引更多人
才、资金、信息、技术落户云阳，为推动万
开云同城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贡献力量。”邓绪林表示。

以交通枢纽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奉节具有“联动巴渝、辐射鄂陕”的
独特区位优势。长期以来，奉节饱受交
通制约，联通外界的除了水路，只有沪蓉
高速公路、奉溪高速公路，到重庆中心城
区需要4个多小时。

“高铁通车后，奉节不仅将实现‘1.5
小时重庆、2.5小时成都、4小时郑州、5
小时北京’，还加强了与京津冀、华中、中
原等地的交流联系。高铁沿线各城市、
地区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将更为频繁，为
奉节打造三峡腹心综合交通枢纽奠定了
基础，也将进一步促进产业向内陆地区
转移，助推奉节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奉节县人民政府副县长刘木平表示。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接下来，我
们还将以高铁贯通为契机，围绕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推动生态工业提速发
展。”刘木平表示，奉节将进一步完善产
业链、畅通供应链、提升价值链，做大做
强生态工业园区，全力打造200亿级清洁
能源产业集群和眼镜、食品两个50亿级产
业集群，加快农机制造、环保新材料、医药
等产业发展。加快建设以总部经济、楼宇
经济、大数据、智能制造、快递物流、仓储
冷链为重点的高铁生态城新兴产业集聚
区，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硬核支撑”。

融入高速铁路格局
推动文旅产业全面升级

“巫山扼守渝东门户，高铁通车后，
巫山将顺利融入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
路网中，实现‘4小时北京，2小时郑州，3
小时成都，2小时重庆主城’，这将进一
步激发巫山旅游的潜能，为我们发展大
文旅、大康养产业注入活力。”巫山县副
县长水韦梁表示。

近年来，巫山不断补齐交通短板，着力
建设渝东门户综合交通枢纽。高铁开通后，
巫山将正式形成以机场、高铁、长江黄金水
道、4条高速公路、八条旅游交通大环线组
成的‘水陆空铁’多式联运立体交通网络。

抢抓高铁时代新机遇，巫山将继续
用好“生态”和“人文”两个宝贝，力争用
3年时间推动文旅产业全面转型升级。

“具体而言，我们将以小三峡·小小
三峡、巫峡·神女等核心景区为‘支撑’，
构建长江三峡黄金旅游带核心区。以巫
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为‘引擎’，构建
高品质国际康养度假区。以城市‘两江
四岸’、神女文化等为‘依托’，构建
高峡平湖山水文化名城。以大溪
文化、巫文化等为‘本底’，构建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重要节点。”
水韦梁说，目前，巫山正着
力基础设施配套的完善。

6月21日，记者从武隆喀斯特申遗成功15周年活
动暨武隆旅游“三次创业”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仙女山
小火车、白马山云上恋桥等融交通与旅游体验于一体
的项目即将开工，推动武隆旅游由“打卡地”升级为“刷
卡地”。

2007年，武隆喀斯特申遗成功，成为全市首个世
界自然遗产地。6月27日至28日，武隆将举办系列活
动，包括申遗成功 15周年庆祝大会、中国南方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年会、招商引资及签约活动等。

今年既是武隆申遗成功 15周年，也是武隆旅游
“三次创业”开启之年。武隆区主要负责人表示，该区
将借申遗 15周年庆祝活动，着力推进旅游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推动旅游产业实现由数量型向数量质量
并重型转变、推动由“打卡”向“刷卡”提升旅游人均
消费、由单一的旅游支撑向“+旅游”的多元产业支撑

“三个转变”。
为此，武隆将聚焦做深产业链、提升贡献度，以研

学、运动、艺术、康养、婚恋、服务六条产业链为主抓手，
做深做细全域游，不断将“打卡地”变成“刷卡地”，全力
提升发展的“含金量”“含新量”“含绿量”。

据了解，今年前5个月，武隆接待游客1485.2万人
次，同比增长 11.5%；旅游综合收入 65.3亿元、增长
12.7%。

沙坪坝

14个设计产业项目签约
相关产值将达200亿元
□ 华龙网记者 王庆炼

6月21日，沙坪坝区举行2022年“潮涌嘉陵”招商
季设计产业集中签约活动。14个与设计产业相关的
项目正式签约落户沙坪坝区，预计未来三年，沙坪坝区
将集聚设计领域高层次人才1000人以上，设计及关联
产业产值将达到200亿元以上。

据了解，此次签约项目包括林同棪中国公司工程
总承包及咨询服务运营中心项目、北京建院西南设计
创新中心项目、上海城建院重庆运营中心项目、河南省
交通规划设计研究院设计服务运营中心项目、武汉市
政设计服务运营中心项目等。

沙坪坝区已集聚了重大建筑规划设计研究总院、
浪尖渝力、筑智建等一大批知名设计企业，荣获全国优
秀城市规划设计奖 8个、教育部优秀勘察设计奖 4个，
培育国家级工业设计中心 1家、市级工业设计中心 5
家、总量位居全市第4，设计产业已成为沙坪坝区重塑
发展新优势、培育发展新动能的重要支撑。

目前，沙坪坝区已建成投用重庆大学设计创意产
业园、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城等一批产业平台，正在加快
规划建设中国西部 1491国际创意谷。沙坪坝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未来，将加快培育工业设计、城市设计、乡
村设计、创意设计等优势产业集群，全力打造未来设计
之都，以设计产业促进经济转型发展和城市能级提升。

6月21日，记者从璧山区农业农村委获悉，第十三
届重庆璧山葡萄采摘季将于6月24日在璧山区大兴镇
葡萄广场拉开帷幕，2万亩新鲜美味的葡萄成熟待
摘。本次葡萄采摘季将持续至10月，近100家葡萄园
可供采摘，目前可采摘蜜莉、夏黑等早熟品种，阳光玫
瑰、醉金香等中晚熟品种也将于7月陆续成熟。

本次葡萄采摘季以“葡香璧山、萄醉大兴”为主
题。据了解，葡萄采摘季期间不仅有美味精品葡萄和
璧山农特产品供游客品尝选购，还有丰富多彩的文艺
表演和抽奖活动，更有工商、农业、建设、邮储等多家银
行联合推出的买葡萄满21减20等数字人民币促销活
动，以及10万消费券大派送、抖音团购优惠等。

璧山葡萄作为璧山区的特色农业产业，其品质、产
量和种类在全市有特色有优势。其中，作为璧山葡萄
种植基地核心区域的大兴镇，多年来大力发展优质葡
萄种植，现种植面积约2万亩，年产量约3万吨，被中国
果品协会授予“中国优质葡萄之乡”。目前主要有蜜
莉、夏黑、美人指、玫瑰香、阳光玫瑰、醉金香等30多个

“早、中、晚”熟优质葡萄品种，正值采摘期的蜜莉葡萄
更享有“中华名果”的美誉。

据悉，为减少农药等污染，璧山广泛推广人工除草
取代除草剂，粘虫板代替杀虫剂，有机肥代替化肥等绿
色生态防控方式，保证葡萄的品质与安全。

璧山

葡萄采摘季24日开幕
2万亩葡萄等你来摘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遗失启事：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瓦密村李晓雪（身份证号：

500225199503286889）遗 失 其 残 疾 证（ 编 号 ：
50022519950328688942），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宝冲村6组76号杨洋（身份
证 号 ：500225200403016879）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0022520040301687911），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龙岗西路247号附1号喻
正刚（身份证号：510230196401040019）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1023019640104001942），声明作废。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复隆街村1组余万树（身份
证 号 ：510230194012104315）遗 失 其 残 疾 证（编 号 ：
51023019401210431543），声明作废。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龙丹梅

6月 20日，郑渝高铁正
式通车。渝东北万州、云阳、
奉节、巫山等4个沿途区县正
式进入高铁时代。4个区县
抓住高铁开通机遇，在产业培
育上作了哪些准备？未来又
如何把高铁机遇转化为发展
优势？近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渝东北4个区县进行了采访。

永川区卫星湖街道石龟寺村老店子
大院，是当地有名的院子。沿着宽敞平
坦的柏油路步入大院，映入眼帘的便是
白墙青瓦的民居，民居上方挂着一块牌
匾——乡贤评理堂。院子的一角还有座
翠竹亭，院子的主人吕祥杰正在这里向
村民传授如何处理家庭矛盾的秘诀。

年过七旬的吕祥杰老人告诉记者：
“以前，我这个小院是供乡邻话家常、解
矛盾，休闲玩耍的地方。现在，我这个小
院还是法治茶话会、巡回法庭审理、志愿
服务活动的固定场所。如今，这样的院
落在卫星湖街道越来越多。”

在卫星湖街道，村村有这样的新乡
贤及乡贤评理堂。近年来，卫星湖街道
通过党建引领发挥党员、新乡贤、志愿
者、网格员的作用，结合乡村治理、环境
整治、法治教育、志愿服务等“内外兼修”
的活动方式，努力打造以乡贤评理堂为

载体的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治理“升级
版”，让乡村变得更加和谐美丽。

硬件升级：
做优做亮“三治融合”示范片

老店子大院占地约30余亩，是永川
区首批“平安法治示范大院”和“十佳乡
贤评理堂”所在地，也是新时代“枫桥经
验”永川实践示范点。由于老店子大院
及部分附属设施逐步老化，街道拟定了
《老店子大院及附属设施维修改造方
案》，正逐步实施改造。

“为做优做亮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治理示范片，在改造升级过程中我们融
入了‘和善待人、和乐家庭、和睦邻里、和
谐乡村、洁美乡村’的‘四和一美’要素，
坚持完善设施与规范管理、更新改造与
厉行节约相结合，充分挖掘院内石板古
道、黄桷古树等历史遗存的文化内涵，充
分发挥新乡贤的人格魅力，全面提升老

店子平安法治大院及乡贤评理堂软硬件
档次，以优质的服务水平调解矛盾纠纷，
促进村民自治，确保一方和谐稳定。”卫
星湖街道平安办负责人表示。

目前，街道结合综治平安、环境整治
等重点工作，对辖区各村的院落安装了
268个摄像头，组织党员、新乡贤、志愿
者带领群众实施了人居环境整治行动。
下一步，还将进一步发动党员、带动群众
修缮民居、改造设施、美化庭院、硬化便
道，推动老店子平安法治大院（乡贤评理
堂）周边基础设施更完善、村容村貌更整
洁、文化氛围更浓厚、周边环境更有序。

软件升级：
提升社会治理与服务水平

前不久，在老店子大院的乡贤评理
堂，永川区司法局、卫星湖司法所工作人
员、石龟寺村村干部与当地村民在这里
围拢就座，一场法治茶话会就此开始。

“今天是我第三次来到石龟寺村为
大家讲解法律知识……”来自新源律师
事务所的律师吴凤勤向村民们“摆”起了
农村最常见的纠纷案例。很快，村民们
都参与了进来。“这样的茶话会有意思，
律师讲的内容通俗易懂。”一名村民说。

与此同时，“莎姐”普法维权、巡回法
庭审理、生活垃圾分类宣传等活动也相
继在老店子大院乡贤评理堂开展。永川
区委政法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乡贤评理
堂作为永川区基层社会治理的一张名
片，正有效推动形成依法治理、以德治
理、民主自治相结合的乡村善治新格局。

目前，永川区 263个村（社区）都建
立起了以乡贤评理堂为平台的实体化公
共治理空间，政法机关将乡贤评理堂作为
公安警民联系点、巡回法庭联络点以及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等，每年组织乡贤评理员
集体“充电”，让乡贤评理堂持续发挥引领
乡风文明、普及法律常识、调处矛盾纠纷、
反映社情民意、参与民事民议的作用。

永川：“内外兼修”打造乡村善治“星湖样板”
□ 渝西都市报记者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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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1日，长江第一艘LNG（液
化天然气）双燃料商品汽车滚装船

“民生号”，满载900辆商品车从果园
港滚装码头启航，驶向武汉。

据估算，LNG 作为船舶燃料使
用，相比传统的船舶燃料能减少近
100%的硫氧化物排放、85%的氮氧化
物排放，20%的温室气体排放和接近
80%的颗粒物排放，对船舶节能减排
具有重要意义。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罗斌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长江第一艘LNG
双燃料商品汽车
滚装船首航

6月20日，C6418
次列车上，巫山、奉
节、云阳等郑渝高铁
沿途区县给乘客带来
各具特色的舞蹈、戏
曲等文艺节目。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