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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黄小倩 美编 阳晖看重庆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马王村8组31号胡才
来（身份证号：510230194808107052）遗失其残疾
证（编号：5102301948081070524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通桥街道天桥村6组40号旷
万财（身份证号：510217195312071133）遗失其
军残疾证（编号：渝军D012208），特此声明。

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普照大地，中
坝岛在长江薄雾中轻轻苏醒。清澈秀丽
的长江宛如一条丝带，绕岛而过，滋润着
数千亩蔬菜基地。

青山碧水间，一座座白墙灰瓦的民
房聚拢在岛的正中央。一个个蔬菜大棚
内，蔬菜、瓜果错落有致、长势喜人。

这是拥有 4500亩专业化蔬菜基地
的中坝岛，位于巴南莲花街道大中村，也
是重庆有名的“江上菜篮子”。

近年来，大中村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战略，不再只闷头种菜，而是学着“种”起
了风景。通过减少面源污染，实施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等措施，大力发展农文旅
融合产业，打造以创意农业、农事体验和
观光旅游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田园，编织
着“蔬菜村”的美丽乡村新景象。

“蔬菜村”蔬果飘香
村民户均年收入5.45万元

仲夏时节，漫步大中村，蔬菜棚里绿
意盎然，棚外屋舍俨然。

“眼下蔬菜销路不愁，价格也不错。”
村民廖昌茂穿梭在嫩绿藤蔓中的黄瓜
地，一边采摘着绿油油的黄瓜，一边乐呵
呵地告诉记者，岛上基本家家户户都种
菜，去年，他家种了10多亩蔬菜，总收入
达10多万元。

中坝岛地处长江河谷，地势平坦、土
壤肥沃，靠着紧邻长江的水资源优势，这
里已有近40年的蔬菜种植历史。

岛上现已建成专业化蔬菜生产基地
4500亩，是重庆沿江河谷早春蔬菜生产
的典型代表。村里 1000余户村民均参
与蔬菜种植。大家靠着种菜的技术，过
着一年四季都有钱进账的日子。

“我们这里主要种植以番茄为代表
的茄果类蔬菜和以黄瓜为代表的瓜类蔬
菜，每年最早上市期在 4月中旬。”大中
村党委副书记廖俊沅介绍，在夏、秋、冬
这 3个季节，村民则利用生产设施种植
三到四茬速生绿叶蔬菜。

总的来说，中坝岛可年产商品菜 3

万吨左右，能给村民带来户均 5.45万元
的年收入。

除了种菜卖菜，许多村民还有另一
项重要的收入来源——育苗。

中坝蔬菜基地也是重庆最早的蔬菜
育苗基地，每年销往达州、邻水、遵义、合
江等地的茄子、苦瓜、西瓜等嫁接苗，以
及辣椒、番茄苗等达 3000多万株，销售
收入达1500多万元。

产业与生态兼顾
守住175米生态红线

夏日的阳光火辣辣地照耀着大地。
一大早，村民廖大涛就来到菜地里

劳作，他从地里一大把一大把地拔起绿
油油的小白菜，抖去菜根上的泥土，然后
递给老伴整理。

“你看，这里的土蓬松得很，抓在手
里都不粘手，且土壤使用配方施肥后，种
的菜不仅水分足，还特别好吃，卖价也
高。更重要的是，不会造成土壤污染，蔬
菜产量也提高了。”廖大涛笑着说。

中坝岛是“菜篮子”，也是宝贵的江
域资源，产业发展与生态保护都要兼顾。

“为减少面源污染，大中村已实现主
要农作物测土配方施肥全覆盖，鼓励村民
充分利用农家肥，并做好农膜、农资包装
等农业废弃物的回收处理。”大中村党支
部书记廖大全告诉记者，地处绕城高速以
内的中坝岛属于禁养区，早在2007年，村
里就取缔了所有的规模化畜禽养殖。

此外，在廖大涛的蔬菜地附近，还有
一大片沿江临水区域，无人耕种，呈现着
自然原始的生态环境，时有鸟儿掠过。

“那里属于175米水位线以下区域，
是我们的生态红线。”廖大全说，三峡水
库水位周期性涨落，在中坝岛 175米水
位线以下，形成了超过 500亩的消落带
和湿地。

为减少农业面源污染对生态的影
响，岛上明文规定：175米水位线以下区
域，严禁任何生产活动。

在此基础上，大中村还结合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工作要求，持续开展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每个月都会组织岛上的党员志
愿者开展以“保护母亲河”为主题的志愿
服务活动，对长江沿岸的卫生死角和存
量垃圾进行清除，维护岛上的生态环境。

可喜的是，坚持生态种植不仅叫响

了“生态蔬菜”品牌，也让大中村村民过
上了好日子。良好的生态环境，换来了
生物多样性的提升，每到冬天，多种野生
鸟类都会来此过冬。

发展乡村旅游
编织美丽乡村“新”景象

中坝岛四面环水，至今没有通公路，
村民只能靠渡轮进出，但岛上极具特色
的农业产业、良好生态和美丽风光，依然
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市民前来游玩。

傍晚，记者来到村里有名的烧烤露
营地时，掩不住的欢声笑语阵阵传来，空
地上挤满了帐篷，小孩们在江边玩着石
头。虽然不是周末，但是环村乡间小道
上游人非常多。

“今年4月我们才正式营业，承包了
岛上 300多亩地，包括 50亩鱼塘。现在
能提供餐饮、露营、烧烤等服务。”重庆巴
渔岛生态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廖卫介
绍，每个月都有近2万人到岛上游玩，大
多都是来露营、摘果、烧烤的。

“我们村发展旅游有得天独厚的条
件，整个村庄被长江环绕，是不可多得的
资源。”廖大全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这对大中村来说是个
重大利好，村里将在深入开展长江江心
岛生态修复及保护利用工作的同时，抓
好产业发展。

如今，“蔬菜村”不仅仅是种菜了，还
利用生态优势，做起了“山水文章”，促成
一产与三产“联姻”，规划将全村划分为
亲水休闲区、抗战遗址群落区、大棚生态
区等，发展蔬菜采摘体验、沙滩车、环村
小自行车等项目，打造成市民和游客赏
花采果、观光游览的好去处，试着让过去
平凡的菜地也拥有“诗和远方”的意境，
形成一幅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
愁的美丽乡村新画卷。 据华龙网

近日，在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
长安两江工厂整装车间，工人在外
观检测线对下线车辆进行逐一检
测。今年 1—5 月，重庆出口汽车
10.9万辆，同比增长43.4%；出口值
75.7亿元，同比增长64%。长安汽车
在今年前5个月完成出口额44.6亿
元，按规划，未来长安汽车的海外市
场销量将会占据其整体销量的
30%。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重庆造”汽车
加速“走出去”

□ 渝中报记者 黄清娴

说起童话故事，就不得不提到安徒
生，他创作的《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
儿》《丑小鸭》等童话故事，陪伴着一代又
一代少年儿童的美好睡前时光。

文化无国界，经典永流传。渝中作
为重庆“母城”，历史人文底蕴深厚，对外
开放基因浓厚，自 19世纪末重庆开埠
起，就是重庆国际交往的窗口，现有各类
涉外文物旧址21处、使领馆旧址13处。

近年来，渝中区紧紧围绕打造中西
部国际交往中心核心区目标定位，加大
了对涉外文物旧址的活化利用力度，聚
焦打好“文化牌”、讲述“好故事”、唱好

“协作曲”三篇文章，积极推动具有重庆

特色的外事参访区建设。
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就是

其中之一。近日，该旧址已修缮
完成，并布展“重庆丹麦公使馆
旧址文化展览”，免费向市民、游
客开放。

保护修缮
丹麦公使馆旧址成为重

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位于风景秀丽
的鹅岭公园内，修建于20世纪20—30年
代。房屋坐东朝西，总长 15米，进深 9.3
米，开三间，建筑面积 143.22平方米，是
一座小青瓦屋面，人字木屋架，青砖墙柱
承重，条石基础的砖木结构平房建筑，建
筑本体保存较好。

抗战期间，这里曾是丹麦公使馆所
在地。1958年鹅岭公园建成开放后，该
房屋收归鹅岭公园管理处，作为鹅岭公
园管理处办公场所。

2009年，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
作中，渝中区文管所登记该址为近现代
重要机构旧址“丹麦公使馆旧址”。

随后，鹅岭公园管理处自筹资金进
行了全面维修。修缮后，基本保持了建
筑原貌。同年底，该旧址作为“鹅岭抗战
遗址群”的组成部分，被市政府公布为第

二批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文物为证，丹麦与重庆是十分有渊

源的。如何讲好文物故事，被摆上了议
事日程。”2021年，由重庆渝中母城文化
发展有限公司负责启动了活化利用工
程，赋予了该旧址崭新使命。

活化利用
开设重庆丹麦公使馆旧

址文化展览

经过前期设计、大纲撰写、布展策
划、交流设计等多项程序，今年 2月，重
庆丹麦公使馆旧址常设展览施工完成。

该展览采用“展览+N”的策略，采用
“图文+场景复原”的形式，分为“抗战时
期重庆与丹麦的关系更迭”“民国时期重
庆与丹麦合作的典范”“21世纪的合作
往来与丹麦文化”三个单元，全面讲述重
庆与丹麦渊源故事。

据介绍，丹麦与重庆交往由来已
久。1937年 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丹麦驻华公使高霖于1940年6月来重庆
递交国书，正式成为丹麦最高驻华使
节。二战期间，国民政府曾一度与丹麦
断交，另以丹麦驻美大使高福曼所代表
的“自由丹麦”为新盟友。1945年 5月，
丹麦获得解放后，重新承认国民政府，并
于1946年恢复了中丹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重庆与丹麦的民间往来
也十分密切，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
代。当时，爱国实业家卢作孚邀请丹麦
铁路工程师守尔慈来渝担任总工程师，
主持修建了北川铁路。在随后的 15年
里，守尔慈先后又参与了中国西部科学
院、北碚城的建设与规划等工程，成就了
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丹麦成为了最早同
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2005年 1
月，丹麦在重庆渝中设立领事馆，2012
年 11月升格为总领事馆。总领馆设立
以来，双方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在人
员往来、经贸投资、医疗、文化、旅游、教
育等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拓展，书写了
中丹友好交往历史的闪光篇章。

随着重庆和丹麦合作交往的不断深
入，这个远在欧洲北部的国家也越来越
受到人们的喜爱。众所周知，丹麦是安
徒生的故乡，有“童话王国”的美誉，此外
世界第四大酿酒集团“嘉士伯啤酒”也在
丹麦诞生。

为更好地展示丹麦文化，该展览还
创新植入了童话雕像、酒文化、音乐、绘
画等丹麦文化元素，极大地丰富展陈内
容和参观体验感。

据了解，该旧址开放时间为周二至
周日，每日上午 9：00至下午 5：00，感兴
趣的市民、游客可前往免费参观。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7月 16日，在 2022（首届）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高峰论坛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张平
文领衔，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团队开发的预报
员“AI助手”——MOML算法进行了全面展示。MOML
算法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中实现了首次应用，赋能精
细化天气预报，助力奥运健儿斩获佳绩。目前，它已经
部署到重庆市气象局，即将在重庆正式投用。

“人工智能算法在融合、处理信息中有着先天优
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替预报员在会商中整合、分析
信息的过程，通过数据挖掘和学习，将预报员的经验内
化在算法中，实现智能、高效预报。”北京大学重庆大数
据研究院智能会商与人工智能天气预报实验室研究员
李昊辰介绍，目前部署到重庆市气象局的有风要素预
报、温度预报、相对湿度预报，后续还将加入降水预报、
短临预报等项目。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首席科学家、研究
员熊安元在接受采访时表示，MOML算法能够解决重
庆复杂山区更精细化的天气预报问题，比如一座山的
迎风坡和背风坡天气情况都有所差别，现在的天气预
报无法预测其中的细微差异。不过，利用MOML算法
就能够精确到某个具体地点的天气情况，这样在农业
种植方面就可以真正实现“因地制宜”。

“AI助手”即将“上岗”
让天气预报更高效精准

□ 梁平日报记者 何建军

近日，位于梁平区碧山镇龙桥村的梁平宏参中药
材种植专业合作社太子参种植基地，40余名村民正忙
着采挖太子参，现场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一筐筐刚
出土的太子参色泽金黄、肉质饱满。

“今年雨水多，每亩地能产出 150公斤成品太子
参，收成较好。”该合作社负责人汪永康介绍，基地自7
月初开始采挖太子参，7月下旬可采收完毕，预计今年
可收获成品太子参1.5万公斤以上，按照收购价每公斤
60元计算，可实现产值100多万元。

据了解，太子参是一种名贵的中药材，生长环境为
海拔500米—3000米区间，具有益气健脾、生津润肺之
功效。每年秋季开始种植，次年六七月即可采收。太
子参种植从栽种、管理到采收等环节都需要大量劳动
力，因此，太子参产业的引入为龙桥村村民提供了很多
就业机会。

龙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蒋丽英介绍，从
2019年开始种植太子参起，常年有 50多名村民在基
地务工，从参苗栽种到挖参的整个生产周期里，村民
的务工费平均每人每年有 5000元，有效带动了村民
增收。

据悉，2019年以来，梁平宏参中药材种植专业合
作社在龙桥村六组、七组发展太子参150多亩，2020年
和 2021年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当
前，太子参产业已成为了该村的一个支柱产业。

梁平

太子参喜获丰收
成增收支柱产业

7月14日，位于九龙坡区的广厦城江界至观江大厦
段的公共空间外立面铝板艺术墙上，一幅3000平方米
的“长江万里图”亮相，展现长江绚丽长卷，将城市景观
与建筑艺术巧妙融为一体。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摄

岛上“种”出别样风景

巴南“蔬菜村”的生态突围

□ 荣昌报记者 何文杰

连日来，位于荣昌区仁义镇的移民后扶市级示范
项目——川南渝西种养示范园项目现场，工人们正加
紧作业，工程车来回穿梭，现场一派繁忙景象。

“目前，该项目建设有序推进，预计年底投用。”项
目负责人介绍，该示范园投用后，年出栏羊6000只，年
产值将达800万元，能带动周边50户农户增收。

据了解，该项目总投资 2000万元，主要建设工程
包括完善园区路及生产便道18千米、新建标准化羊场
相关设施、整治山坪塘、改造移民群众羊舍等。该镇将
围绕特色产业创新利益机制，通过“公司+合作社+农
户”的模式发展川南渝西种养示范园，带动周边农户科
学发展羊产业，积极开辟移民致富“新路子”，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和美丽乡村建设。

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
渝中报记者 王欢 摄

重庆丹麦公使馆旧址对外开放
讲述童话王国丹麦与重庆的文化交往史

川南渝西种养示范园项目
年底投用

九龙半岛3000平方米
“长江万里图”亮相

遗
失
启
事

中坝岛蔬菜基地。华龙网记者 袁启芳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