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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中报记者 刘侃
仲夏的巫溪县通城镇龙池村瓜果

飘香，田间的青脆李挂满枝头，硕大的
西瓜圆滚滚地躺在菜园里，金灿灿的向
日葵向阳而生，村庄里的房屋改造热火
朝天……

“变化非常大，一天一个样子。”提起
村里的变化，龙池村的老百姓笑得合不
拢嘴，“不仅环境变好了，就业岗位也变
多了，现在不用出远门就能养家糊口，感
谢党的好政策。”

龙池村这半年究竟有哪些新变化？
近日，记者跟着驻村第一书记谭皖一起
走进龙池村，与当地老百姓一起畅谈村
里的新变化。

五彩田园 瓜果挂满枝头

龙池村距离巫溪县城14公里，毗邻
兰英大峡谷、云台寺、红三军小长征司令
部旧址，气候宜人，交通便捷。

这个时节，龙池村的脆李正好上市，
远远望去，田间的一棵棵李树已被压弯
了腰。

前不久，巫溪县举行了一场“李王评
选赛”，龙池村的青脆李个大饱满，味道
清甜多汁，位列前茅。这两天，村里的果
农不断接到脆李的订购电话，还有不少
外地人也慕名订购产品。“10斤包邮100
元，价格不错。”一位果农说，还有很多当
地人选择自己到树上采摘体验。

在农户的指引下，记者来到了田野
里。和其他农田相比，龙池村的农田显
得更加规整，农户的每一块田都用木质
围栏进行了隔挡，挂瓜果藤蔓的枝条也
被搭成了长廊，如今，里面长满了像灯笼
一样的圆南瓜，既能食用又具有观赏价
值。此外，黄瓜和丝瓜也垂坠其间。

“田园的整治是今年初开始的，我们
老百姓一分钱没有花。”今年 48岁的尚
明国是土生土长的龙池村人，以前家里
的 2亩地都是种红薯、洋芋、玉米。今
年，他把地租给了企业，地里种上了西

瓜、葡萄、草莓，经济效益更高了。这几
天，他家菜园里的西瓜成熟了，前来采摘
的游客络绎不绝。

今年以来，龙池村种植了冬梨、冬
桃、脆李、草莓、葡萄等特色经济农作物，
建起了 1000亩的五彩田园。村民出租
土地每亩一年可得租金 600元，打零工
日薪120元到150元不等，村民们季季都
有收获。

啤酒花园 游人如织觥筹交错

在巫溪县城都少有的原浆啤酒，竟
然会出现在一个村里。没错，龙池村的
啤酒花园就能酿出原浆啤酒。

今年开业后，不少游客慕名而来。他
们往往都是点上一大扎啤酒，放在桌子
上，搭配烧烤等小吃，一杯接一杯畅饮。

“原浆啤酒味道确实纯正，这里的环
境也不错，是个休闲娱乐的好地方。”家
住巫溪徐家镇的李军多次听朋友推荐这
个啤酒花园，特意前来体验。随行的李
芳则在啤酒花园门口的向日葵地里拍照
打卡。

村民曾繁荣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

的家乡最近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由于家里80多岁的老人行动不便，

曾繁荣选择就近工作，在啤酒花园当了
一名服务员。她说，啤酒花园从春节期
间正式营业，每天都有游客，生意不错。

“除了啤酒，我们的配套餐厅也已经营业
了，可以为游客提供餐食服务。”

“我亲眼见证了这里的变化。”曾繁
荣说，餐厅旁边以前是她家的猪圈，向
日葵地里以前全是玉米，田地周边长满
杂草。

“如今，公路通了，环境变美了，啤酒
花园人气越来越旺，我每个月能赚 3000
多元，生活越过越美好。”曾繁荣说。

幸福家园 民居客栈换新颜

产业兴、乡村美、百姓富，这是乡村
振兴勾勒出的美丽蓝图。

在龙池村，千亩五彩田园里的经济
水果为百姓的产业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啤酒花园靠着别具一格的特色吸引来了
源源不断的客流。如何让进入龙池村的
游客眼前一亮？当地政府早就开始了谋
划。

今年初，龙池村的房屋风貌改造正
式启动，一栋栋农房统一改造成白墙青
瓦的模样，每一栋房屋都有一个好听的
名字，比如，富家山居、鸿运山居、林芸山
居等，每一个名字写在木质牌匾上，横挂
在大门口，统一而又别致。

此外，为了方便车辆进出，村里也拓
宽了车行道，并在道路两旁进行花卉装
饰，如今不少沟渠里的格桑花开得正艳。

今年51岁的李兴兵就住在马路边，
去年在外务工过程中，不小心导致左腿
粉碎性骨折，这半年在家养伤，天天坐在
门口。

“我看村上的各类建设非常热闹，门
口的车辆一天比一天多，可能这就是我
们老百姓的机会。”李兴兵说，如今村里
的农家乐并不多，他计划腿养好后就留
在村里发展，把农家乐办起来。

李兴兵了解村里的规划，他家的门
口将会建一个儿童游乐场，村里也在大
力支持乡村民宿的发展，村里正在推进
五味子加工厂等项目的建设。他坚信，
自己的农家乐会办得红火，龙池村的未
来也会欣欣向荣。

走在龙池村，老百姓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容，如今的家乡焕然一新，老百姓
不再是天天坐麻将馆，而是一心谋发展。

龙池村的变化，其实只是巫溪在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道路上的一个缩影。

巫溪将抢抓“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重大历史机遇，用活用足国家支持
政策，对接落实“一县一策”等市级帮扶
政策，广泛凝聚各方帮扶力量，全力打造
渝陕鄂川边区乡村振兴示范标杆。

通城镇，作为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镇。这一年来，该镇抢机遇、探新路、
出实招、做示范，努力推动通城全面振
兴。未来，通城镇将按照“1年打基础、3
年大变样、5年成示范”的工作时序，探
索乡村振兴“通城模式”。

7月 18日，经国内权威专家评审同意，中国木材
保护工业协会正式向两罾乡内口村授予“中国千年金
丝楠第一村”品牌。当日，酉阳县同步启动了楠木湾
美丽乡村国家 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将于 7月底
动工开建。

内口村位于两罾乡东北部，紧邻阿蓬江，文化生态
旅游资源丰富，村里金丝楠木群远近闻名。目前，内口
村方圆 1公里内有大小楠木 1000株以上。其中，直径
2米以上的20余株，千年以上树龄古树8株，在全国十
分罕见。值得一提的是，最大的一株根盘径足有11.28
米、树高31.8米、围径6.91米、冠幅投影面积1086平方
米，树龄 1500年至 3000年，故有“楠木之王”之称。内
口村的自然地理条件适宜金丝楠生长，历史上曾多次
作为土司贡品，越历江河、逶迤万里、由酉抵京。

据了解，内口村作为聚金丝楠而居的少数民族传
统村寨，先后获得“全国文明村镇”“中国传统村落”“中
国楹联文化村寨”“最美村寨”等荣誉称号。“此次授牌
和楠木湾美丽乡村国家5A级旅游景区创建工作启动，
极大地提振了全乡人民的发展信心。”两罾乡党委书记
吴斌表示，将立足资源优势，抓实抓好国家 5A级旅游
景区创建工作，让内口村的生态优势变成发展优势，让
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7月15日，重庆数字版权区块链服务中心“链存证
公共服务平台”启动仪式在渝中区举行。

据介绍，在互联网时代下的版权市场，“确权难、举证
难、维权难”三大难题困扰着版权市场的发展。而区块链
技术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具有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溯
源等技术优势，为版权保护工作带来新的解决方案。

由福建中科星泰数据科技有限公司落地重庆的西
区总部——弦力场（重庆）数字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
的“链存证公共服务平台”，是一款基于中科星泰自研
国产底层区块链系统——Tokenstring构建的数字版权
服务平台，该底层系统具备国产、自主、安全、可控的特
点，并通过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的代码自研率检测，
代码自研率超过90%，属国产自主可替代产品。

在今年6月召开的重庆市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
合性试点（渝中区）建设启动会上，“链存证公共服务平
台”入选“国家区块链创新应用综合性试点”（重庆市渝
中区）重点应用场景。

下一步，平台将重点为三个领域、九类作品提供
数字版权登记、展示、存证、鉴证、交易等数字版权保
护服务，平台持续发力重庆本土企业生产、版权应用
场景拓展、数字版权海外营收等方面，夯实技术基础
和市场营运机制，为重庆市数字经济提供区块链的数
字版权保障。

重庆小面产业园生产基地
预计明年下半年竣工交付
□ 大渡口报记者 罗超

“项目于6月30日正式开工建设，正在进行基础施
工，预计今年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明年下半年竣工交
付。”7月19日，重庆小面产业园生产基地施工现场，业
主单位现场代表李田介绍。

记者了解到，重庆小面产业园生产基地总规划用
地约 200亩，一期位于建桥 C区 N01-3地块，占地约
63.42亩，建筑面积9万平方米，其中43.42亩由重庆建
桥置业有限公司建设，20亩由某小面企业建设。建桥
置业负责项目总投资约2.7亿元，将建设5栋标准厂房
和配套车库。

据悉，产业园投用后，企业可根据自己意愿租赁或
者购买，有助于重庆小面形成覆盖小面主料、辅料、调料
到成品的全产业链，打造集原料制备、生产加工、市场营
销及工业旅游于一体的特色产业园区，创建以“重庆小
面重庆造”为标志的重庆饮食文化新地标，助力大渡口
区五大百亿级产业之一的重庆小面产业发展壮大。

首个轨道交通多网融合
实训基地在江津投用
□ 江津日报记者 刘星欣 廖秋平 吕晓

日前，随着和谐号动车组安全驶进重庆公共运输
职业学院轨道交通多网融合实训基地，标志着全国首
个轨道交通多网融合实训基地在江津正式建成投
用。实训基地在全国交通领域中率先实现了在同一
站点完成城轨站务、车辆检修等多工种融合实训，开
创了先河。

实训基地总长 62米、宽 16米，由重庆公共运输职
业学院自主打造的“轨道交通站务实训区”“轨道交通
车辆检修实训区”“高速铁路声屏障实训区”“城市轨道
交通线路维护与检修实训区”“重载铁路扣件维护与检
修实训区”等五部分组成，内设一条 60米长的重载铁
路轨道、一条60米长的城市轨道交通轨道。

“该基地将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郊铁路以及城
市轨道交通多专业多工种融合，可同时满足高速铁路
综合维修技术、铁道工程技术、动车组检修技术、铁道
交通运营管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等专业实训需
要。”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说。同时，该
基地还面向院校、企业开放，提供实习实训、职业培训、
技能鉴定、技术研发等服务。

酉阳

两罾乡内口村获评
“中国千年金丝楠第一村”

□ 酉阳报记者 冉川

夏日清晨，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云雾缭绕，声声鸟鸣打破山林的
静谧。待朝阳驱散云雾，斜照在峡谷的
崖壁上，记者一行便开启徒步探访之旅，
探寻长江边为何能多出一片世界自然遗
产地。

地处巫山县东北部的五里坡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占地352平方公里，与湖北
神农架林区相接，保护区内沟壑密布，山
峦起伏，有着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
但因神农架太过出名，五里坡曾经“藏在
深闺人不识”。

2021年 7月 28日，重庆五里坡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通过边界微调程序，正式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湖北神农架”的组成
部分，神农架遗产地的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得到进一步延伸和补充。五里坡
的神秘面纱也渐渐揭开。

“成为世界自然遗产地并非易事，政
府、保护区、村民都做了大量事情。”已在
保护区工作20年的工作人员张克太说，
10余年前，“无人区”里还设立着一个国
有林场和 2000多人口的庙堂乡。随着
长江生态保护力度加大，国有林场后撤，
林场职工由伐木种地转为管护森林，庙
堂乡也实施整乡生态搬迁。此后，其他
乡镇散布在五里坡范围内的山村渐次退
出，这里逐渐成为人迹罕至的地方。

记者沿崖壁、顺峡谷所走的崎岖小
道，是当地村民世世代代踩出来的“羊肠
道”，部分路段仍隐隐可见“刀削斧凿”的
痕迹，但更多路段已被草木遮蔽，隐没

“身形”。张克太告诉记者，沿“羊肠道”
巡护时，时常在山道上看到野猪等动物
留下的痕迹，峡谷两侧的山林里还有大
灵猫、黑熊、金丝猴出没。

50岁的“向导员”罗佑雄是巫山县
当阳乡里河村人。“以前进出村庄全靠这
条‘羊肠道’，我对这条路又爱又恨。”罗
佑雄说，“爱的是这条路牵着故乡情，恨

的是深山村日子苦，‘羊肠道’路难行。”
“大山困住了人，人也扰了青山，但

限于历史条件，无力破解困局。”当阳乡
党委书记赵岗说，5年前，借着扶贫搬迁
和生态保护的东风，里河村 200多位村
民搬出了大山，“人退‘绿’进，村民生活
改善，大山生态修复，实现双赢。”

行至中途，在山溪边歇脚，记者掬起

一捧溪水喝上一口，清凉甘甜。“环境比
以前好太多了。”罗佑雄说，虽然昨晚下
过雨，但河水依然清澈见底，以前溪水在
雨后可浑得厉害。

走走停停，记者沿途看到，峡谷里林
木郁郁葱葱，山涧中溪流水声潺潺，小道
旁退耕还林的坡地满是绿意。

“此前，保护区一直面临着人与自然
如何相处的难题，可喜的是，随着生态理
念深入人心，易地搬迁稳步推进，人与自
然的关系越来越和谐。”张克太说，遍布
保护区的 200多个红外摄像头，还捕捉
到金猫、云豹等濒危野生动物的身影。

受益于秦岭、大巴山和巫山山脉的
屏障作用，许多珍稀动植物“隐居”于这
片生态秘境，五里坡也成为我国西南地
区不可多得的天然生物物种基因库。目
前，已发现维管植物 3001种、陆生脊椎
动物447种，其中包括斑羚、林麝和金丝
猴等珍稀濒危或特有野生动物。

近年来，巫山各类生态移民达 3万
多人，越来越多不适宜人居住的地方变
成了“无人区”，在长江上游发挥保护涵
养水土、维护物种多样性的作用。

“以前是大自然给人让住处，现在是
人给大自然腾地方，五里坡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地，开启了巫
山生态保护‘新篇章’。”巫山县委书记曹
邦兴说。

7月19日，记者从西部（重庆）科
学城获悉，科学会堂方案日前出炉，
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据介绍，作为科学城标志性建筑
的科学会堂位于高龙大道与科学大
道交汇处，总建筑面积 24.1 万平方
米，包括会议中心9万平方米、科展中
心6万平方米、科学创新中心3万平
方米，以及配套设备服务用房等。

科学会堂是科学城面向全世界
的科技聚智平台，未来将成为高能级
国际峰会、高端商务会议、创新论坛、
产业论坛及国际知名科技文化讲坛
的举办地。

据了解，科学会堂项目正在加紧
开展土石方施工，目前已完成62%。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摄

西部（重庆）科学城
科学会堂方案出炉

□ 新华社记者 王丁 李勇 韩朝阳

7月6日拍摄的重庆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象（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华龙网记者 冉长军 文/图

尚明国在菜园里采摘瓜果。

科学会堂效果图科学会堂效果图。。 （（受访单位供图受访单位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