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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明月山生态旅游文化节正在梁平区

热闹上演，每到周末，上万城市游客涌入
百里竹海，激活着乡村游的新动能。

“巴蜀粮仓”梁平，是传统农业大
区。这里沃野千里，碧田万顷，以绿色为
本底，如何整合生态效益，培育新增长
点？明月山的“客人”，只是一个缩影。

当地通过全域治水，双桂湖珍稀水
鸟、水草等生态稀客变常客；抢占预制菜
新赛道助推经济转型，产业园区云集投
资兴业商客……

这些钟情于“绿色”的城外来客，体
现了好生态带来的连锁效应，也促进了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全域治水引来生态稀客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
琴瑟友之。”来自《诗经》里的远古“客
人”——荇菜，在夏季的梁平双桂湖国家
湿地公园簇拥而生，与错落的水生植物
交映，形成了独特的湿地景观。

梁平区湿地保护中心负责人介
绍，荇菜群落在双桂湖已发展近 20个、
500余亩，为栖息在此的珍稀水鸟和两
栖动物提供了良好的庇护场所和丰盛

“美餐”。
湖畔不远处，双桂新城正如火如荼

建设，“产城景融合”的愿景从图纸上落
地——这种依托生态湿地、打造绿色产
业和“城市客厅”的发展思路，使得双桂
湖湿地的外延功能不断拓展。

优美风光背后，离不开梁平人的精
心治水。

双桂湖是重庆最大的城中湖。上世
纪末，盛行的集约化水产养殖经营，曾致
使双桂湖水质一度恶化至Ⅳ类，成为人
人避而远之的黑臭水库，水草、水鸟更是
难觅其踪。

“梁平小微湿地资源丰富，近年来，
我们坚持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生态文明理念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推进

‘全域治水·湿地润城’。”梁平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

当地开展污染防治，首先取缔了肥
水养鱼，进行生态搬迁，鼓励有机种植和
生态养殖。在双桂湖科学布设 13公里

环湖雨污管网，实施雨污分流，防止污水
渗流湖中。

其次，加强水源涵养。科学植绿补
绿，打造多点彩色小微森林，增强水源涵
养能力。充分利用城区“一湖四库六水”
优质水生态资源，引水入城，实施湖塘库
溪水系连通，循环活水有效地实现了生
态补水。

此外，净化提升水质。实施环湖小
微湿地群生态修复，借助泡泡湿地、生物
沟、生境塘、雨水花园、梯塘小微湿地等
生态屏障，拦截乡村生活点源和农业面
源污染，吸纳、净化地表径流。

当地还聚力打造中国首个城市湿
地连绵体，以“小微湿地+”建设模式为
主导的乡村小微湿地已成为全国湿地
建设典范。

如今的梁平，城市临水而建、人民
逐水而居，产城景相融相依、协同共
生。今年 6月，梁平获评国际湿地城市
称号，成为我国西南地区目前唯一获此
称号的城市。

美丽乡村手捧“明月”出圈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
乡。”横亘于川渝之间的明月山，曾经是
两地交流的一道阻碍。

2020 年，梁平协同明月山川渝毗
邻七区县共同签署《共建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合作协议》，迈出共护青山
绿水、共谋协同发展、共塑旅游品牌的
合作步伐。

当前，持续 2个月的首届明月山生
态旅游文化节正在梁平百里竹海热闹上
演，文旅活动、商贸活动亮点纷呈。

走进梁平猎神村，一栋栋别致的小
竹楼点缀其间，村民关停纸厂矿山，办起
特色民宿、竹家乐，游客可体验竹海篝火
晚会、竹竿舞、制作竹筒花瓶、夹鳝鱼等
活动，投入天然氧吧的怀抱，尽情享受
吃、乐、购带来的惬意。

村庄每年接待游客36万人次，带动
当地 1200余人家门口吃上“旅游饭”，

“绿水青山”真正成为了“金山银山”。
“处在重庆市‘一区两群’和川东北

的重要联结点上的梁平，是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建设的重要板块。”梁平区委
书记钱建超在明月山生态旅游文化节开
幕式中曾表示，以建设明月山绿色发展
示范带为契机，当地坚持把旅游产业化
作为践行“两山”论的重要抓手，深入实
施“旅游+”“+旅游”融合发展战略，注重

“品牌引领、活动赋能、融合发展、区域联
动”，努力实现“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
化”，着力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康养文
化旅游目的地。

七区县以“山”为媒，以“节”会友，进
一步做实川渝毗邻区县合作共建区域发
展功能平台，叫响大明月山旅游品牌。

曾经的屏障，如今成为了川渝共谋发展
的重要纽带。

经济转型云集产业商客

明月山的“百里竹海”，覆盖着35万
亩成片竹林，这些竹林既是风光资源，也
是产业宝库。

作为重庆有名的鱼米之乡，梁平拥
有丰富的绿色生态产品。数据显示，该
区可年产竹笋5万吨，柚子10万吨，时令
蔬菜 60万吨，大米 22万吨，肉鸭 100万
只……

要提高这些产品的附加值，就要把
眼界打开，加快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预制菜是未来食品发展的一大趋
势，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发展的重要突破
口。”梁平区经济信息委负责人介绍，为积
极承接沿海地区和主城都市区产业转移，
梁平大力发展绿色产业，在中国西部率先
抢占“预制菜”新赛道，逐梦美食蓝海。

上月底，2022年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
峰会在梁平举办，全国各地预制菜领域专
家学者、客商360余人参会，现场签约预制
菜产业项目24个，投资金额45亿元。

会场之外，为了聚力打造中国西部
预制菜之都，梁平先后出台支持预制菜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0条激励措施”，设
立总规模 10亿元的预制菜产业发展引
导资金，着力构建“一链三区九平台”预
制菜产业生态。

当地还大力发展预制菜生产性、生
活性服务业，加快建设冷链物流及国际
食材分拨平台、食品辐照平台等生产服
务项目，全力招引华润五丰、浙江传化物
流、上海麦金地等预制菜龙头企业和配
套企业，深挖巴蜀特色文化和营养学知
识，讲好川菜文化和营养故事。

目前，梁平已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达81家、市级绿色工厂4家，获评“两群”
区县首个绿色园区，成功创建“两群”区
县首个市级高新区。接下来，当地将在
力争成为川渝东北生态优先的示范、绿
色发展标杆上继续发力。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红星村 10 组罗成素
（身份证号：510230195607160521）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1023019560716052121），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国梁镇方碑村1组夏福广（身
份证号：510230195604236738）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56042367384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花市街97号附4号罗庆
（身份证号：500225199003201121）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0022519900320112162），特此声明。

7月 17日，渝中区首个垃圾分类主题游园——两
路口街道中二路社区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游园亮相，不
少家住附近的居民带着孩子在游园里学习垃圾分类
知识。

记者看到，游园中间的地面上有垃圾分类相关知
识的飞行棋彩绘图案，可让孩子在玩耍中了解垃圾分
类知识；休闲桌凳上，分别喷涂了红绿蓝黑标识，分别
对应着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可回收物和其他垃圾；展
板上，罗列着垃圾分类标准，也有社区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掠影，可加深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理解……

渝中区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介绍说，该游园所
在地以前属闲置地块，渝中区结合社区环境综合整
治，将其打造成全区首个以垃圾分类为主题的游园，
并成为两路口街道垃圾分类宣传示范点。

据悉，在渝中区召开的生活垃圾“分到位投准确”
示范社区现场交流会上，中山二路社区书记程燕还介
绍了“135”垃圾分类工作法。“1”指的是党建引领贯穿
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全过程；共建共享、全民参与、考核
奖惩“3”个机制，让垃圾分类工作落到实处；改造垃圾
投放环境，分类指导员、城管队员、网格员等“三员”值
守垃圾桶，“日周月”收运模式等“5”个措施，则让生活
垃圾分类成为社区的新时尚。

□ 荣昌报记者 张丹

荣昌

粉条供应链体系建设
获中央专项资金支持

7月19日，记者从荣昌区商务委获悉，荣昌区获中
央专项资金 500余万元，用于支持粉条供应链体系建
设，助推粉条产业升级发展。

去年10月，该区启动2021年粉条产业供应链建设
项目申报工作，经过企业申报、镇街推荐、条件审核、专
家评审等程序，琪馨食品、黄海食品、良达食品、济沧海
食品等企业的18个项目纳入支持范围项目名单。

该笔专项资金主要用于各企业购置真空包装机、
粉条制作设备、喷码机等生产设施设备，以及建设冷冻
库、烘干房、线下实体销售点等。荣昌区采用事后补助
的方式，目前各项目已如期完成建设并通过验收，补助
资金已拨付到位。

“获得商务部特色优势农产品供应链支持，主要得益
于河包粉条坚实的产业基础。”荣昌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专项资金进一步提升了产地集配能力、粉条加工能
力、冷链及物流能力和销售水平，对完善河包粉条供应链
体系、补齐短板、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有很大帮助。

据悉，荣昌河包粉条有100多年历史，目前全区粉
条产业产值 8亿元以上，是名副其实的“中国粉条之
乡”。“河包粉条”已成功注册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截至 2021年底，占据全国火锅粉条和酸辣粉 40%
以上市场份额。

丰都

彩色水稻绘出美丽乡村

□ 丰都日报记者 刘先华 文/图

近日，记者在丰都县包鸾镇看到，160亩彩色稻田
画图案显现。从空中俯瞰，彩色水稻拼出的“百鸟朝
凤”造型和“丰收之都”字样格外醒目。

包鸾镇的彩色稻田画位于飞仙洞村和包鸾村。在
设计上，充分挖掘了包鸾镇历史文化，其中，“鸾”在古
代神话中是凤凰一类的鸟，采用“凤凰”“太阳”等元素
进行设计，“凤凰”内在蕴意着“和美”的精神闪光，带有
美丽、吉祥、善良、宁静和自然等美好向往和寓意，“太
阳”代表着温暖、光明、热烈，也代表着农民对美好未来
的向往。

在品种选择上，彩色稻田画以高产优质水稻品种
为底色，选取市农业科学院自主培育的紫色稻、黄色稻
为图案色彩。画面之外，结合周边的谷堆形状的山峦
等地形，有着丰收的寓意，与“丰收之都”相互呼应。

丰都县农业农村委副主任易芙蓉介绍说，整个稻
田画，体现了农业科技与艺术的交融，展现出了一幅

“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的美丽乡村新画卷。从现在
到 8月中旬水稻抽穗是这幅稻田画的最佳观赏期，抽
穗后至秋收时，稻田画将是另一番景致。

在“老李说理”调解室，李寿明总有
办法让来访者安静下来，说出真实诉求
和内心想法。听居民心里话，办群众心
头事，以情理法化解纠纷，让“老李说理”
调解室成为了化解矛盾的行家、做群众
工作的里手。

兰花社区是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一
个典型的农转非社区，辖区老旧小区环
境差、历史遗留问题多、矛盾纠纷多治理
难度大，同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达
2300人，残疾人326人。

为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2018年，
兰花社区成立“老李说理”调解室，通过
矛盾调处、法治宣传、活动引领等，大大
提升了矛盾纠纷化解调处效率。

“老李说理”调解室由李寿明“挑大
梁”。调解室成立时，他才担任石桥铺街

道司法所兰花片区专职调解员不久，刚
刚投身到矛盾纠纷调处化解工作中。但
几年下来，经不断摸索，老李形成了自己
的一套调解诀窍——“五心五巧”工作
法，即用公心、耐心、细心、爱心、齐心“五
心”，获取居民信任理解；以少说多听、以
静制动、粗中有细、趁热打铁、一锤定音
的技巧，让群众气顺心平。

这不，前不久，调解室就成功调解了
辖区一起邻里矛盾，将几户居民积压多
年的矛盾化解。

原来，几年前，兰花社区居民老罗因
家中失火，造成楼上楼下 6 户家庭受
损。事后，老罗与邻居们协商赔偿时却
起了纠纷——老罗觉得受损家庭要价过
高，赔偿协议因此迟迟达不成。

“老罗家失火祸及邻里，确实应该赔
偿，但要价过高也不妥。”为此，李寿明和
同事们先后到6户人家中走访调解。“你

家受损确实该赔，但老罗家确实不富裕，
大家将心比心，应该互相理解、帮助。”经
过几番调解和劝说，讲法说理融情层层
递进，最终促成各方“讲和”。随后，“老
李说理”调解室迅速召集老罗、物业及受
损家庭三方，顺利达成赔偿事宜。

一场火灾牵引出来的大矛盾，在调
解室巧妙引导下得以顺利解决。

在兰花社区，楼上漏水、电线老化、
邻里闹矛盾等群众反映的大事小情，经
过老李和同事们的梳理、调解，总能及时
得到有效回应和解决。多年来，“老李说
理”调解室共化解社区各类纠纷665件，
调解率达 100%，协议履行率达 100%。
居民们带着怨气来到调解室，最终都心
平气顺离开。

如今，“有事找老李”，已成为调解室
的金口碑。

对调解室来说，法就像一把梳子，能

将复杂的社区事务梳理后再对症化解。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知法懂

法、办事依法、遇事找法成为居民共识。”
为此，李寿明在辖区内开展了《民法典》
宣讲活动，晚上在家自学，白天为居民们
讲课。一年多来，“老李说理”调解室累
计开展20余场宣讲。

最近，“老李说理”调解室又结合打击
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开展“送法进院
坝”宣传活动。他们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
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述以房养老、代办社
保、免费旅游、投资养老等真实诈骗案
件，给居民打防范养老诈骗的“预防针”。

“‘老李说理’调解室不仅是我们调
解矛盾的一个依托，也是拉近党员群众
关系的‘黏合剂’。”兰花社区党委书记张
东表示，社区将继续依托调解室，让社会
治理触角进一步向基层延伸，更贴近群
众需求心声，助力基层治理现代化。

□ 重庆日报记者 王亚同

□ 华龙网记者 陈美西 见习记者 汤莉

位于梁平高新区的中国西部预制菜产业园。梁平日报记者 熊伟 摄

7 月 20 日，重庆大江动力设备
制造有限公司，工人在生产线上忙
碌。该公司是工信部认定的“小巨
人”企业，产品远销欧洲和东南亚
等地。近年来，璧山区抓住科技创
新和产业升级两个关键，集中力量
培育发展“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
新一代信息技术、大健康”四大产
业集群，培养了一批细分行业的龙
头企业、“小巨人”企业，为推动产
业转型升级、引领创新发展发挥了
积极作用。

璧山报首席记者 谢捷 摄

璧山：

“小巨人”推动
产业转型“大磨盘”

遗失启事

田间的田间的““凤凰凤凰””图案栩栩如生图案栩栩如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