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引擎”激活乡村振兴新动力

奉节眼镜全产业链实现本土化全覆盖
预计今年产值将突破20亿元

XIN YU BAO

042022年8月4日 星期四
责编 黄小倩 美编 吴静看重庆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这是我们大足黑山羊做成的火锅，
味道鲜美还操作方便，喜欢的网友赶紧
点下方的小黄车，囤起来吧。”7月 29日
17时 30分，“重庆味道·佰红仟品”数字
乡村直播节大足专场正式开始，大足黑
山羊系列自嗨锅等特色农产品在主播的
推荐下轮番“上新”。

近年来，大足运用5G、物联网、人工
智能和区块链等技术，打造了大足黑山
羊智慧养殖平台，在黑山羊产前、产中、
产后的全过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大大提
高了生产效率，推出了黑山羊系列产品。

大足黑山羊智慧养殖平台是重庆
以数字化赋能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缩影。

“数字引擎”激发了乡村活力。近年
来，重庆立足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
库区特点，聚焦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
山清水秀美丽乡村，大力推进数字乡村
建设，给乡村装上“数字大脑”，为乡村全
面振兴注入“数智”动力。

试点示范引领

渝北区大盛镇青龙村是典型的丘陵
地貌，土地分散且不规整，不具备耕作优
势，一度是个“空心村”。2017年前，全
村 50岁以下青壮年 90%都选择外出务
工，一部分土地处于撂荒状态。

为了改变这一状况，村干部带领村
民整治土地，全面改善耕作条件。2021
年，青龙村开始实施柑橘基地智慧农业
项目，打造了全国首个丘陵山地数字化
无人果园。

该项目的实施，得益于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工作的开展。

为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2020
年，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
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部
署开展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我市渝
北、巴南、荣昌、垫江、大足5区县成功入
选首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地区。

试点工作中，各区县从基础性、标
志性、代表性、引领性的项目着手，以点
带面，为数字乡村建设的全面推开积累
经验。

在渝北区，无人果园项目实现节水
60%以上，亩均节约化肥10公斤以上，过
程管理费用降低 50%以上，亩均增收
8000元，闯出了一条丘陵山地数字农业
发展新路子，成为都市近郊区发展数字
乡村的范例。

巴南区充分发挥信息技术作用弥合
城乡“数字鸿沟”，利用网络数字电视将
智慧农业、村务公开等功能集合到一起，
着力破解乡村公共服务、基层治理难题，

探寻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的动力潜力。
荣昌区则突出数字转型，着力打造

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实现生猪养殖、
贩运、屠宰“一网式”实时监管，成功开创
了中国生猪活体网市，为建立便捷高效、
公开透明、质量可溯的超大规模禽畜活
体市场提供了样板。

……
这些项目的开展，为全市数字乡村

建设提供了示范案例。在 2021年国家
数字乡村试点阶段性评估中，渝北区排
名位列全国第二，巴南区排名位列全国
第七，垫江、大足、荣昌排名靠前。

提升数字基础

在试点地区示范引领下，全市数字
乡村建设稳步推进，首要任务就是数字
基础的提升。

聚焦信息基础设施改善，我市将“信
息乡村”建设工程纳入全市乡村振兴行
动计划三年重点项目，积极争取中央电
信普遍服务补助资金，引进社会资本，扎
实推进数字乡村信息服务应用推广试

点，引导涉农信息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域
综合利用，改善农村公共服务质量，让农
民充分享受数字发展红利。

“各位村民，请注意！下面播报一则
防疫通知……”近日，走进酉阳土家族苗
族自治县后坪乡前峰村，村委会正在播
报防疫通知，但广播声源并非来自大喇
叭，而是一块小小的摄像头。

通过与重庆移动合作，像这样的摄
像头，已覆盖前锋村路口、村民家中、农
场等各个场景。

“自从安装摄像头后，不管我走到哪
里，都能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这样就更
放心了。”村民冉茂芳说，农村的瓦房，最
怕刮风下暴雨，但自从院子里安装了多
个摄像头后，出远门再也不用提心吊胆，
随时都能在手机上看到家中的情况。

在冉茂芳家中，如今还用上了运动
手环、电子血压计等智慧产品，她笑着
说：“孙子放假了过来玩，还能通过网络
远程学习。”

近年来，我市持续提升镇村光纤网
络、无线网络、有线电视网络覆盖水平，
基本实现全市人口聚居自然村光纤和

4G 网络覆盖，全市行政村通光纤率
100%、4G网络覆盖率 100%，农村地区
5G基站建设加快推进，信息通信基础
设施服务水平和服务能力处于西部地
区前列。

激发乡村活力

有了基础设施支撑，试点项目引
领，近两年数字乡村项目在巴渝大地全
面推进。

炎炎夏日，经过层层消毒，走进大足
区石马镇的国家大足黑山羊保种场，只
见每只山羊耳朵上都被装上了黄色的电
子耳标。

“这就是它们的‘身份证’，记录着各
自的血缘关系以及各生长阶段的指标数
据，这些数据可用于大足黑山羊的保种
选育。”保种场负责人黄德利介绍，大足
黑山羊保种选育必须防止无序杂交，近
年来通过建立智慧养殖系统，配备视频
监控、电子围栏等设备，如今保种场种羊
配种分娩率从以前的 60%上升到 91%，
羔羊成活率由当初的 80%上升为 92%，
存栏大足黑山羊种羊达到2000只，保种
工作效率稳步提升。

在奉节县安坪镇三沱村，打开“一点
到户”基层治理平台，村民户情信息、政
务公开情况、村民反映的问题等等一目
了然。

村支书黄明感慨：“我们村村民居住
分散，村干部根本顾不过来，时间长了就
容易产生矛盾。但有了这个平台，村民
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在系统上反映，我们
就挨个解决销号，群众满意度一下就上
来了，工作配合度也高了。”

市级农村电商综合服务平台“村村
旺”，通过与区县及村集体经济组织、专
业合作社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帮助小
农户对接大市场；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
打造“云稻米”项目，积极发展订单数字
农业新模式，拓宽贡米销路；沙坪坝区丰
文街道三河村依托农文旅融合的数字乡
村建设项目，涵盖了乡村五大振兴所有
内容，不仅方便村民日常生产生活，游客
也能自助玩转“吃住行游购娱”……

一大批数字乡村项目的实施，让城
乡间的“数字鸿沟”不断缩小，乡村生产
生活更加便捷高效，成为了乡村振兴的
助推器。市委网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我市将瞄准智慧农业、农村电商
提档升级、农业农村大数据深化应用、乡
村治理等主攻方向，进一步完善乡村数
字基础设施短板，在推动涉农数据资源
共享开放、推进农业科技创新供给与应
用、提升农民群众数字素养与技能、巩固
拓展网络帮扶成效等方面狠下功夫，加
速推进全市数字乡村建设。

8月2日，记者从市政府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近年来，奉节县一手抓链条招商，
一手抓精准扶持，不断做大眼镜全产业链
条。目前，该县已聚集了82家眼镜企业，
涵盖眼镜原材料、配件、模具、镜架表面
处理等全要素完整产业链条，预计今年
该县眼镜产业的产值将突破20亿元。

2015 年，奉节县着手培育眼镜产
业，编制出台了《奉节县眼镜产业高质量
发展规划》，围绕“打造西部最大眼镜产
业基地，形成 50亿级产业集群”的发展
目标，明确了眼镜制造、眼健康和智能眼

镜三大重点发展方向，从产业配套体系、
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强化产业品牌建设
推广、优化产业要素保障等方面入手，打
造集设计、研发、制造、展销、文化、检测
为一体的眼镜全产业链。

目前，奉节已成功创建重庆市眼镜产业
示范基地，仅2020年以来，全县便新增投产
眼镜企业28家，累计实现产值31.7亿元，
稳定带动2000余名眼镜产业工人就业。

“为了突出集群发展，我们坚持‘外
引’与‘内育’并重，一手抓链条招商，一
手抓精准扶持。”奉节县相关负责人表
示。在招商引资方面，该县就聚焦重点
区域、关键配套和标杆企业，组建驻外招

商组上门招商，出台了《加快奉节眼镜产
业高质量发展的十二条意见》，从搬迁补
助、仓储物流、科技创新等 12个方面为
入驻企业给予支持。

在精准扶持方面，奉节县则以生态
工业园区为载体，不断完善物流运输、检
测认证、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市场营销
等 5大功能，切实降低企业在奉节投资
的综合成本。目前，园区已投用标准厂
房16.8万平方米、仓储物流中心1.6万平
方米，助力企业“轻装上阵”。

截至目前，奉节县38家眼镜企业已
经投产，44家即将投产，眼镜原材料、配
件、模具、镜架表面处理等全产业链条均

实现本土化全覆盖。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将

聚焦眼镜产业开展特色区域和产业集群
共建，高标准持续推进产业发展，提升产
业集聚能级；同时聚焦原辅料供应、智能
化制造、产品研发设计、互联网营销等产
业链短板，促进稳链补链强链，不断提升
产业集群核心竞争力。

此外，我市还将鼓励奉节加快引进
以自主品牌培育为牵引的龙头企业，提
升产品设计能力，丰富市场有效供给，鼓
励眼镜生产企业建立自有品牌。推动奉
节眼镜产业与汽车等重点行业的跨界融
合，不断拓宽市场渠道。

7 月 28 日，梁平区聚奎镇高碑
村，稻田一片金黄，与错落有致的农
房、树林、道路等交相辉映，构成美
丽的田园风景画。今年，梁平区种
植的43.57万亩水稻丰收在望，预计
粮食产量达22.75万吨，将确保“米
袋子”稳产保供。

梁平日报记者 刘辉 摄

梁平
稻浪金黄迎丰收

□ 华龙网记者 周盈 通讯员 郭旭 文/图

南岸

黄葛古道防空洞
将免费对市民开放

□ 荣昌报记者 张丹 通讯员 刘显俐

荣昌

获批市级历史文化名城

近日，记者从荣昌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获悉，荣昌
区成功获批市级历史文化名城，烈士陵园、西南大学荣
昌校区、永荣机械厂、永荣发电厂、吴家静南老街 5个
片区获批市级传统风貌区。

近年来，荣昌区积极开展文化资源挖掘保护工作，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按照历史城区、历史文化名
镇、传统风貌街区、历史文化名村、传统村落等类别，对
全区历史文化资源实施分类梳理，实现“一本账记清、
一张网系统管理”。

同时，该区完善历史文化规划保护体系，构筑全覆
盖、多层次、多领域、网络化的名城保护体系，整合上级
专项资金，对历史性建筑、古民居和传统村落等620余
个项目进行排危加固，对历史名镇、传统村落和 23处
不可移动文物实现消防设施、在线监测 100%全覆盖。
此外，活化利用历史文化，开发形成喻茂坚廉政文化、
张培爵红色文化、万灵移民文化，打造荣昌陶青少年实
训基地等，年吸引区内外500万人次前来参观学习。

近日，记者获悉，作为重庆“山城洞天”——人防工
程服务民生专项行动之一的“黄葛古道防空洞保护性
修缮工程”目前已基本完工，即将免费向市民开放，提
档升级后的黄葛古道防空洞把黄葛古道、黄桷垭老街
与老君洞景区等历史遗迹连成一体，形成有历史底蕴
的巴渝文化和抗战文化风貌展示区。

黄葛古道防空洞位于南岸区黄葛古道与老君洞道
观之间的山体内，分为1号下洞室与2号上洞室两层人
工挖掘的洞子，宽不到 2米，高 2.2米左右，1号防空洞
长约 218米，洞室共有两个洞口；2号防空洞长约 286
米，洞室共有4个洞口。随山势弯曲向前，上下两层由
近20步石梯相连，犹如迷宫一般。

据了解，该工程自 2021年 7月施工以来，从历史、
文化、生活三个维度，对该防空洞进行提档升级，将千
年茶马古道的黄葛古道和千年道教圣地老君洞连为一
体，洞内在保持原来风貌基础上，对洞顶、洞壁和地面
进行修缮，完善了监控、消防等设施，新增先进的灯光
科技、投影技术以及具有时代特征的展示区将给游客
带来不一样的体验感。

南川

让廉洁文化“活”起来

近日，新疆阿勒泰地区乡镇党委书记政治素质和
履职能力提升专题研讨班 60余人来到南川区廉政文
化公园开展廉政教育，其中一名学员看到采取“漫画+
文字”的形式创作的“算好人生七笔账”浮雕墙，情不自
禁发出感慨：如果迷失方向，就很容易由昔日“座上宾”
变为今日“阶下囚”，让人痛心惋惜。

近年来，南川区借力新城开发、乡村振兴等，因地
制宜、整合资源、突出重点，推动一园一廊一馆一基地

“四个一”廉洁文化平台建设。
“‘一园’指在城区政务服务中心与南商广场之间，

依托原有绿地游园，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公
园，设置有‘守住清廉、防止围猎’围棋地雕、‘两袖清
风’石书等内容，寓意构建亲清的政商关系。”南川区纪
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一廊’指在全国生态农业示范
区大观镇建立‘乡村振兴·与廉同行’文化长廊，依托原
有步道、梅、竹等，植入廉政元素。”

此外，南川区还在尹子祠公园建立“守住勤廉·行
稳致远”清廉家风馆、南川监狱建立“激浊扬清·警钟长
鸣”反腐倡廉警示教育基地，打造“一园一廊一馆一基
地”廉洁文化教育平台，做到“正面引领”和“反面警示”
有机结合，增强廉洁教育实效。

□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万州区甘宁镇同鑫农业园番茄数字工厂，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日常维护。（资料图）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璧山区广普镇坪中村，富莉萱农业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尹道富通过网络直
播销售脐橙。（资料图）

重庆日报通讯员 谢捷 康思嘉 摄

黔江区“互联网”社会扶贫基地，“农
掌柜”电商平台的工作人员正在将本地农
产品装袋，准备发往全国各地。（资料图）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防空洞内景防空洞内景。。

8月 2日上午，随着一辆被精心改造成“流动积分
超市”的小货车满载货物驶入潼南区玉溪镇青石村，玉
溪镇每月一次的“流动积分超市”乡村治理文明积分评
比兑换活动正式启动。

今年以来，玉溪镇以乡村治理文明积分管理制度
为突破口，采用文明积分兑换生活用品方式，调动村民
参与乡村振兴和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主动性。

“为有效解决部分村民积分兑换不方便问题，我们
把小货车改造成‘流动积分超市’，将党员分成若干小
组，每月进院落、送货上门。”玉溪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自今年 7月“流动积分超市”运行以来，已有 55名
党员送服务，送货进小院120多次。

□ 潼南报记者 张峻豪 蒋坐

潼南

流动积分“兑出”乡风文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