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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8月 3日，万州区大周镇长江口，长
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野化驯养基地，万州区水产研究所的工
作人员将买来的小杂鱼投喂到网箱中，
给居住这里的珍稀鱼“改善伙食”。

这里的“居民”都“大有来头”——除
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胭脂鱼、岩原鲤、四
川白甲鱼、圆口铜鱼等外，还有国家一级
保护动物长江鲟。

长江鲟又称达氏鲟，长江上游特有
珍稀鱼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被世界自
然保护联盟（IUCN）宣布野外灭绝，其种
群基本靠人工放流维持。

万州区水产研究所自 2010年开始
进行长江鲟的人工繁殖研究，目前已成
功实现移养驯化。

这几年，移养驯化的部分长江鲟陆
续达到性成熟，该所正组织力量开展长
江鲟人工繁殖技术攻关。一旦成功，人
工繁育的长江鲟可通过增殖放流投放到
天然水域，对于恢复长江鲟的种群数量，
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为长江鲟“寻家”

远远看去，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野化基地孤悬于长江
江面，远离江岸和人群。

该基地于 2009年由农业部批复成
立，功能有二：一来对野生的长江珍稀鱼
进行驯养，待其达到性成熟后进行人工
繁殖；二来将人工繁殖的鱼苗放到这里
适应野生环境，待长到一定的个体后进
行增殖放流。

“我们移养驯化的50多尾长江鲟亲本
鱼及后备亲本鱼就住在这里。”万州区水
产研究所水产工程师傅秋民告诉记者。

作为长江珍稀濒危鱼类，亲本鱼的
培育是实现人工繁育的关键。2010年，
研究所通过引种获得了一批长江鲟。

长江鲟性成熟的年龄为6—8龄。当
时获得的长江鲟大约1龄左右，如何让它
们好好地存活下来，就成了当务之急。

由于这批鱼苗十分“金贵”，科研人
员们把一部分放在双河口珍稀鱼人工繁
育车间进行池塘养殖，一部分进行微流
水养殖，一部分则放到大周野化驯养基
地驯养。

通过不断的试验发现，生活在野化
基地的长江鲟，比生活在其他地方的状
态更好，这里的温度、水质等自然条件更
适宜长江鲟生活，

“毕竟长江才是最适合长江鲟生长
的环境。”大家感叹道。从此，这批长江
鲟正式“搬家”到野化基地。

让长江鲟“安家”

“搬”了家，还要“安”下家。因为等待
长江鲟批量发育到性成熟需要很长时间，
长江鲟的移养驯化，对水温、水流、水质、
空间、营养等要求都很高，“安家”不易。

为了让长江鲟能够好好发育，将来
成为拥有健康身体的“鱼爸鱼妈”，大家
想方设法地为长江鲟补充营养。当时市
面上没有专业的鲟鱼亲本鱼料，他们便
购买了当时市面上能买到的最好的鲟鱼
饲料。但很快，大家发现这种饲料是针
对鲟鱼成鱼研制的，会导致长江鲟“长
胖”，“长胖”后的长江鲟脂肪堆积会影响
性腺发育。于是，大家赶紧调整“饮食配
方”，减少鱼料中的脂肪含量，改换亲本
鱼料。配合长江鲟的天然习性，大家还
沿着江岸寻找水蚯蚓，购买小杂鱼给长
江鲟“改善生活”。每年三四月份，工作
人员还用水泵冲击水体，让长江鲟加强

“运动”，来促进性腺发育。
就这样，长江鲟一天天长大。
近几年，通过挖卵器挖卵、B超等方

式检查，部分长江鲟逐渐达到了性成熟
期。于是，科研人员开始着手人工繁殖，
但由于雌鱼性腺尚未发育成熟，鱼卵未
成功实现授精。

大家并不气馁，珍稀鱼的人工繁殖是
一个长期的过程。“无论今年的试验是否
成功，我们攻克长江鲟人工繁殖技术，实
现长江鲟重回自然的脚步都不会停下。”
万州区水产研究所党委书记刘本祥说。

送长江鲟“回家”

今年，随着长江“十年禁渔”和长江
保护法的实施，长江万州段水面肉眼可
见的野生鱼种群、数量明显增多。

水生生物资源监测数据是反映长江
“十年禁渔”成效的重要依据。今年3月
12日，万州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进
行常规资源监测，船行驶至武陵镇长江
水域时，捕捞到一尾长江鲟。

大家一下子兴奋起来——这是长江
“十年禁渔”实施后，万州区首次在资源
监测中发现长江鲟的身影。当时傅秋明
也在船上，他小心地捧着这尾“宝贝儿”，
快速测量身长、体重等数据后，将它放归
长江。回到水中的长江鲟摆动着身躯，

活泼地消失在江水中。
傅秋民告诉记者，这条长江鲟长约

50cm，体重0.498kg，体型瘦长，鱼吻带有
明显的粗糙感。根据这些特征推测，它
的年龄约 2岁左右，已在野生环境中生
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让大家很兴奋，
对于攻克长江鲟人工繁殖技术更添了一
份沉甸甸的责任感。

“我们争取早日攻克长江鲟人工繁
殖技术，早日让长江水域多一尾增殖放
流的长江鲟。”刘本祥说。

保护长江生物多样性，任重而道远。

近日，游客在海拔1100多米的菖蒲大草原景区游玩。
入伏以来，酉阳县海拔较高的山区气候凉爽、温度

宜人，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前往避暑游玩。
酉阳报记者 冉川 摄

8月1日，位于九龙园总部基地外的
数字智能广场项目迎来最后的收尾工
作，智能无人商铺机器安装完毕，而与之
一路之隔的重庆数字大厦展厅项目建设
也接近尾声，工人们正在对智能设备进
行调试。

记者从九龙坡区大数据发展局和九
龙高新集团了解到，总建筑面积约12万
平方米的重庆数字大厦及附属数字广场
项目是该区在建数字经济重要产业载
体。作为2022智博会分会场之一，这里
将充分体现智能化应用，以契合本届智
博会“智慧城市”年度主题。

8月 1日，记者在数字智能广场看
到，广场上的四个“仓”和一个 304平方
米的高铁临港经济区规划展厅已经建
好，正在进行内装修。九龙高新集团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四个仓分别用作
联通5G智能体验仓、智能无人商铺。其
中，智能无人商铺的全自动化奶茶机器
人已经安装完毕，待调试完成后，这位聪
明的机器人将成为一名“奶茶大师”，从
奶茶制作到将奶茶送到顾客手中，这一
系列操作将由它“亲手”完成。

据了解，于今年 4月开工的数字智
能广场位于重庆数字大厦东侧，占地面
积约1.45万平方米，绿化面积4450平方
米。结合现状地貌，建设景观绿化、硬质
铺装、停车场及配套服务用房等，包含休
闲坐凳、林下空间、LED屏幕等，进一步
提升重庆数字大厦周边整体形象。

在展厅门口，工作人员将手掌放到
大门正中的识别系统上，大门表面的灯

光亮起，随后大门缓缓打开。这位工作
人员告诉记者，展厅大门采用数字科技
识别系统，通过掌纹识别开启大门，展现
出数字科技感。

进入大门就是一位机器人讲解员正
在数字沙盘前等待，它将为来访者介绍
九龙坡区数字产业布局情况，并通过数
字沙盘来呈现重庆数字大厦及周边配套
布局，数字大屏进行宣传画面播放，让来
访者清楚地了解该区数字产业方面的发
展情况。

在本届智博会期间，重庆数字大厦
将为大家开放丰富多样数字科技感十足
的智能应用场景。记者了解到，重庆数
字大厦及附属配套项目包括重庆数字大
厦主体、数字智能广场、数字绿色公园、
数字景观广场、数字街区，共同形成千亿
级数字经济新地标。目前重庆数字大厦
已入驻知名企业 14家，近期拟入驻 3家
公司。

九龙坡区大数据发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全区以重庆数字大厦为核心，打造
重庆市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产业园，联
动留学生创业园、启迪科技园等高新技
术产业载体，协同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
业集聚区；依托火炬大厦、留创园、启迪
科技园存量的大数据及软件信息服务企
业，重新划出区域整合发展，打造西部软
件信息策源地；通过改造利用万科锦尚
闲置楼宇，围绕忽米网上下游产业链进

行招商，打造九龙坡区工业互联网集聚
地。

2021年，全区数字经济增加值 153
亿元、增速 15.2%，位居全市前列，数字
产业发展生态不断完善。拥有数字经济
相关企业万余家，其中“四上”数字经济
企业250家。

记者了解到，九龙坡区坚持特色化
发展数字经济，委托国内知名的策划机
构智纲智库等专业机构对全区数字经
济、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进行顶层设计与
架构，编制了《重庆市九龙坡区数字经济

发展“十四五”规划（2021—2025）》和《重
庆市九龙坡区大数据产业发展“十四五”
规划》，创新提出“一核四区五高地”发展
定位和“产业大数据”发展方向，明确了

“构建大数据产业聚集区的核心定位、
‘新型算力中心’‘产业数字化赋能中心’
的双中心建设和N个大数据特色产业协
同发展”的工作思路。这意味着九龙坡
区对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和新型智慧城市
建设的宏观蓝图已初步绘制完成，空间
布局载体已基本确定，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也将乘势而起。

7 月 31 日，万盛经开区白龙湖
村，晨雾缭绕，公路两旁景色美不
胜收。

近年来，万盛把公路修到农户
家门口，将20余个乡村旅游景点串
连起来。当地按照“一村一品”的模
式，把闲置的坡地改造成猕猴桃、茶
叶、桑葚、草莓等特色产业基地，让
农民有了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并
开发特色旅游。一条条生态产业
路，成了村民的致富路。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曹永龙

生态产业路
助力乡村振兴

2022年4月20日，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增殖放流站野
化驯养基地，工作人员正在查看长江鲟生长情况。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帆 摄

□ 九龙报记者 廖婉廷 文/图

数字智能广场项目。

巴南

全市首个“两病”无疫小区落户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日前，在中国动物卫生和流行病学中心的监督指
导下，重庆泰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奶牛布鲁氏
菌病和结核病（以下简称“两病”）无疫小区通过评估。
这也标志着巴南区建成全市首个“两病”无疫小区。

据介绍，重庆泰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位于圣灯山
镇大沟村，现存栏奶牛 1842头，是重庆目前最大的奶
牛场，担负着全市奶制品保供的重任，每天能提供 18
吨以上的高品质牛奶。

自 2019年以来，在巴南区农业农村委的指导下，
重庆泰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因地制宜开展了“两病”无
疫小区建设工作，通过强化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和自
繁自养、一年两次全群逐头监测、建立二级清洗消毒程
序等措施，不断提高奶牛场生物安全水平，确保了近三
年来全场奶牛的“两病”检测结果维持在阴性状态，动
物疫病防控由稳定控制向净化消灭转变，提高了企业
动物疫病防控、官方兽医监管水平和人畜共患病防控
能力，也大大提升了奶产品品牌影响力，保障了畜牧业
高质量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

第五届长江三峡（梁平）
晒秋节8月7日启幕
□ 梁平日报记者 谭燕

8月 2日，记者获悉，第五届长江三峡（梁平）晒秋
节将于8月7日在万石耕春·千年良田景区启幕，通过晒
秋色、晒丰收、晒民俗、晒幸福，展现梁平独特旖旎的田
园风光、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和乡村振兴的喜人成果。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将举办晒金
秋田园——稻海艺术季、晒幸福生活——奇趣乡村季、
晒预制“味”来——全民晒秋季 3项主题活动，立足体
验、多点联动、全民晒秋，最大程度凸显晒秋节的农事、
农趣、农味，唤起乡愁记忆、展现幸福生活。

其中，晒金秋田园——稻海艺术季将于8月7日在
万石耕春·千年良田景区举办，以原生态稻海景观为舞
台，举行晒秋节开幕式、开镰仪式；活动现场还将以稻
谷、玉米、辣椒等原生态农产品，设置晒秋节幸福笑脸
长廊等瓜果谷物艺术打卡装置。

晒幸福生活——奇趣乡村季则以体验式消费为核
心，以预制美食为载体，在万石耕春·碗米、米当家等特
色民宿（院落）中，设置“五子”乐园、大嘴啃秋、奇趣幸
运星等主题互动体验消费区，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晒
秋场景中快乐消费。

8月7日至8月31日，晒预制“味”来——全民晒秋
季将在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展览馆和体验馆举行，以
乡镇（街道）为主体，分为3个组团，每周在体验馆举办
文艺汇演、乡村网红直播带货，晒农特产品、晒优秀文
化、晒旅游产品、晒预制菜品，展示传统优秀文化。

渝北

好风光引来白鹭飞
□ 渝北时报记者 王彦雪 实习记者 谢林宏

如今，在渝北区龙塔街道新华水库附近常能看见
这样的美景：一群白鹭掠过波光粼粼的水面，不时嬉戏
追逐，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昔日的臭水沟摇身变
成了“景观河”，这与新华水库的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
密不可分。

据悉，新华水库位于龙塔街道月隐湖社区和鲁能
东路社区，属于长江水系小河支流，几年前还是一条臭
水沟，附近的居民都深感烦心。如今，新华水库变得水
清岸绿，还吸引了白鹭前来栖息觅食。

近年来，为推进新华水库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龙
塔街道做了大量整治工作。推进箱涵建设 880米，库
内清淤 5万余立方米并进行了生态修复；整治上游雨
污分流管网 5处，铺设应急引流箱涵 241米，修建雨水
处理站 1座，修建初期雨水收集池 2座。此外，还充分
发挥辖区巡河志愿者作用，加强宣传引导，进一步强化
居民生态保护意识。

“目前库内清淤工程已基本完工，整治工程完毕后
能确保新华水库的水质达到或优于Ⅲ类水质。今后，
飞来水库的鸟类肯定会越来越多。”龙塔街道河长办负
责人曹延国告诉记者，为进一步巩固新华水库治理成
果，下一步，龙塔街道将继续完善新华水库管理保护机
制，并发动社区居民争当保护新华水库的践行者、捍卫
者、建设者、推动者，同时加强日常水库环境保护，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酉阳

高山迎来避暑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