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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龙报记者 曾建渝
绿皮火车、创意手绘、铁锈红围

挡……从五彩斑斓的街头小巷走过，浓
浓的工业风扑面而来。这里就是大渡
口区新山村街道沪汉社区老旧改之后
的现场。

大渡口，重庆主城中心城区，国家老
工业基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拥有众
多工业资源。近年来，大渡口区委、区政
府因地制宜，结合民生实事、城市更新
等，创新推进老旧小区的保护、修复和利
用，实现历史保护与城市建设同步推进，
让居民在软硬件提质中乐享甜蜜生活。

量体裁衣 提升品质

“早上天刚亮还不热，出门与街坊四
邻聊聊天，看看改造一新的小区美景，实
在是太惬意了。‘钢城’文化得以传承，我
们都很满意。”完成改造后的一个多月
来，每天到社区转一转已成为钟桂英新
添的一个习惯。

成立于2002年的沪汉社区，现有居
民6000余人，是新山村街道唯一没有新
建小区的社区，房屋大多修建于上个世
纪，功能配套不全、环境卫生不好，小区
软硬件“失色”，居民生活质量迫切需要
提高。为回应居民诉求，“老旧改”被纳
入重点民生实事项目。

与一般老旧改不同的是，沪汉社区
的历史渊源。1938年，原在湖北的汉阳
铁厂组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一批来自
上海、湖北的技术人员将各类物资运到
大渡口建设新厂。他们在这里安家立
业，“沪汉”因此而得名。

怎样让记录了几代重钢人生活轨
迹、积淀着丰厚钢城文化的老旧小区焕
发生机？大渡口全力推进城市更新和转
型升级，尽最大努力保留老旧小区独特
的文化底色。

“推动城市有机更新，实现一片区一
风貌、一街区一特色。我们坚持量体裁
衣，杜绝大刀阔斧的‘改头换面’，通过
图、文、声、像、动画全方位展现，尽可能
保存历史、留住记忆、延续文化。”沪汉社
区党委书记王迪说。

本次改造紧扣“公园大渡口、多彩艺
术湾”发展定位，一改过去简单的刷墙改

线，工业前身与人文艺术在这里“牵手”
融合。改造中，小到花坛拱门、外墙颜色
等细节，大到便民服务超市、社区文化展
览馆等设施，都由居民说了算。

坑洼道路变身步行街、游乐配套直
追新小区……短短几个月，社区外观破、
停车难、道路脏等问题逐一化解，颜值、
气质显著提升，居民争当“摄影师”，纷纷
在朋友圈里晒起了幸福。

突出特色 乐享生活

老旧小区能够重获新生，成为各方
认同的新文化地标、“网红”打卡地，离不
开既尊重历史、又突出特色的更新改
造。据了解，沪汉社区围绕就业、服务、
学习、生活等方面，精心打造知乐路、知
了巷、知民居和知学劳模馆，保留下社区
独特的文化肌理。

老旧小区改造务必承担起延续城市
记忆的责任，不仅是“面子”的变化，更重
要的是整合社区资源，进一步突出特色，
做实“里子”。沪汉社区是原重钢集团家
属小区，很多居民都希望能传承从祖辈、
父辈开始的钢城精神，留住这一份城市
里的“乡愁”。

“劳动最美！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一头连着千家万户，一头连着经济发
展。”王迪称，基于此，社区联合相关单
位建设知学劳模馆，大力弘扬劳模精
神、义渡精神、钢城精神，以 90多位劳
模事迹，激励辖区居民创业就业，用双
手换取美好生活。

知了巷上，距劳模馆十多米，停放着
一辆绿皮小火车——“义渡就业列车”。
这是大渡口创新服务模式，采取“公共+
市场”方式，打造的就业平台品牌，投用
以来实现了招聘求职效率的快速提升。
同时还设置钢城记忆长廊，改造老地名
文化墙，让老城记忆触手可及。

今日漫步沪汉，能够真切感受到，社
区的历史和当下，总在讲述个人小家与
集体大家之间的“家和故事”。

老旧改过程中，大渡口充分挖掘各
片区历史文化内涵，在探索打造亮点的
基础上，以音乐为特色，夯实历史文化底
蕴，增加休闲“打卡点”，持续丰富居民的
文化艺术生活。沪汉社区改造知乐路，
将中西方音乐元素融入其中，建设音乐
广场，普及音乐知识，让居民时刻都能领
略到音乐的无限魅力。

精心打造知民居，优化服务内容，通

过音乐书吧、自助服务厅、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等载体，为居民提供更加丰富多
彩的生活。

多方共治 多方共赢

“咦！以前的办事窗口不是有很多
人吗，现在怎么只有 3个了呢？而且这
个装饰也太温馨了，有家的味道。”8月8
日，居民周肇华走进刚刚完成提升的服
务大厅，就发现了这里的变化。

原来，在大渡口区委组织部的指导
下，沪汉社区在全区率先推出服务改革，
可以称之为综合式服务或者沉浸式服
务。一改过去惯例，将工作人员分为三
部分，3人在窗口办理常规业务，3人专
门负责入户走访，3人则与居民面对面
交流，在“龙门阵”中解决问题。

“民之所需，行之所至。目前，硬件
建设已告一段落，下一步会持续在软件
升级上发力。”王迪介绍，社区将以党建
为引领，联合相关单位打造共建共治共
享社会治理格局，让居民从中得到看得
见摸得着的好处。

共建中，大渡口区住房城乡建委、区
城市管理局、区经济信息委、区总工会、
区残联、九宫庙商圈公司、新山村街道等
都积极行动了起来，投入改造资金、设施
设备，推进管网更新、环境美化等一项项
任务落地见效。

共治中，辖区内的中小学、派出所、
博物馆、银行、房地产等单位，围绕“幸福
花生里”“党群共治街区”等主题思路，通
过项目认领等方式，助力社区建设。比
如，博物馆从文化改善上下功夫，派出所
聚焦安全稳定做文章。

在共建、共治基础上，实现成果共
享。充分释放老旧改成果，切实发挥党
员之家、志愿者之家、爱心惠残众创空间
等阵地、载体作用，让单位开展活动有

“平台”、群众享受生活有“舞台”，实现多
方共赢。

未来几年，大渡口将总结经验、创新
举措，完成20多个片区老旧小区项目改
造，让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更具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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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8日，在重庆动物园熊猫馆育幼室，一对刚出
生不久的双胞胎大熊猫幼仔首次亮相，吸引了不少游
客的目光。

记者了解到，这是重庆动物园海归大熊猫“二顺”
归国后产下的一对雄性双胞胎。这是“二顺”第二次成
功产下双胞胎，也是其归国后第一次生产，更是重庆动
物园海归大熊猫首次繁殖双胞胎成功。

大熊猫“二顺”，2007年 8月 10日出生，曾作为友
好使者，从 2013年 3月起旅居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和
卡尔加里动物园，2020年11月底回到中国。在加拿大
期间，2015年10月13日，“二顺”顺利产下首对龙凤胎

“加悦悦”“加盼盼”。
在重庆动物园工作人员悉心照顾下，“二顺”于

2022年 7月 22日先后产下双胞胎兄弟。经过半个多
月的精心育幼，两只大熊猫幼仔生长良好：哥哥体重
420克，弟弟体重257克。

奉节

渝鲁畜牧养殖场正式运行
□ 上游新闻记者 谭柯

近日，从山东购买的 52头奶牛运进奉节，奉节县
云雾渝鲁畜牧养殖场正式开始运行。奉节县云雾渝鲁
畜牧养殖项目由奉节县云雾渝鲁畜牧有限公司建设，
该项目是由东西部合作精准扶贫新建项目，由山东省
滨州市援建。

奉节县云雾渝鲁畜牧养殖项目建设地址位于奉节
县太合土家族乡良家村，项目总投资5000万元。项目
建设周期分三年建成，第一期：今年完成500头奶牛圏
舍、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挤奶车间建设，拟计划奶牛进
场200头，今年6月30日己进奶牛52头，己产小奶牛2
头；第二期：2023年完成鲜奶加工车间 600平方米，奶
牛 500头；第三期：扩展租地，扩大牛棚建设 5000平方
米，并修建鱼塘、旅游歩道、游乐设施、奶吧等供游客观
赏品鲜奶的度假休闲场所。

该项目是渝鲁对口合作精准扶贫项目，结合奉节
本地自然、社会和经济特点按照绿色牛奶生产要求建
立设备先进管理一流的科技牧场、乳制品加工生产、饲
料加工生产和有机肥加工厂等，该项目的建设将带领
本村农民人均增收达 800元以上，项目达产后可实现
年产值2000万元。

荣昌

冷库“保驾”助农增收
□ 荣昌报记者 张泽美

8月 3日，在荣昌区荣隆镇葛桥社区，花椒种植户
王元富正和工人将仓库里的鲜花椒打包装袋，准备发
往重庆。花椒采摘一个月前已结束，这批鲜花椒从何
而来？

王元富乐呵呵地介绍：“这是储存在冷库里面的鲜
花椒。今年，我在政府的帮助下建了80立方米的冷库
用于储藏花椒，可以保持花椒的鲜度，实现错峰销售。
现在鲜花椒的价钱不仅比上市初期高出 25%，还供不
应求。”

近年来，荣昌区为破解农副产品储存难、销售难等
瓶颈制约，因地制宜建设现代化保鲜冷库，让本地农副
产品就地冷藏保存，增强集中采购、错峰销售等能力，
让农副产品销售对接市场更有竞争优势。

为鼓励区级以上农民合作社示范社、示范家庭农场
兴建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建设，荣昌区根据政府引
导、业主自愿的原则，通过财政补助、金融支持、技术指
导、咨询服务等措施，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
带动社会资本参与，形成投资主体多元化、运作方式市
场化的格局。目前，该区已经在清流、安富、直升等镇街
助力业主建成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库27个。

巫山

晚霞满天映江面

8月7日傍晚，巫峡上空晚霞满天，把长江和大宁
湖映照得如一匹红色的锦缎，一艘艘船只航行在江面
上，宛若一幅精美的油画。 巫山报记者 王忠虎 摄

连晴高温使我市300余万亩水稻提前成熟

高效抢收确保颗粒归仓今年，我市部分平坝和浅丘地区的
水稻成熟期比往年提前一周左右，在7月
底至8月初就迎来了开镰的大忙时节。

水稻提前成熟是否会影响收割和稻谷
品质？酷暑高温下又该如何确保颗粒归
仓？记者走进田间地头进行了采访调查。

连晴高温“逼”熟水稻

“周总，明天有空没？我家 1000亩
水稻还等着你的‘大铁牛’来收割哦。”

“老辈子莫着急嘛，明天就去你家收
水稻。”

8月 8日下午 5点，重庆圆桂农机股
份合作社理事长周元贵刚将农机熄火，
还没来得及休息一会儿，就接到永川区
金龙镇水稻种植大户李军打来电话，和
他预约收割水稻的事。

“这几天特别忙。”周元贵说，往年这
个时候，合作社还在调试农机具，但今年
从 8月 2日开机以来，订单不断，合作社
每天有5台联合收割机在永川各个乡镇
的稻田里来回奔忙，目前已抢收水稻千
余亩。

市农技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方立魁

分析说，水稻的成熟期与气温紧密相关，
按照以往，全市低海拔地区的水稻一般
在8月中上旬开始收割，但今年从7月中
下旬开始，我市气温保持在35℃以上，连
晴高温加快了水稻灌浆，水稻生长期也
由155天缩短为148—150天。

截至目前，全市海拔二三百米的浅
丘地区的水稻都已开镰，主要包括渝西
所有区县，以及梁平、长寿、垫江等地势
相对较平的区县，提早开镰的水稻面积
大约占全市水稻总面积的三分之一，有
300余万亩。

提前开镰有利有弊

水稻提前收获，李军高兴之余，也有
烦恼——

稻谷提前成熟，秸秆头重脚轻，抗倒
伏能力变弱，要是不及时收割，遇上刮
风，秸秆可能会垮秆，水稻机收损耗也会
增大；若是遇上连续下雨，成熟的稻谷则
会出现霉变。

周元贵说，晴热高温也会使水稻的
品质受到影响，高温会影响水稻授粉，进
而影响水稻结穗，出现一些稻谷空壳的
情况。同时，温度过高，水分蒸发快，稻
谷营养也受到一定影响。为了降低损
失，他们宁肯冒着高温加班加点也要抢
收水稻。

在方立魁看来，水稻提前开镰也并
非都是不利因素。重庆有留再生稻的传
统，水稻提前收割后，充足的光热水气能
够为再生稻赢得更多生长时间，从而为
其丰收打下基础。

打出“组合拳”确保好收成

在持续高温的影响下，低海拔地区
已经成熟的水稻，如何做到高效抢收？

周元贵说，为了迎战高温，他将机手
分为了 5个班组，每天分早中晚三班抢
收水稻。同时，每台农机配备了防暑用
品，有的农机还安装了风扇和空调，确保
机器和人连轴转。

为了确保颗粒归仓，在开展机收前，
周元贵请来农机专家专门为 30多名机
手开展农机操作培训。“通过机手的技能
培训以及农机的反复改良，今年一亩水
稻机收能减损 3%，换句话说，每亩稻田
能增加30斤稻谷。”周元贵自豪地说。

而在我市一些中高海拔地区，记者
发现，水稻还正值灌浆的关键期，虽然都
已结穗，但颗粒比较干瘪，颜色也偏青。
如何确保这些地区的水稻有好收成？

“我们打出了‘组合拳’。”方立魁
说，一方面全市成立了“市级+区级+乡
镇”三级农技服务体系，加强对水稻生
产的农事指导。同时，指导各区县加强
水渠、山坪塘的修缮，为水稻科学补水，
并对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水稻种植大
户等经营主体，开展水稻管护要领的相
关培训等。

如今，全市已有近万名农技人员深
入田间为种植户开展农事指导，发放水
稻高温田间管护资料，开展线上线下培
训千场次，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基础。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8 月 9 日，梁平区礼让镇川西
村，成片鱼塘与村落纵横相连，美不
胜收。

近年来，梁平区大力实施“旅
游+”“+旅游”融合发展战略，对以
川西村为核心的龙溪渔歌景区进行
渔业养殖结构调整，发展生态渔业，
并在景区沿线布局垂钓休闲、旅游
观光、露营避暑等项目，走上渔文旅
融合发展的现代渔业之路，奏响新
版“渔光曲”，助推乡村振兴。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

渔文旅融合发展
助推乡村振兴

□ 大渡口报记者 罗超 文/图

居民体验新建休闲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