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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报记者 谢捷

8月22日，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重庆市
南岸区人民政府、重庆经开区管委会共同发起的广阳
湾智创生态城构建重庆人力资本产业生态战略合作活
动，在南岸区新天泽国际总部城正式启动。作为上述
战略合作的重要内容，重庆人力资本服务产业园正式
落地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重庆人力资本服务产业园位于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的迎龙创新港，由重庆人才大市场集团、重庆朝天门商
贸城公司合资建设运营，规划面积14.8万平方米，着力
构建区域内企业人力资本服务、人才队伍建设融合发
展新格局，形成招聘、猎头、培训、外包、管理咨询、价值
评估、价值变现等业态为一体的大型人力资本服务产
业链。预计到2025年末，该产业园将入驻人力资本服
务等机构50家以上，人力资本服务年营收达到40亿元
以上。

根据上述三方签订的合作协议，我市将通过市区
联动，探索人力资本深度开发合作，高质量推进重庆人
力资本服务产业园建设，打造成渝地区人力资本服务
采购和供应基地，加快推动广阳湾智创生态城发展。

长江之畔，烈日炎炎，重庆市巫山县
曲尺乡却迎来了最繁忙的时节：公路上，
一辆辆冷链物流车停靠在路旁，工作人
员忙碌地将一箱箱包装好的脆李搬到车
上；果园里，果农和游客头顶烈日手提竹
篮，采摘着丰收的喜悦。

脆李，作为一种稀有的李子品种，
早在唐宋时期就在巫山县有种植，但
在 1000多年的漫长历程中，一直默默
无闻。党的十八大以来，保护长江生
态成为时代命题，脆李作为一种兼具
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经济作物，日
益成为助农增收、乡村振兴的“生态
宝贝”。

眼下，巫山脆李再添“新喜”：航空快
递的开通，让巫山脆李快速走向全国；郑
渝高铁的开通，让巫山脆李成为旅游的

“伴手礼”；三峡旅游的恢复，让脆李回归
“旅游属性”。巫山脆李，正从“生态宝
贝”成为水、陆、空“三栖明星”。

航空专列为千年脆李“插
上翅膀”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陈女士老家在
重庆，一直对家乡的特产念念不忘。7
月 10日，她在家乡的父母为其订购了 3
箱巫山脆李，次日晚上便摆上陈女士的
果盘。

巫山脆李味道脆爽甘甜，但保质期
短，过去因为物流不便，经过几天的运输
后往往会影响品质和口感。为切实解决
巫山脆李物流难、销售难，7月2日，中国
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分公司利用自
主航空网和巫山机场区位优势，成功开
行“巫山脆李”邮政航空极速鲜专机，实
现在 24小时内将地方特色农产品快速
送达国内主要城市。

“巫山脆李由产地运至巫山机场装
入货机用时7小时，装机后0.5小时航班
起飞，空中飞行约1.5小时后在南京机场
落地，在南京经 2小时中转，再经平均 2
小时空运至全国各地，即巫山脆李从产
地到全国各主要城市落地约13小时，首
日寄递，次日晚前可送达客户。”重庆巫
山神女峰机场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
长吴世桂介绍。

破解了物流难题后，巫山脆李的销
售更加火爆。半月谈记者在巫山脆李核
心产区曲尺乡看到，农村公路两旁停靠

着一排排货车，果农将刚刚采摘下来的
脆李分选后包装完毕，直接搬到货车上
运走。由于路旁停靠车辆众多，不少村
庄出现了堵车现象。

“90后”李丁娅是曲尺乡新安社区
的一名综服专干，也利用空闲时间为村
民销售脆李。“从最初的扁担挑进县城，
到如今的足不出户就能卖往全国各地，
物流便利了，品质提升了，价格也上去
了。精品脆李从最开始的几元一斤，至
现在的二三十元一斤，一年比一年卖得
好，老百姓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高。”李
丁娅说。

巫山县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
巫山30余万亩脆李预计产量13万吨，产
值 17亿元，覆盖的 5.2万余农户户均增
收2万余元。

郑渝高铁让巫山脆李成
为“伴手礼”

6月 20日，巫山脆李迎来了又一个
喜讯——郑渝高铁正式开通。伴随着该
高铁的开通，巫山脆李成为返程游客的

“伴手礼”。
“巫山的峡江风光很有地域特色，坐

高铁3个多小时就到了。”带着家人来巫
山游玩的郑州市民邹先生说，他来到这
里不但欣赏到了秀美的自然风光，更品
尝到了脆甜的巫山脆李，他准备带点回

去送给亲戚朋友品尝。
数据显示，得益于郑渝高铁开通，6

月 20 日至 7 月 4 日，巫山县接待游客
210.2万人次，同比增长49.7%。

半月谈记者在新开通的巫山火车
站看到，在进站离开的乘客中，一些乘
客手中提着脆李礼盒。据了解，为适
应郑渝高铁“伴手礼”的需求，巫山县
对脆李的礼盒包装进行了提档升级，
不但外观更为时尚美观，里面网格状
的防护也能更好确保脆李在携带过程
中完好无损。

值得注意的是，巫山脆李并不是在
“孤军奋战”。为充分挖掘郑渝高铁带来
商机，重庆、湖北两地政府 7月 6日在重
庆市万州区举办第十三届中国长江三峡
国际旅游节暨“高铁带你游三峡”活动启
动仪式，该活动将持续至 11月。其间，
三峡库区沿江区县将开展国际红叶节、
马拉松、三峡美食文化节等20余项配套
活动，这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将给巫山带
来更多游客，也必将让更多游客喜欢上
巫山脆李。

三峡游轮复航助脆李回
归“旅游属性”

6月 18日，停航近 1年的长江三峡
游轮开始复航。一边欣赏壮美秀丽的峡
江风光，一边采摘品尝长江之畔的巫山

脆李，成为不少游客的独特体验。
春季赏花，夏季采摘。巫山脆李一

直具有很强的“旅游属性”。但受疫情影
响，三峡游轮一度停航。“游轮一停，游客
大幅减少，给脆李产业乃至本地旅游都
造成较大影响。”巫山县文旅委主任蒋勇
说，三峡游轮的复航，也给巫山旅游按下
重启键，如今每天都有多个班次的大型
游轮在巫山停靠。

半月谈记者在巫山旅游码头看到，
一大早便有 3艘大型三峡游轮停靠，有
游客陆陆续续上下游轮，一度冷清的旅
游码头，重新热闹起来，部分果农撑着太
阳伞，在码头销售刚刚采摘的脆李，吸引
一些游客驻足品尝、采购。

“脆李只是巫山众多‘生态宝贝’的
一个代表。”巫山县委书记曹邦兴说，巫
山生态环境优美，生态资源丰厚，近年来
巫山县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发展理念，深挖生态、人文资源，大力推
动农文旅深度融合，推出一批精品旅游
线路，郑渝高铁的开通和三峡游轮的复
航，将有助于巫山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
的地。

（刊于《半月谈》2022年第15期）

今年以来，璧山区围绕中央一号文
件对“三农”和乡村振兴工作的各项部
署，夯实农业基础、推进重点项目、打造
美丽乡村，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
村现代化迈出新步伐。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璧山区农林
牧渔业总产值实现 22.5亿元，第一产业
增加值达 14.5亿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达15271元，同比增长5.3%。

夯基础保供给

播种的季节，丁家街道八寿村，标准
化农田整齐铺展。农田里，农机手操作
收割机来回穿梭，很快田里的水稻便全
部栽插完毕，快速、高效。

抓好粮食生产和重要农产品供给，
是农业农村工作的基础。今年以来，璧
山区继续推广农业机械化生产，引导农

民实施规范化、标准化种植，全力保障和
提升粮食、生猪、蔬菜、水果等重要农产
品供给。

据统计，预计今年全年粮食播种面
积40.8万亩，较上年增加440亩；生猪出
栏 11.5 万头，同比增长 6%；蔬菜产量
32.6万吨，同比增长 3.1%；水果产量 3.5
万吨，同比增长10.4%。

此外，璧山区还全力巩固脱贫成
果。今年以来，璧山区脱贫劳动力返岗
复工 1932人，就业稳定率保持在 100%，
璧山区无新增返贫、致贫情况。

强项目添动力

以产业项目和农业品牌丰富乡村产
业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这是今年中
央一号文件对“产业兴”推动“乡村兴”提
出的最新要求。

今年以来，璧山区策划推出以“云雾
花涧”“研学小镇”“乡愁二郎岗”“茅莱仙

境”为代表的大批重点项目，以项目引
领，强化产业链，促进农业产业增效。

完成“云雾花涧”项目总体规划，布
局项目区内 70公里“田”字形环旅游路
网，提前布局约 1500亩建设用地、1000
亩产业用地。梳理近期拟实施子项目
13个，启动“七彩田园”“万亩梯田”核心
区等4个子项目建设。赴市外考察招商
8次，引进重庆金粮源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四川朗基瑞兴振兴乡村产业发展集
团有限公司、北京花儿朵朵仙子农业有
限公司、国药（天津）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新希望集团有限公司、宁夏澳中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等企业的合作项目。完成

“垦造水田”健龙镇新石村试点项目 50
亩，“研学小镇”“乡愁二郎岗”“茅莱仙境”
生态文旅项目等农文旅项目有序推进。

美乡村增魅力

如今，行走在七塘镇，一栋栋特色民

居坐落碧水青山之间。一条条宽阔平坦
的水泥路交错纵横，汽车、小货车穿梭来
往；一个个承载希望的蔬菜大棚整齐排
列，农民们在田间辛勤劳作；村民在成片
的绿荫下拉家常……

今年以来，七塘镇持续开展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行动，从艺术乡村打造、公
路沿线绿化到环境卫生提升，该镇以乡
村振兴为契机，实施人居环境整治，将
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与乡村旅游相结
合，实现了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有
机统一。

七塘镇只是璧山区打造美丽宜居乡
村的一个缩影。今年以来，璧山区整合
专项资金 3500万元，重点打造 8条主干
道、10条产业路文旅路，目前已基本完
成前期整治任务。推进“五清理一活动”
专项行动，完成户厕改造 1557户，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 93.1%。行政村生活垃圾
有效治理率达100%，完成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的农户达92.1%。

为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方便市民核酸检测，目前
南川区首批流动核酸采样车正式“上岗”。采样车以

“流动驻点”的方式，为“愿检尽检”人员提供便民的采
样服务，筑牢常态化疫情防控网。

在万达广场，这两天，有一辆新的核酸采样车投入
使用。小车的外观酷似早餐车，医务人员坐在车内，双
手穿过车窗玻璃上的洞口，就可以进行核酸采样。市
民只需出示渝康码登记并完成缴费，便可进行检测，整
个过程不超过5分钟。记者还注意到，车上采样、消杀
等设备一应俱全，待采样结束后直接运往检测机构。

南川区中医医院社区办副主任王丽娟说：“我们轮
流在金科世锦城大门口、万达广场、北郊农贸市场、工
业园区开展检测，每个小时能检测120人左右。”

据介绍，南川区在现有的 39个常态化便民核酸
采样点和 11个高速路口核酸检测点的基础上，增设
了两台流动核酸采样车，以固定加流动互补互促的方
式，主动进驻农贸市场、居民住宅区等地，实现区域内
核酸检测布点全覆盖，为群众提供“零距离”便捷采样
服务。

近日，记者从渝兴公司获悉，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
试点工程主体结构已完工，正在实施安装工程，预计年
底全面建成投用。届时，水电气、通讯等综合管线集中
入廊，将从根本上杜绝“拉链马路”现象，为巴南区城市
建设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

据悉，巴南区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位于龙洲湾
B区和重庆职教城片区，建设区土地总面积为 515.91
公顷，总投资约12.7亿元，于2019年动工，起点位于汉
海海洋公园南侧，沿一纵路、燕尾山路、横十路和教育
大道敷设，止于尚文大道尾端，全长10.12公里。

该工程于2020年被列为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城市
地下综合管廊安全防控技术研究及示范项目”。项目
建设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片区建设需要，整合和充分利
用地下空间资源，减少重复建设和浪费；另一方面则是
便于集中统一管理和维护各类管线，有效避免马路反
复开挖现象，为城市建设打下良好基础。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巴南

地下综合管廊试点工程
预计年底投用

巫山脆李：“三栖明星”诞生记
□ 半月谈记者 李勇 韩振 周凯

璧山：上半年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2.5亿

重庆人力资本服务产业园
落地广阳湾智创生态城
□ 重庆日报记者 白麟

南川首批流动采样车启用

物流公司工作人员在曲尺乡柑园村打包即将发货的脆李。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曲尺乡柑园村村民展示采摘的脆李。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市民在流动核酸采样车处有序开展核酸检测。
南川日报记者 陈彬 摄

□ 南川日报记者 王莹

日前，职业教育助力忠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签
约仪式在忠县举行。市教委、市人社局、市中华职教社
协同18家市级重点高职、中职院校和忠县政府暨相关
部门签约，为忠县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技能支撑。

协议明确工作目标，到 2025年，忠县职教中心在
校学生规模扩大至 5000人，建成市级中职优质学校。
市级相关部门将从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善办学
条件、提高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增强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加大保障支持力度等方面为忠县量身定制帮扶
方案，市级 18所院校也同时与忠县职教中心签订“合
作共建友好学校”协议。

市职教社和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也将在忠县新
立镇、双桂镇布局2所新农校，旨在发挥职业教育在助
推乡村振兴中的独特作用。

忠县

与18家市级重点高职、
中职院校签约
□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实习生 徐梓洁

8 月 23 日，渝北区华蓥山林场
苗圃基地，智能滴箭灌溉系统助山
茶花苗茁壮成长。

据介绍，华蓥山林场苗圃现育
有楠木、榉木、茶花、银杏、红豆杉等
各类在圃苗木30多万株，是渝北三
个公益性育苗基地之一，也是全市
首个应用现代化林业技术进行苗木
智能灌溉、精准施肥、高效栽培的示
范基地。 重庆日报记者 万难 摄

渝北

高温下的智能苗圃
保苗助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