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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所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
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2022年9月1日起90日内向本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检测所

2022年9月1日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通讯员 王亚敏

近日，丰都县三抚林场三坝风电场，
21岁的苏鹏跟着师傅牟彪在高高的塔
筒内巡检维修，额头、脸颊全是汗水。

三坝风电场是丰都最早开工建设的
风电项目，2015年全面建成投用。全容
量并网发电以来，整个电场年发电量达
9711万千瓦时。

近年来，丰都县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依托境内优势，加快推进清洁能源的开
发利用，先后建成水电、风电、生物质能
发电、光伏发电、热电联产等清洁能源项
目，不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打造大山里
的“绿电池”。

开启清洁能源产业序幕

丰都县地处七曜山与方斗山之间，
蕴含着丰富的风能资源。数据显示，当
风速达到 3米/秒以上时，风力发电机组
就可以发电；当风速达到 11米/秒以上
时，机组就可满负荷发电。

“最初吸引我们的就是丰富的风能
资源。”三坝风电场负责人介绍，这里位
于海拔1700米的高山上，属于典型的山
地风、峡谷风。2015年，中国大唐集团
有限公司建成并投产了丰都境内第一个
风电项目——三坝风电场，拉开了丰都
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序幕。

站在三坝风电场，记者看到绵延起
伏的群山山头矗立着一台台风机，长长
的风电叶片在不停转动着。

据介绍，风力发电机叶片、塔筒、机
舱属于不可拆解的大件运输物品。其
中，发电机叶片单叶的长度就在55米左
右，相当于十几层楼的高度，要将这样巨
大的叶片运上山可不容易。为此，三坝
风电场依托南天湖旅游景区建设，将场
区公路与旅游道路相结合，打通了项目
进山的最后一公里，也节省了前期资金
投入。

“风电叶片看起来转得很慢，但发电
量并不小。”丰都县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去年，三坝风电场有效风时数就达
6160.2小时，风能利用率高达98%，所产
生的电能进入重庆统调电网，保障了丰
都县及周边区县用电。他说：“这对改善
区域生态环境，优化能源结构，促进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风电装机容量全市第一

三坝风电场建成发电，证明丰都风
能资源具有极大的开发利用价值。但要
在地势险峻的山区建设风能项目，交通
是第一道坎。

为此，丰都县整合相关政策资金，不
断完善道路、桥梁、隧道等区域路网结
构，为风电设备运输提供保障。同时不
断强化融资、税收、用地等优惠政策，继
三坝风电场投产后，又陆续吸引到国家
电力投资集团等多家大型企业入驻，短
短几年时间先后建成横梁（一、二期）、回
山坪、五洞岩（一、二期）风电项目，并完
成并网发电。

截至目前，丰都县风电项目装机总
容量达 35万千瓦，装机容量全市第一，
年上网电量 6.5亿千瓦时。与同等发电
量的火电项目相比，每年可节约标煤
20.8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52.55万
吨。据介绍，仅回山坪这一个风电项目，
总装机容量就有 8万千瓦，年发电量达
1.9亿千瓦时，大约每年可为 9.5万户居
民供应绿色电力能源，节约标煤 6.08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6.73万吨。

今年年初，莲花山、五洞岩三期风电
项目开工建设，计划年底可并网发电，总
装机容量 8万千瓦，总投资 6亿元，预计
年发电量1.6亿千瓦时。

“系列风电场的建设，使丰都县走出
了一条开发利用清洁能源、绿色减排的
成功之路。”丰都县发改委负责人称，在
积极推动项目建设的同时，丰都还坚持
做好清洁能源并网和消纳工作，大力推
广电能替代，依托智慧农业、电动汽车
等，促进能源消费电气化，让更多清洁能
源实现就地消纳利用。

打造全市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去年11月，丰都县首个屋顶分布式
光伏开发项目——久桓城时代广场屋顶
分布式光伏电站并网发电。该项目采取
用户自发自用、多余电量上网的运行方
式，充分利用当地太阳能资源，替代和减
少化石能源消费。

据了解，该电站装机容量86.4千瓦，
年均发电量约7.6万千瓦时，并网发电后
与同等规模的火电相比，每年可节约标
煤9.37吨。

现在，丰都已进入了国家能源局整
县（市、区）屋顶光伏开发试点名单。丰
都电网累计接入分布式光伏电站 60多
户，总装机容量约6000千瓦。

丰都县相关负责人称，现在，丰都已经
运行的清洁能源项目主要有水电、风电、
生物质能发电、热电联产、光伏等项目，总
装机638.87兆瓦，不仅满足本地电力供给，
富余能源还跨区域外送。依托县内资源
优势，丰都县正加快推进清洁能源的开发
利用，全力打造重庆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在农村，秸秆、树枝等农林废弃物如
处置不当，就会成为污染源。丰都县变

废为宝，每年收购农林废弃物约 26万
吨，加工成碎屑进行生物质能发电，每年
为周边农民创收9000多万元。

在栗子乡，正在建设栗子湾抽水蓄
能电站项目——利用电力负荷低谷时的
电能抽水至高处蓄能，在电力负荷高峰
期再放水至低处发电，将电网负荷低时
的多余电能转变为电网高峰时期的高价
值电能，起到调峰、调频的作用。

据悉，该项目建成后，每年可发电
8.37亿千瓦时，节省标准煤耗 31.62万
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 80万吨，相当
于多种植了700万棵树。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发清洁能
源是大势所趋。”丰都县相关负责人称，
在确保已建成的清洁能源项目安全高效
运行的同时，丰都将继续做好规划引领，
策划招商引进一批清洁能源项目落户丰
都，并整合相关政策扶持，助力全县清洁
能源发展，力争到 2035年建成 100亿级
重庆市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满了！满了！”8月27日下午，三峡
留城·忠州老街老巷子民宿预订电话响
个不停，但18间客房早已住满游客。民
宿负责人刘娟既高兴又歉意地说道：“您
得提前一周预订。”

老巷子民宿由上世纪 80年代一幢
职工宿舍楼改建而成。过去，这里残缺
破败、污水横流，少有人住。然而，“三峡
留城·忠州老街”项目的实施，不但让老
巷子民宿火爆，更让忠州老街走上了文
旅融合之路。

保护文物古迹、提升自然景观、完善
基础设施，忠县采用“微改造”的“绣花”
功夫对老忠州街进行修复保护，一条破
旧老街正在“变脸”。

老旧街区宜居了

“三峡留城·忠州老街”是巴蔓子刎
首留城之地，也是三峡库区留下的唯一
一座旧貌原址的半淹县城。

忠州老街东西长约1750米，南北宽
约 450米，占地约 0.5平方公里，居住人
口约1.3万余人。多年来，老街内建筑老
旧破败、配套设施老化、违章搭建严重，
是当地出名的“脏乱差”。

改变始于城市更新和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2020年，忠县启动“三峡留城·忠
州老街”项目建设，对忠州老街实施保护
性改造和更新，坚持整体保护，不大拆大
建，重点改造完善小区配套和市政基础

设施，优化老城空间结构，对年代久远的
建筑物进行规范整治“微改造”。

漫步在改造后的忠州老街，记者看
到路面是现代工艺铺就的老石板路，街
面窗户的防盗网拆除了，半空中电缆形
成的“蜘蛛网”没了，店招店牌也进行了
统一规范；消防通道通了、消防栓有了，
还新增了地下管道，完善了地下雨水污
水排水系统。

“污水治好了，臭气没有了。”75岁
的谢毓梅在忠州老街住了 9年。她说，
过去随处可见的垃圾进了垃圾箱，杂草、
零散小灌木变成了园林植物，盆景花卉
摆到了居民家门口。老人边说边摆手：

“现在撵我走，我也不得走！”

历史文脉保住了

行走到老街东门，城墙的石头光滑、
斑驳。这是目前重庆仅存的两处明城墙
之一，城墙旁边一块刻有“巴蔓子刎首留
城处”的石碑格外引人注目。

据介绍，公元前4世纪，巴国内乱，巴
国将军巴蔓子许诺酬谢楚国古临江（今
忠州）等三城为代价，借楚兵平息内乱。
事后楚国派使节索要城池。巴蔓子认为
割掉国土是不忠，但不履行承诺是不信，
遂刎首留住了城池。唐太宗感念巴蔓子
刎首留城，遂将“临州”改名为“忠州”。

“‘三峡留城·忠州老街’有三层含
义。”忠县退休干部江中心介绍，一是巴
蔓子刎首留城；二是三峡水库蓄水后，半
座忠州老城沉入江底，目前留存部分是

三峡库区唯一保存原貌的旧城；三是实
施“三峡留城·忠州老街”项目，为未来留
下历史文化记忆。他说：“忠州老街不只
是老旧小区，更是文化街区。”

据介绍，“三峡留城·忠州老街”以整
体保护与老街复兴为前提，全面挖掘整
理文化遗存，还原历史文化空间和业态，
再现三峡原生态生活场景和市民生活变
迁历程。

忠县素有“中国汉阙之乡”的美誉，
全国现存相对完整的汉阙30余处，忠县
拥有4处。现在，忠县不但修缮和保护了
老街的历史文化遗存，还新建了忠州展
览馆和汉阙广场，集中展示老街所蕴含的

“忠”文化、“汉阙文化”及三峡移民历史。
“历史文脉保住了。‘一街八巷’又将

保留下来的东门城址、东坡梯子等文物
古迹及老宅院等传统民居都串联了起
来。”如今再次漫步忠州老街，江中心发
现，那个具有三峡江城城市个性的忠州
老街，又回来了！

人气商业都旺了

去年8月，忠县汉阙广场建成开放，
修旧如旧的忠州老街一下子火了，成了
市民休闲的网红打卡地。

宜居的环境留住了老居民，火热的
商机引来了市场主体。重庆北仓文化创
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仓集团）也落户
忠县参与“三峡留城·忠州老街”项目的
建设。

“全力打造充满三峡原真老城气息

的生活街区。”北仓集团重庆忠州老街文
化旅游公司负责人傅平安介绍，该项目
适当植入公共艺术廊道、堤岸遗址公园、
当代体验区、传统商业集市等多种业态，
打造川剧团、非遗文化馆、民宿、物业等，

“以‘文化、文创、文旅’为核心元素建设，
从‘形态、业态、文态、生态’全方位打造。”

在老街保护与修缮基础上，北仓集
团全面开展文化商业项目空间改造设
计，完成民宿、DIY互动空间、川剧院、东
门书院、非遗展厅、咖啡馆以及协议商户
店面设计、装修工作。

今年1月28日，三峡留城·忠州老街
正式开街，大量当地居民及外地游客涌
入，感受忠州老街三千年历史文脉。

老街美了、人气旺了、商业火了，截
至目前，忠州老街实际完成签约32家。

忠县县委常委李彬称，“三峡留城·
忠州老街”项目既是民生工程，又是建设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重要载体，还是城
文旅融合发展项目。忠县通过采用“整
体保护、空间优化、人口疏解、功能置换、
产业引导、社区共建、服务体系、机制创
新”等策略，将忠州老街建设成为具有文
化旅游价值、艺术美学价值、游憩娱乐价
值、涵养居住价值等多重价值融合发展
的旅游目的地。

为此，忠县先后两次召开“00后”群
体座谈会，向这些未来的城市主人征集
金点子，布局符合他们消费潮流的业
态。据介绍，目前，忠州老街的游客80%
是青年学生，而老街 50%的项目为满足
年轻人的消费需求布局。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8月 30日下午 3点，南岸区迎龙湖
水库，细雨纷纷，船工师傅王立新和水
库负责人樊万程驾驶着巡逻艇向湖中心
驶去。

湖面在秋风的吹拂下，碧波荡漾，鱼
儿不时跃出水面，与湖岸树木的倒影，相
映成趣。眼前这一幕，让樊万程不禁感
慨：“曾经水体富营养化的迎龙湖水库再
现水清鱼跃，不容易！”

樊万程说，近年来，通过推行“以
水养鱼、以鱼净水”生态养殖模式，迎
龙湖水库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
双丰收。

迎龙湖水库于2008年正式投用，兼
具农业灌溉用水和人畜饮用水等多种功
能。水库总库容近1800万立方米，主要
为迎龙、长生、广阳、峡口四个乡镇以及
茶园新城提供生产生活用水。

樊万程、王立新两人也正是从这时
起肩负起保护水库生态环境的职责。

刚开始，水库水质还比较好，但两年
后，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发生——水体
开始富营养化。

“水里浮萍、蓝绿藻、水葫芦等大量
生长，水也变浑浊了。”樊万程回忆，由于
是饮用水源，不能投放化学药物清除浮
游植物，只能靠人工打捞，“最多时，每天
要捞好几吨浮游植物，但效果并不好，浮
游植物很快又会长出来。”

2011年，重庆水投集团旗下子公司
两江渔业通过推行“以水养鱼、以鱼净
水”生态养殖模式，迎龙湖水库的水质才
得以好转。

两江渔业相关负责人说，“以水养
鱼、以鱼净水”生态养殖模式即是向水库
投入鱼苗，它们以浮游生物与水中藻类
及水草为食，起到以鱼控草、以鱼抑藻、
以鱼净水等功能。

“当年投了花鲢、白鲢鱼苗，然后
每年捕捞一批成鱼，再投放一批新鱼
苗，周而复始，水库水质渐渐恢复了往
日的清澈。”该负责人说。水库生态养

鱼与其他养殖方式不同，不施肥、不用
药，主要养殖花鲢、白鲢等可以净化水
质的鱼类。

在兼顾生态保护的同时，小水库
“游”出一条生态鱼大产业。如今，迎龙
湖水库“以水养鱼、以鱼净水”生态养殖
模式已在全市70余座水库推广，每年产
鱼 500余万斤，畅销我市中心城区。目
前，两江渔业正打通“范家桥苗种场—迎
龙湖大规格鱼种场—各区县养鱼水库—
四大片区中转基地—特色加工厂—品牌
营销网络—餐桌”的渔业全产业链，同时
擦亮“渝湖牌水库鱼”品牌。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迎龙湖水库水
面增种水生植物，来吸附水中的有害物
质，为鱼类提供原生态生长环境，使水库
的生态系统更加多元化、立体化，不仅净
化水质，也提升鱼的品质。”两江渔业相
关负责人说。生态养鱼喜获丰收。（两江渔业供图）

重庆70余座水库“游”出生态鱼大产业

□ 大渡口报记者 张涵菓

日前，记者从重庆工业博物馆获悉，重庆工业博物
馆又登上两个榜单。重庆工业博物馆入选国家首批工
业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名单，馆内《百年风华——重
庆工业发展史基本陈列展》入榜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
列展览精品名单。

其中，国家首批工业文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由教
育部与科学技术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生态环境部、国
家卫生健康委、国家文物局等八部门联合发文公布，其
中教育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立 59家工业文
化专题实践教学基地，重庆工业博物馆入选。入选后，
重庆工业博物馆将在政府指导下，加强与各企业、学校
对接，开发特色课程，不断增强实践教学效果，积极推
进基地健康发展，着力打造服务“大思政课”实践教学
的优质服务平台。

近日，中国博物馆协会和中国文物报社联合开展
“新时代博物馆百大陈列展览精品展示推介”系列活
动，集中展示宣传新时代以来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
列展览精品推介”项目。在公布的“新时代博物馆百大
陈列展览精品”名单中，重庆工业博物馆《百年风华
——重庆工业发展史基本陈列展》入选该名单。

作为重庆工业博物馆主展馆的核心展览，《百年风
华——重庆工业发展史基本陈列展》围绕近代以来重庆
工业130年发展历程，全面展示了重庆对外开埠后民族
工业的振兴，以及重庆工业为中国抗战、国民经济恢复、
重庆城市化进程、中国工业化进程作出的重大贡献。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等六部委印发《重庆市建设绿
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标志着重庆正式获批成为我国首个全省域覆盖的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也意味着渝中区正式启动绿色
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核心区建设，将先行先试、全力探
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渝中经验”。

建设重庆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于促进
绿色转型和生态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方案》
明确，重庆市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主要突出
四大定位：金融改革创新“试验田”、绿色低碳发展“强
引擎”、成渝双城共建“新平台”、跨区域合作“新桥梁”。

《方案》明确提出，将坚持重点突破，靶向施策，按
照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并重的原则，以渝中等五区为
重点，着力解决金融支持产业绿色转型的痛点和堵
点。而在推进金融资本与绿色产业融合发展方面，将
打造“解放碑—江北嘴—长嘉汇”绿色金融核心区。

下一步，渝中区将按照总体方案要求，结合区域实
际，先行先试，大胆探索，以解放碑—朝天门重庆绿色
金融大道为重点，打造绿色金融机构集聚创新区、绿色
低碳示范街区、重庆金融历史文化展示区等“三区”，绿
色金融研究中心、绿色金融创新中心、绿色金融服务中
心等“三中心”，全力建设重庆绿色金融中心，加速形成
引领全市金融改革创新的可复制可推广的“核心区”

“试验田”。 据华龙网

渝中

探索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近日，铜梁区委网信办组织开展乡土网红培训，鼓
励各位乡土网红沿着“正、善、美”的路径，不断提升网
络上的影响力、传播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推动网
络文明建设，共同为全区经济社会发展凝聚正能量、发
出好声音。

参训人员积极互动，就直播的风格定位及打造、直
播带货技能技巧和平台拓宽等展开热烈讨论。大家希
望在保有各自风格的同时，携手宣传推介好铜梁农特
产品，让短视频创作和网络直播成为“新农活”，成为助
农增收的重要帮手。

据了解，铜梁区委网信办围绕网络赋能助力乡村
振兴，相继出台了相关工作方案和考核实施办法，积极
构建“乡土网红驿站”等联动体系，定期组织开展培训、
经验交流及户外采风活动。目前，铜梁已有近百位“乡
土网红”主播活跃在各个镇街，通过各种风格的短视频创
作，利用自己的流量宣传家乡、带动家乡农产品的销售。

今年以来，铜梁全区乡土网红在线直播就达 800
余场次，观看量500余万人次，销售额100余万元。铜
梁正在将乡土网红培育工程与“一镇一主题”乡村节会
相结合，加大乡土网红流量转化为助力乡村农文体商
旅融合发展的力度，为乡村振兴注入新动力。

铜梁

乡土网红助力乡村振兴

重庆市大足区回龙镇骑胜村5组雷仲义（身份
证号：500225198512175414）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00225198512175414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玉龙镇清源村胡佑岑（身份证
号：500225201308284319）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0022520130828431954），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虎行村4组袁立刚（身份
证号：500225198712183857）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0022519871218385744），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6组51号杨
华安（身份证号：510230195602230738）遗失其残疾
证（编号：51023019560223073844），特此声明。

大山里蕴藏“绿电池”

丰都打造100亿级清洁能源示范基地

丰都县依山而建的风电机组。（资料图片） 重庆日报通讯员 陈健 摄

忠县：一条老街的破茧重生

重庆工业博物馆
入选国家部委双榜

遗失启事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