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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绿花百合”。

城口核桃精深加工产品。
（城口县委宣传部供图）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初秋，城口县高观镇渭溪村。小溪
从村中蜿蜒淌过，绿色的峡谷秋意渐染。

“以前我们这坡上种的核桃，有的是
厚壳的‘铁核桃’，还有的涩口卖不起
价。经过这些年发展，渭溪从坡底到坡
顶都换成了良种核桃，卖得又好又远。”
60多岁的村民寇达贤一边在陡峭的山
坡上捡着成熟的核桃，一边告诉记者，

“现在，靠着这些‘大树’，我们不仅好歇
凉，还好致富！”

作为“中国核桃之乡”，城口现有核
桃 40余万亩，其中良种核桃 30万亩，野
核桃 10万亩。城口县林业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近年来该县着力挖掘绿色发展
潜力，大力推进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
化，发展核桃全产业链。昔日无人问津
的“铁核桃”、皮厚味涩的老品种核桃，通
过换种、加工后，如今带动该县群众2万
余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成为该县农
户增收致富的“金元宝”。

找准“痛点”
女工程师攻克良种良法难题

“十几年前，我第一次到城口，发现
山上落满核桃却没人捡，很纳闷。”市林
科院高级工程师李秀珍说。她一打听才
知道，原来山上的核桃果壳硬、果仁小，
品质良莠不齐，卖不掉。

为了让城口核桃打个“翻身仗”，学
果树学的李秀珍经过五六年的调查、试
验，逐步摸索出一套新技术。

最初，李秀珍下村推广核桃现代种
植技术时，不少村民瞪大眼睛：“核桃还
要管？”李秀珍及其团队提出的修枝整
形、高接换种等方法，遭到不少“老把式”
的反对。他们既担心核桃高接换种成功
率低，也惋惜枝丫少了产量会降低。

在厚坪乡红色村，李秀珍找到特别
爱钻研的村民马吉坤。马吉坤拿出几棵
家里的核桃树做试验，发现高接换种的
核桃树成活率高，结出的核桃又多又大，
果仁香味更浓，这吸引了不少村民来参

观、学习。慢慢地，有不少村主动邀请李
秀珍及其团队去讲课。有一年正月十
五，突然下起大雪，但村民还是按时赶
到，李秀珍就站在雪地里给大家讲了一
堂春季修枝的现场示范课。

为了在城口留下一个四季常在的课
堂，李秀珍所在的市林科院与重庆市渝
鲁林业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在高观镇建
起核桃高产示范园。我市种植面积最大
的核桃品种“渝城 1号”，就是从这个示
范园里“走出去”的。去年，示范园干核
桃亩产高达 152公斤，创下全市核桃亩
产纪录。

除选育优质品种外，核桃科普示范
园还进行技术试验示范、林下立体种植
试验等，大大提升了核桃种植效益，为城
口核桃产业“良种+良法”的推广奠定了
坚实基础。

打通“堵点”
公司帮助村民把核桃卖出大山

最近，核桃鲜果开始收购。渝鲁林
业公司董事长马明一到高观镇渭溪村，
不少村民就亲热地和他打招呼。

马明以前从事山货贩运。在做生意
过程中，他发现城口山上处处可见核桃
树，每年却还要从外地购进核桃。“城口
的核桃个小、皮厚、仁少，再便宜也没外
地薄壳核桃逗人爱。”马明说。

后来，马明决定与市林科院合作改
良品种，并将新品种核桃规模化加工后
卖到外地，渝鲁林业也成为城口县核桃
销售量最大的企业之一。“他帮我们把核
桃卖出去，我们每年都有收入，又不用花
太多劳力。”寇达贤说。

“由于不少留守村民学习新技术比
较吃力，我们就采用入股等方式建立利
益联结机制。核桃果园既能得到精心的
管理，农民也有稳定的收入。”马明说。

寇达贤把家里5亩多核桃树都作价
入股进合作社。每年一到相应季节，就
有专业的队伍上门提供修枝、施肥、打药
服务，不需要花一分钱。去年收获季，寇
达贤将 2000公斤鲜果采摘后送到合作

社的收购点，收入6000多元。
“树是自己的，每年在采收上出点劳

力就有收入，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干呢？”
寇达贤说。

目前，渝鲁林业这种“公司+科技+
核桃协会+农民合作社+大户+农户”的
运营模式，将 8000余户农户纳入产业
链，订单面积达到3万余亩，带动农民增
收致富。

深攻“难点”
加工企业实现干果精深加工

位于高观镇施礼村的重庆城口核桃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厂房内，一条约三十
米的生产线，可连续完成核桃破壳、榨油
等工序。“破壳是加工野核桃油的关键环
节，我们花了 7个多月的时间才攻克这
一难题。”该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张
帮奎告诉记者。

张帮奎原是汇达柠檬的技术骨干，
主攻柠檬深加工。2018年，汇达柠檬负
责人走进城口，发现野核桃成熟后落在
地上无人问津，为这种绿色资源的浪费
深感惋惜。经调查后发现，城口有10万
亩野核桃，资源丰富。第二年，汇达柠檬
在城口投入资金设立深加工研发中心，
促进了城口野核桃资源的开发。

原本研究水果的张帮奎开始转型研
究干果。他的团队与机械设备生产厂家
一起琢磨，在生产线上设置了两道破壳
程序，确保能剥出较完整的核桃果仁。

“去年我们加工量达到3万吨，销售
到重庆主城和沿海等地，年产值2100多
万元。”重庆城口核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张勤容表示，今年 6月建成的
二期加工厂，投产后加工量将达5万吨。

拓展“卖点”
“女裁缝”让核桃身价倍增

“核桃全身都是宝。”城口九重山实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蔡春茂最近在忙着收
购核桃原料。

今年65岁的蔡春茂，曾是城口小有
名气的裁缝。54岁那年，蔡春茂从零起
步，开始从事野核桃深加工。最初她着
力于加工核桃油，随后又思考如何进行
核桃的系列开发。最近几年，她又尝试
用核桃分心木做枕头、将核桃壳制成烧
烤炭、用核桃壳做纸巾盒等，不断拓展城
口核桃新卖点。

“未来文创产品更有前景。”蔡春茂
拿起身边一个重达 2公斤的枕头，里面
的填充物是两瓣核桃仁之间那片薄薄的
分心木。“以前这些分心木没人要，大家
也不知道怎么利用。后来我们把它收集
起来，每 8000片填成一个枕头，每个可
以卖到 130元。”蔡春茂特别自豪。去
年，九重山实业生产的系列产品，年产值
达800多万元。

据了解，城口目前已形成从品种选
育、优质干果核桃产销和野核桃精加工
的全产业链，并通过与文化、医疗相结
合，成为大健康产业的一部分。“随着高
速公路年底通车到城口县城，越来越多
的企业将进入城口，助推城口核桃产业
链不断壮大、延长，带动更多农民致富。”
城口县相关负责人说。

9月4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
县花田乡何家岩村梯田秋色如
画。目前，何家岩村水稻正陆续成
熟，洋溢着丰收的气息。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陈碧生

秋日梯田

□ 荣昌报记者 张飞龙 通讯员 闵有钱

8月 28日，10余名工人正在重庆椿
林聚业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椿林食
品”）厂区屋顶上，铺设分布式光伏发电
设备。预计 9月中旬，5400平方米发电
设备即可铺装完成。届时，椿林食品将
成为荣昌区首家用上荣昌“绿电”的工业
企业。

细算“经济账”
企业意愿强烈

在今年 7月举办的第四届西洽会
上，荣昌区与中能国润（成都）新能源
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能国润”）
签订协议，标志着荣昌高新区辖区内
企业屋顶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项目正
式布局。

该项目总投资40亿元，拟租用荣昌
高新区辖区内企业厂房屋顶700万平方
米。由于项目涉及荣昌高新区所有企业
的屋顶，需征得企业同意才能进行。本
以为沟通洽谈会十分困难，可协议刚一
签订，企业个个跃跃欲试，让中能国润荣
昌公司总经理王刚直呼：“太顺利了！”

项目好不好，企业最有发言权。“使

用光伏发电，清洁环保又低廉。”看到一
块块整齐排列的光伏发电板在阳光照射
下，折射出耀眼的光芒，椿林食品董事长
朱彬欣喜不已。

该企业的屋顶发电设备每年可发电
保守估计约54万度，占企业总用电量的
30%，而使用成本每度比国家电网低0.2
元以上，算下来一年至少节约成本10万
元。正因为如此，在得知荣昌区布局推
广光伏发电项目时，朱彬第一时间沟通
对接，成为荣昌区第一个实施该项目的
工业企业。

企业算“小账”，全区算“大账”。项
目全面建成后，按装机容量 800兆瓦测
算，每年可提供清洁能源 6.4亿度，可为
工业企业节约电费1.28亿元。“这比真金
白银补贴更有效。”朱彬直言，此举相当
于荣昌区委、区政府给企业补贴能源。

细算“生态账”
部门大力推广

企业意愿强烈的背后，是部门主动
作为。在荣昌区决定与中能国润签订协
议之前，荣昌高新区管委会就已经进行
了充分走访，全面掌握企业需求和参与
积极性。

大范围布局光伏发电不仅要考虑企
业意愿，还要符合荣昌实际。“我区年平
均日照时数1282小时，在气候上达到了
安装条件。”荣昌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
人介绍，尤其是电力资源需求量较大的
夏季，荣昌气候反而更适宜光伏发电。

最关键的是，在项目建成投用后，
产生的电能相当于每年节约标煤 18.41
万吨、减少碳排放 47.87万吨。“光伏发
电是零排放、零污染的绿色电能。”该负
责人表示，大力推广该项目，是落实“双
碳行动”，不断提高发展“含绿量”的务实
之举。

此外，该项目仅利用厂区屋顶，不
仅不多占用一分土地资源，还为企业
建筑带来一定的降温效果。“装设光伏
发电板后，建筑物内的温度可降低 5℃
左右。”王刚介绍，光伏组件不仅能反
射太阳减少热量的吸收，还可以在屋
顶形成庇荫区域，类似于为建筑物撑起
一把“遮阳伞”，从而大大降低空调使用
能耗。

细算“产业账”
聚力补链强链

在光伏发电项目落地后，中能国润

迅速与重庆昊格新能源集团（以下简称
“昊格新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战略合作
协议，约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采购昊格
新能源的相关组件。

作为一家专注于光伏设备生产的企
业，昊格新能源在荣昌投产不到 4个月
就签下了本土“大订单”。“订单量至少1
亿元。”重庆昊格新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总
经理潘猛激动地表示，是荣昌区委、区政
府多次牵线搭桥当“媒婆”，才促成了两
家企业的合作。

“家门口”就能采购到所需组件，
也让中能国润尝到了“甜头”“节约的
不仅仅是物流成本。”王刚介绍，荣昌
区内生产区内使用，可根据铺装需要下
订单，既提高了安装效率，也大幅节约
了仓储成本。

落地一个项目，串起一个产业链
条，凸显的是优渥的营商环境，展现的
是“补链强链”的战略布局。“我们要让
企业在荣昌茁壮成长，更要让企业在

‘链’上开花结果。”荣昌高新区管委会
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荣昌紧跟国家战略部署，围
绕产业链强招商、优服务，不断加大配套
产业扶持力度，为“1+3+1”主导产业高
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9月 5日，重庆
阴条岭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中心发
布消息称，今年 8
月，在重庆阴条岭
自然保护区科考过
程中，科研人员惊
喜地发现了国家二
级重点保护野生植
物“绿花百合”。

据悉，“绿花百
合”隶属于百合科百
合属卷瓣组，它的
花单生或数朵排成
总状花序，下垂，绿白色，有稠密的紫褐色斑点。反卷的
花被片披针形，蜜腺两边有流苏状突起，颇具观赏价值。

据重庆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唐安军教授介绍，
在重庆阴条岭，“绿花百合”株高可达 80cm，生于山坡
林下或裸露的岩石间，海拔介于2100至2400m之间。

目前，野生的“绿花百合”资源量十分稀少，已处于
濒危状态，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Ⅱ
级）。据文献记录，“绿花百合”主要分布于云南、湖北、
陕西和四川。如今，科研人员在重庆阴条岭转坪发现
近百株“绿花百合”，这不仅为研究百合属植物的系统
演化提供了新的种源，也为“绿花百合”的基础研究、保
护与可持续利用增添了新的“基因”。 据巫溪发布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9月 2日，南川区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绿色发展的
实施意见（送审稿）》，将加快构建绿色产业体系，健全
绿色发展支撑体系，全力推动中新绿色发展合作。

去年12月，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与南川区
政府签署了共建中新（重庆）国际绿色发展示范基地合
作协议。南川区委负责人介绍，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
全面绿色转型，助力建设中新（重庆）国际绿色发展示
范基地，南川区将依托中新互联互通项目平台优势，全
方位全过程推行绿色规划、绿色设计、绿色投资、绿色
建设、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生活、绿色消费，使发
展建立在高效利用资源、严格保护生态环境、有效控制
温室气体排放的基础上，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
平保护，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经济体系，确保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打造绿色发展升级版。

为此，南川区提出到 2025年，全面完成市级下达
的单位GDP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下降率目标任务，市
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更加完善，法规政策体系
更加有效，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生产体系、流通体系、
消费体系初步形成，山清水秀旅游名城、大健康产业集
聚区、先进制造业基地、景城乡融合发展示范区、主城都
市区后花园初步建成；到2035年，绿色发展内生动力显
著增强，绿色产业规模迈上新台阶，重点行业、重点产品
能源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广泛形成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碳排放达峰后稳中有降，生态环境根本好
转，成功打造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绿色发展示范基地。

南川

全力推动中新绿色发展合作

□ 梁平日报记者 陶开星

近日，2022年川渝气候生态品牌发布会在四川省成
都市举行，会上，梁平区正式获得“中国天然氧吧”授牌。

据了解，去年，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布
关于2021年“中国天然氧吧”评价结果的公示，梁平因
空气质量优良榜上有名，被授予“中国天然氧吧”荣誉
称号。数据显示，2021年，梁平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为336天，优良天数占全年比重超92%以上。

此次发布会上，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发
布了《川渝氧吧绿皮书》，对四川省和重庆市“中国天然
氧吧”地区特色进行详细分析，并正式为包括梁平在内
的川渝两地获评“中国天然氧吧”的区县和风景区授牌。

与此同时，川渝两地气象、文旅部门还共同推出
“森呼吸·川渝吸氧之旅”氧吧旅游精品路线，将四川省
宜宾市兴文县、雅安市芦山县和重庆市云阳龙缸国家
地质公园、武隆区、梁平区等川渝两地23个“中国天然
氧吧”有机串联起来，凝聚发展合力，带动周边产业深
度融入，实现相互赋能。

梁平

被授予“中国天然氧吧”

“靠着核桃树，我们好歇凉快致富”
城口打造核桃产业链，2万余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

细算“三本账”，大力推动分布式光伏资源开发项目落实落地——

荣昌“绿电”赋能高质量发展

国家级濒危植物
“绿花百合”现身阴条岭

9月3日，位于两江新区的重庆市灵龙电子有限公
司，工人正在数字化车间调试新增的步进电机生产线。

8月，该公司缓缴社会保险费60余万元，缓解了企
业产品线由手机配套器件向信息家电、汽车用微特电
机领域拓展的暂时性资金困难。

据悉，今年1月至7月，重庆市新增缓税缓费78.8亿
元，减轻市场主体资金链压力，助力企业纾困稳岗。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