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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记者从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
院获悉，历时6个多月的紧张作业，江津
区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已经进入收
尾阶段。该项目的考古专家表示，这一
次的考古发掘工作，证实梧桐土遗址距
今已有 3000余年，为商周时期古遗址，
存在于三星堆文化晚期至十二桥文化早
期，丰富了前后相继的三星堆文化与十
二桥文化的考古学内涵。

据了解，梧桐土遗址位于油溪镇金
刚社区，地处长江左岸一级阶地上，西靠
成渝铁路，东距长江约 80米。2007年，
考古工作者在进行文物调查中发现梧桐
土遗址，同时还发现梧桐土遗址和周邻
的大河边、大土等商周遗址，形成金刚沱
商周遗址群。

202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复同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梧桐土遗址
开展实施考古发掘，发掘面积为 500平
方米。考古发掘梧桐土遗址为“考古中
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程研究”课题
的重点子项目之一，对于推动国家文物
局重大研究项目“考古中国”和落实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文物保护利用具有
重要意义。

据介绍，梧桐土遗址商周遗存丰富，

包括地层文化堆积 7层，其中 5—7层为
商周文化堆积，堆积特征为陶器与石制
品、破碎砾石伴生。发掘遗迹包括商周、
汉代等灰坑、窑址和出土石璋、有肩石
斧、石范、砺石、刮削器、盘状石器和陶小
平底罐、陶簋、绳纹陶罐、器盖、高领壶等
若干残陶器。

“梧桐土遗址处于渝西长江干流，是
成都平原与峡江乃至江汉平原考古学文
化交流互动的重要节点，也是在三星堆
文化东向传播和十二桥文化圈内交流互
动研究中，勾连东西两地的关键考古实
证，填补了以往连接两地的薄弱之处。”
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项目现场负责人、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所文博
副研究员陈东表示。梧桐土遗址商周遗
存以及具有地方特征的陶器、石器，丰富
了三星堆文化的考古学内涵，也是除成
都平原以外，解决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桥
文化转变过渡问题的重要考古实证。

陈东表示，接下来相关工作人员将
围绕“考古中国·川渝地区巴蜀文明进
程研究”的课题继续展开考古工作，整
合金刚沱商周遗址群的考古学内涵，并
以此为基础开展金刚沱大台地区域的
调查勘探工作，掌握遗址群所处聚落的
规模、结构、布局，从中探析该区域丰富
的文明要素。

城口发现极危物种曲茎石斛，图为调查组采集的凭据标本。 城口县委宣传部供图

在城口，“药食同源”有着生动的
演绎，无论是泡茶、煲汤还是泡酒，加
入一些本地“药材”是每个家庭的基本
操作。

只因这片位于大巴山腹地的生态
宝地，野生中药材资源面积超过 10万
亩。天麻、太白贝母、五味子、淫羊藿等
中药材遍布其中，是名副其实的中药材

“富地”。
过去，城口的中药材多在本地人间

“流通”，如今城口坚持发展经济和保护
生态两手抓，中药材产业链逐步完善成
熟。药材变药“财”，勤劳的城口人也从

“苦药材”中提炼出了“甜生活”。

农户增收
撂荒地种出致富药“财”

前段时间，是中药材——连翘成熟
的时节，记者随着龙田乡卫星村村支书
来到了徐秀刚家。

徐秀刚是当地的中药材种植大户，
这两天刚忙完自家的连翘采收工作，烘
房里整齐码放着饱满的连翘果实。

“你看对面那一座山上全是种的连
翘，前两天我们还请了十几个人来帮
工。”眼下，满山遍野的连翘已经颗粒归
仓，徐秀刚得空在院子里休息片刻。

徐秀刚介绍，因为村里的山地比较
贫瘠，种粮食产量不高，家里常年通过种
药增产。种植连翘是从 2005年就开始
了，由于连翘适应当地气候土壤环境，山
坡荒地也可以栽种，在管护方面比种庄
稼更省事，还能利用起很多陡坡荒地。

“莫看他现在不起眼，开出的黄花花儿大
片大片的还多好看。”

徐秀刚种植中药材有几十年的经
验，早年他便有意培养儿子徐万海作为
自己的“接班人”。

近两年赶上县里准备大兴中药材产
业，呼吁群众抱团发展种植中药材。父
子两一合计，在村里组织成立了专业合
作社。如今儿子早已挑起大梁，还专门
负责管理合作社的相关事宜。

一边吸纳村民入股，只要村里想要

种植中药材的村民都能入社，共享种植
经验；另外在管理方面，采用企业用工管
理模式，给参加务工的村民发劳务费，让
他们在药材收益的基础上还能有务工收
入。目前卫星村已有上百人加入专业合
作社，全村人都拧成了一股绳。

据卫星村村支书介绍，经过多年发
展，卫星村的连翘长满了田间地块、山坡
林地，达到了1500多亩。同时，云木香、
独活等产业也蓬勃发展，全村中药材种
植面积超过了 3200亩，药材产量也从 2
吨扩展到了 8吨，人均年收入超过 8000
元。中药材，真正成了卫星村富农增收
的“拳头”产业。

企业发展
大力发展中药材全产业链

要打开市场，完善产业链，企业是关
键一环。

在城口县工业园区，记者看到，大大
小小的中药材加工企业星罗棋布。

每到中药材成熟上市的季节，成吨
的城口药材在这里进进出出，变成了各
类药品。从粗加工、制药到销售，满身泥
土的药材通过全方位的“包装”，产业链
的延伸，有了新的面貌。

曾经只供当地人“享用”的中药材，
正在开发出更多产品，走进千家万户。
种植户也因此获益，不起眼的“土疙瘩”，
成为致富的“金元宝”。

2019年，城口县的村民们便告别了
过去粗放的采药模式，成立专业合作社，
发展中药材生态种植。2021年，全县中
药材投产面积近10万亩，接近40%的农
户参与到了中药材产业中。

今年 5月，天宝药业在城口县城的
门店开业运营。在重庆天宝药业有限公
司，仓库内堆满了从城口各乡镇收购的
中药材，工人正在车间里分拣、包装。

作为上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子
公司（与城口本地企业合资），天宝药业
于2018年创立，专门从事药材收购和初
加工。目前公司又投建了中药饮片、直
服饮片及高端旅游保健品生产线，年加
工生产中药材品种 480个，产能达 2800
余吨。

据城口县林业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该县积极整合县工业园区资源，以庙坝
工业园区组团为中心，培育以原料、饮片
生产加工、配方颗粒、提取制剂、成药生
产、健康新产品生产和产业科技平台建
设的大巴山药谷中医药健康产业园。

目前，园区已落地重庆天宝药业、昭
德堂制药、神田药业、三源堂等企业。预
计到2023年，中医药产业园区药材加工
企业达7家以上。

科研合作
共同打造“大巴山药谷”

中药材种植业要长足发展，不能缺
乏科研力量的支撑。

城口县中药材资源丰富，境内可供
开发利用的中药材有上千种。过去，由
于科研能力滞后，农户们“身在宝山不
识宝”。

2020 年，城口县与重庆市中药研
究院合作共建重庆大巴山中药研究
院，与西南大学建立深度合作机制，
推动县域中药材产业科研能力建设，

“科技赋能”为种质资源开发绑上了
“加速器”。

在大巴山中药实验室及陈列室，可
以开展中药材质量检测，展示陈列城口
典型中药资源植物标本等。

据记者了解，目前城口县已完成
600余种城口典型中药资源植物标本中
药材样品或中药饮片样品展示陈列收
集、5个“药文旅”健康服务综合体初步
规划、10余种药膳食品的开发。

近年城口县更是将中药材作为实施
乡村振兴的特色主导产业来抓，制定印
发了城口县中药材产业提升行动计划和
城口县中药材产业扶持办法。同时启动

“大巴山药谷”商标注册，成功申报“城口
独活”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城口全县中药材资源总量达 36万
亩，产值近七亿元，建有规范化种苗基
地、种植基地77个1.2万亩。

“十四五”期间，城口的目标是全县
中药材种植面积达到40万亩，产值突破
18亿元，培育二亿元规模以上龙头企业
五家，将大巴山药谷培育为重庆名牌。

近日，在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村民万显林老两
口一大早便下地开始平整土地，移栽白菜苗。“最近地
里刚刚收完了夏季蔬菜，这几天正好适合种冬季菜。”
万显林说，目前陆续栽种的有白菜、花菜、黄秧白等，预
计11月后就能成熟上市。

翻土、浇水、播种、施肥……在大中村，像万显林一
样忙碌的村民还有不少，放眼望去，到处呈现出一派繁
忙的景象。“今天就要收3000斤南瓜，这是今年最后一
批南瓜。”村民黄顺江一边在地里忙着抢收最后一批蔬
菜，一边告诉记者，趁着现在的好天气，还要播种冬季
菜。记者了解到，黄顺江家中冬季菜种植面积有 30
亩，主要种植白菜、花菜、火葱、菠菜等，11月冬季菜陆
续上市后，收入将在 40万元左右。如今，黄顺江靠着
一年四季轮番种植蔬菜，日子也越过越好。

大中村地处长江边，作为全市主要蔬菜供应基地
之一，大中村有着西南地区最大的育苗基地，也是主城
有名的“蔬菜村”。除了供应重庆主城市场外，还向周
边的贵州、四川、湖南等地区大量供货。据悉，近年来，
大中村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大力调减低效作物种植，扩
大高效蔬菜的种植面积，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渠道，助
力乡村振兴。

据大中村村党总支副书记廖俊沅介绍，如今，岛
上的人居环境越来越好，生产便道也不断增加，全村
村民蔬菜种植积极性不断提高，现在进入秋播时节，
全村种植冬季菜种类有几十种，播种面积在 4500亩
左右，预计冬季蔬菜上市量达 2 万吨左右，产值在
6000万元左右。 据华龙网

巴南

4500亩冬季菜抢栽忙

綦江

首个大型商用分布式
屋顶光伏项目年底建成

日前，记者从綦江区发展改革委获悉，农博城分布
式光伏发电项目进展顺利，目前已建成 3000平方米，
预计年底全部建成投用。这是綦江区首个建设的大型
商用分布式屋顶光伏项目。

农博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于今年 7月开工建
设，总投资1100万元，利用农博城1.5万平方米屋顶面
积，建设总装机规模约 2.3兆瓦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
项目全面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73万千瓦时，不仅能
为农博城片区提供绿色、清洁的能源动力，还将有效缓
解该片区未来的用电压力，为用电保供作出贡献。

“项目共分两期建设，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建设一
期，约6000平方米，装机规模1兆瓦，预计年发电量75
万千瓦时，每年可为用户减少5%到10%的电费支出。”
农博城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负责人何小舟介绍。

“接下来按规划，綦江区将在近两年内陆续开工建
设一批总装机规模约 200兆瓦的风电和集中光伏项
目。项目建成投用后，预计年发电量3亿千瓦时，将实
现綦江区用电结构优化，有力改善綦江区用电环境，促
进全区低碳高质量转型发展。”綦江区发展改革委党组
成员翁昌学说。 据华龙网

南岸

破解公租房小区治理难题

记者9月8日从南岸区召开的“党建引领公租房管
理新模式”座谈会上了解到，近年来，该区住房城乡建
委针对连片公租房小区治理面临的难点、痛点问题，创
新推行“135”治理模式，即以党建联席会议为引领，以
智慧平台、网格体系、多元服务为工作方式，以物业服
务优化、家园环境美化、关爱帮扶深化、矛盾问题消化、
文明素养强化五大行动为重要抓手，促进城南家园、江
南水岸两个公租房小区良性治理。

城南家园、江南水岸地处南岸区茶园，是重庆市乃
至全国总建筑面积最大、入住人口最多的连片公租房
小区。南岸区建立了由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统筹，辖
区街道、物业、派出所等单位参与的党建联席会议机
制，形成了治理合力。

打造智慧平台方面，该区针对公租房小区人员复
杂、流动性大等特点，以区住房城乡建委配租数据库为
基础，整合民政、社区、物业、派出所等数据以及住户、
房源管理和物业、社区服务信息，实现数据共享、协同
治理。

建设网格体系方面，南岸区统筹党建、政法、民政、
应急等区级部门下沉到基层的资源，将城南家园公租
房片区划分为85个网格、江南水岸公租房片区划分为
46个网格，实现公租房网格管理全面全域覆盖。

开展多元服务方面，设立“周五群众参管日”，每周
邀请 1至 2名志愿者租户为办理公租房相关业务的群
众进行答疑解惑；建立了由 150余名干部组成的公租
房“小管家服务队”，累计开展服务370余次。

□ 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9月6日，位于南川区楠竹山镇谢坝村的某农业有
限公司迎来收稻、捕鱼“双丰收”。据了解，该公司在谢
坝村流转土地270亩，其中稻田养鱼107亩，依靠生态
种养，金秋时节呈现稻香鱼肥的景象。

南川日报特约通讯员 彭应忠 摄

南川

稻香鱼肥

“我们这里位置偏僻，过去反映什
么问题要很久才能解决。”近日，家住
涪陵区崇义街道的居民谢玖珍告诉记
者，然而就在上个月，有居民通过网
络留言向区政府反映了街道临江岸堤
有污水溢出，没过两天就有人来清淤
排洪。

据了解，涪陵区聚焦群众烦心事、揪
心事，建立起“平台搭建、民意搜集、情况
报告、交办督办”的全链条、一体化政网
互动工作机制，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形成
问题解决闭环。

搭建政网平台
动动手指便能表达诉求

每天清晨，在涪陵区第七小学蔡家
坡校区门口，一辆辆从城中心开来的公

交车，将沿途学生安全送抵校园。
蔡家坡校区是涪陵七小今年新增设

的校区，之前从城中心至学校的公交班
次较少。

蔡家坡校区有4000余名学生，开学
第一周，就有学生家长在本地论坛上发
帖反映“孩子上学乘车难”。很快，这条
民情引起区政府高度重视，经相关部门
协调，公交公司及时调整运力，在上学放
学高峰时间增加了车辆班次，获得学生
和家长们点赞。

“‘有事网上说，实事马上办’是我
们畅通网民诉求渠道，架起干群连心桥
的重要途径。”涪陵区委网信办负责人
说。目前，涪陵区已在涪陵网、爱涪陵
客户端、涪陵发布微信公众号等网络平
台开设了政网互动专栏。今年以来，涪
陵区委网信办共收集网民问政信息 300
余条，让群众足不出户、动动手指便能
表达诉求。

建立闭环机制
居民难题“马上办”

涪陵百胜镇观音村，200多米的村
级道路连通了邻近的桂花村，是观音村
一组村民的出行要道。“以前，道路两旁
长满了杂草，出行很不方便。”刚返乡的
村民尹斌曾多次向村委会反映，问题却
迟迟没有解决。

就在上周，涪陵区委网信办监测到
相关信息后，第一时间交办至百胜镇政
府。镇里在核查时才发现，这条道路并
非观音村管辖，而属于邻近的桂花村。
镇村干部召开马路办公会，不仅对道路
杂草进行了全面清理，还将其纳入网格
管理，安排专人定期打扫。

“针对部门、村社间因权责不清，出
现办事拖沓、相互推诿的情况，我们探索
了‘交办督办’制度，形成问题解决闭
环。”区委网信办负责人说。通过落实专

人跟踪，定期通报办理情况，有效提升了
问题解决效率。今年1—8月，涪陵区委
网信办交办的网民问政事项 289条中，
共办结240条，办结率高达83%。

重心前移
解民忧更解民惑

“昨天才申请办理，今天就顺利拿到
身份证，太方便了。”近日，在涪陵区公安
局荔枝派出所，户籍地在四川的杨敏完
成了跨省异地身份证办理。

除了问政服务外，涪陵区还利用
问政平台，进行政策宣传、便民信息发
布等，将政网互动重心前移，在日常工
作中解民忧、解民惑。“针对网民关心
的民生服务事项，我们通过部门提前
介入，主动加大宣传，避免了因信息不
对称引发群众误解。”涪陵区委网信办
负责人说。

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江津日报记者 钱彦龙 摄

江津区梧桐土遗址考古发掘进入收尾阶段

证实其距今已有3000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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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问政平台架起政民沟通“连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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