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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通讯员 邓延庆

璧山

“三级巡访”护航独居老人安全

“陈大哥，你这截电线有点老化，我们给更换了。
旁边这个插线板，平时不使用电器的时候，要把电源插
头拔下来。”近日，在璧山区大路街道三台村4组，工作
人员为独居老人陈登亮更换了老化线路后叮嘱道。

据三台村党委书记刘登盛介绍，陈登亮已经 66
岁，患有肢体二级残疾，系特困对象，平时一个人居
住。前不久，在街道、村、组开展的联合巡访中，发现其
家庭用电线路有老化现象，于是组织工作人员上门对
老化线路进行更换。

当前，随着年轻人纷纷外出工作，农村独居老人越
来越多，且不少老人安全意识淡薄、行动迟缓，遇到意
外和突发情况往往难以应对，极易发生用电、用火、食
品卫生安全等事故。

为掌握独居老人的用火、用电、房屋安全、健康状
况等情况，及时消除安全隐患，大路街道建立“三级巡
访”机制，即由200余名机关干部、100余名村（社区）干
部、100余名组干部，每周上门巡访一次以上。“通过巡
访，能够及时了解独居老人的生活情况，掌握存在的安
全隐患，并通过建立台账，及时交办有关科室、人员跟
踪解决。”大路街道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公室有关负责人
介绍。

目前，大路街道已对 510名独居老人开展定期巡
访，发现、消除有关安全隐患62处。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文
通讯员 罗治洪/图

9月 21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
乌杨街道蚂蝗村，泥河（平江河支流）穿
村而过，静静流淌。

河岸，永丰堰干渠向泥河下游延伸；
干渠上方 6米处，巨丰堰干渠经三拱桥
渡槽跨河，向平江河下游伸展。

一条河，两道渠，呈现出独特的三层
立交形态。

这是秀山巨丰—永丰古堰，始建于
清乾隆三十二年（公元1767年），距今已
255年。两百多年来，巨丰—永丰堰始
终发挥着灌溉供水功能，至今仍灌溉秀
山清溪场街道、乌杨街道1.6万亩良田。

清朝“改土归流”后兴建

巨丰堰—永丰堰灌溉工程为何出
现在秀山？这与秀山的土司制度息息
相关。

秀山位于重庆与湖南、贵州、湖北的
交界处，远古至清朝末年，秀山“处蜀僻
远”，为“百里阻荒”之地。元明时期，秀山
实行土司制度，统治者把秀山划为“生苗”
区，并下了“蛮不出境，汉不入峒”的禁令。

清雍正年间，秀山实行“改土归
流”，结束了 800余年的土司统治，禁令
废除。由于秀山人烟稀少、土地广袤，
清乾隆元年（1736年）建县后，大批汉人
迁入。

《秀山县志》记载了当时人口的激
增——乾隆九年，计户一千五百七十，
口如之。二十九年，户增四千五百六十
八，口增六千一百三十八。

迁入后的汉人开荒种地，种植水稻
等农作物。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对粮食
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农业灌溉用水需求
激增。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秀山当
地居民请官府丈量田土面积，集资修建
了巨丰堰。秀山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龙祖
华介绍，最初的巨丰堰只有 10公里，灌
溉面积3000亩，后经历代培修、扩建、改
造，渠系扩大到 23.5公里，灌溉面积 1.2
万亩。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秀山又
拦泥河（平江河支流）水筑坝修建了永丰
堰，经过不断扩建改造，渠系18公里，灌
溉面积达到4000余亩。

巨丰—永丰古堰修建后，对当时的

秀山农业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促进作
用。据《秀山县志》记载：“平茶地坝，月
旗数里，沃壤连塍，以饶衍名一县。其巨
丰永丰二堰，并万金之工也，平渠引溉，
利润千顷，故附郭西北诸乡，膏腴偁最。”

龙祖华介绍，巨丰—永丰古堰虽经
历过十余次维修，但工程体系不断发展
完善，目前仍在发挥灌溉功能，渠堰总长
41.5公里，灌溉面积达1.6万亩。

古代丘陵山区科学利用
河流的典范

龙祖华告诉记者，巨丰—永丰堰不
但沿用至今，还留存有两座拦河坝、传统
圆木叠梁闸、渠道、五拱桥渡槽、三拱桥
渡槽、相关碑刻等遗产。“虽建于 200多
年前，但却处处体现着科学性。”

9月 21日，秀山县清溪场街道芒洞
村芒洞桥，巨丰堰渠首。平江河上，一道
拦河坝斜向而建，将河水引流到芒洞桥
一侧的巨丰堰取水口，源源不断地流向
巨丰堰渠系。

历史上，巨丰堰渠首曾两次上移，
以抵消平江河河床下切的影响。但拦
河坝的设置仍摒弃了常见的横向修建
方式，沿用了建坝之初的斜向修建。这
是为何呢？

龙祖华告诉记者，拦河坝斜向引流，
将原先顺着自然河道流淌的河水全部引
向一侧，河水流速得以加快。这样，在枯
水期能保证更多的河水被引入巨丰堰干
渠；汛期的河水裹挟着泥沙而来，流速越
大泥沙越不容易沉积，在进入取水口前
便能通过排沙闸冲走下泄，从而实现干
渠“多引水，少引沙”。

渠首的排沙闸也延续了传统，由一
根根直径 15—20厘米的圆木横着向上
堆积叠成，每根圆木上都有可供拉拽的
铁环。“这是古代水闸通用的木叠梁闸形
式。”龙祖华介绍，通过人工增加（减少）
圆木，可以实现水位调蓄的功能。历史
上，当地居民在枯水期通过减少原木降
低拦河坝水位，为平江河河道补充来水，
保证了平江河基本的生态流量。

两百多年前便实现高水
高灌、低水低灌

有了巨丰堰，为何要修建永丰堰呢？

龙祖华介绍，巨丰堰、永丰堰所在的清溪
场街道、乌杨街道灌区，自古以来便是秀
山的粮油基地。巨丰堰在投入运行后，
解决了丘陵山区高区的灌溉问题，但低
区的灌溉缺水仍然存在。为此，当地居
民在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修建了
永丰堰。

永丰堰引的是平江河支流泥河水，
筑拦河坝的所在地就是现在的乌杨街道
蚂蝗村三拱桥下。当时，巨丰堰已通过
三拱桥渡槽实现跨泥河，永丰堰又正好
从桥下通过，加上旁边流淌的泥河，形成
了“三层立交”的奇观。

通过充分利用平江河的自然落差以
及所需灌溉范围分级拦河引水，巨丰堰、
永丰堰早在200多年前就轻松实现了高
水高用、低水低用的立体灌溉模式。

永丰堰建成后，由于泥河水量小，来
水不够，当地群众强烈要求扩建。于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秀山新建黄角堰，引
平江河水为永丰堰补水，不但将灌区面
积从近千亩扩大到4000亩，也避免了泥
河因缺水断流。

中国水利学会水利史与水利遗产专
委会会长谭徐明告诉记者，在常见的灌
溉工程中，要实现高水高灌、低水低灌大
多通过盘山渠道等方式实现。像秀山巨
丰堰干渠、永丰堰干渠这样出现一高一
低两条渠道立交，产生条件极其苛刻，在
古代少之又少，在至今仍在正常使用的

古代水利工程更为罕见。

代表重庆申报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

据了解，目前，秀山县正积极开展巨
丰—永丰古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申报工
作。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是国际灌溉排水
委员会（ICID）从 2014年起主持评选的
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旨在更好地保护和
利用在用古代灌溉工程，挖掘和宣传灌
溉工程发展史及其对世界文明进程的影
响。截至目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
产项目已达26处，是世界上灌溉类型最
丰富、工程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
的国家。

专家认为，巨丰—永丰堰是深丘平
坝地区特有的在山区型河流上引水的灌
溉工程，在渠首设计、渠系分布、以渡槽
为核心的关键工程等方面均表现出独特
性，是丘陵山区灌溉工程的典型代表。
此外，巨丰堰的修建伴随着土司制度的
终结和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大量内地
汉人迁入了秀山，巨丰堰的修建保障了
秀山土苗汉民族聚居过渡期的粮食供
应，对维护当时社会稳定、民族团结作出
了突出贡献，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价值。

9月18日，万盛经开区黑山镇鱼
子村绿意盎然、雾漫山乡，公路在山
间蜿蜒，景色美不胜收。

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美丽乡村
和“四好农村路”建设，一条条公路修
到了农户家门口，带动沿线乡村旅游
发展，为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创造条
件。 万盛日报特约记者 曹永龙 摄

始建于两百多年前，采用古代罕见的水利“立交”工程方式

秀山有座古堰至今仍灌溉万亩良田

巨丰堰主渠、永丰堰主渠和泥河形成独特的水利“立交”景观。

铜梁：打造渝西地区最大山地光伏发电场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眼下正是秋收时节，稻
菽卷起千层浪，走进田野之中，沉甸甸的稻穗随风荡
漾，空气中弥漫着稻谷的清香。图为武隆区羊角街道
松树村村民正在田里收割稻谷。

武隆日报记者 李政 摄

近日，在铜梁区少云镇少云村被当
地人称为“寨子坡”的山上，一排排蓝晶
晶的光伏板迎着太阳闪闪发光，施工人
员正在抓紧搭建支架、安装光伏板。

这里是铜梁与海辰储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共同建设的少云村红色“零碳”美
丽乡村项目，建成后将是渝西地区目前
最大的山地光伏发电场。

“该项目配备了约2800块光伏板、容
量约1.5兆瓦的光伏发电场，全年可发电
超过110万千瓦时。”重庆民能实业有限公
司代维中心主任沈成光介绍，按照少云村
全村每月平均用电10万度计算，该发电场
在光线充足条件下的发电量，基本上能够
覆盖少云村全村生产生活用电。

值得注意的是，少云村红色“零碳”

美丽乡村项目同时配备了由海辰储能公
司提供的总容量为 2000千瓦/3665千瓦
时的 13台储能设备。其中，1台 480千
瓦/860千瓦时设备放置在光伏场区；其
余 11台 120千瓦/215千瓦时和 1台 240
千瓦/430千瓦时储能设备，分别安置在
少云村12台公共配电变压器处。

储能设备如何运用？该项目光伏系
统发电采用全额上网模式，通过10kV少
长线进行二次分配，优先供给少云村或
者周边村社居民生产生活用电。同时，
配置的860千瓦时储能系统可实现光伏
电站的黑启动，当电网停电时，由储能和
光伏同时给用户供电。即使在极端气象
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停电的情况
下，分布式光伏+储能系统依然能够持续

“点亮”。通过建设光储系统可大大提高
当地供电稳定性，提高居民生活质量。

太阳能是绿色清洁能源。太阳能发
电没有附加成本，结合储能设备和技术
可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零碳排。同时，还
可作为备用电源，兼具黑启动、稳定电压
等功能，彻底解决居民用电难的问题。
目前，光伏场项目已完成大部分基础设
施建设，正在进行光伏设备和储能设备
安装，预计本月底完工并试运行。

“光储系统在电源切换时，能够保持
供电质量持续和稳定。”国网铜梁供电公
司安居供电所副所长范强介绍，光伏发
电场投用后，与储能设备配套使用，能平
抑日常电力供需的波动，有效提升农村
居民生活电能质量。

“今后，村民使用清洁能源的成本比
现在的电费还要低，将给大家节省支
出。”少云村党支部副书记张文俊说，村
集体经济发展，用电量在逐渐增加，光伏

场建设投用后，能够有效保障村集体产
业生产用电，助力乡村振兴。

据了解，在今年 5月海辰储能西南
智能制造中心及研发中心项目签约入驻
铜梁后不久，铜梁区就携手海辰储能启
动了构建全类别新型储能应用场景。加
快发展新型储能产业，既符合重庆产业
发展方向，也有利于铜梁推动传统产业
绿色转型。

目前，除少云村红色“零碳”美丽乡
村项目外，铜梁与海辰储能共同打造的
玉泉“光储充检换一体站”项目、国网铜
梁供电公司电力科普馆微电网项目及铜
梁高新区供电服务中心“光储一体化”低
碳办公楼宇均已投用；铜梁高新区庆兰
实业、奥博铝业等企业“光储”项目正在
建设中。这些项目将有力地促进铜梁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环保发展。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郝好

万盛

盘山公路串美景

武隆

稻飘香 秋收忙

近日，潼南区玉溪镇的蚕农迎来蚕茧丰收，与其他
白色的蚕茧不同的是，蚕房里生产的蚕茧色泽金黄，十
分抢眼。

9月 20日，记者来到位于玉溪镇五通村的员都蚕
业发展有限公司，走进蚕房，一颗颗金灿灿的“黄金茧”
整齐排列，几名农民工把塑料折簇上的蚕茧一个个摘
下来放入蚕簸里摊晾。

“这是我们养的第一批‘黄金茧’，这一批次一共养
了蚕种 70张，按照目前的行情来算，可以实现收入 17
万元左右。”该企业负责人傅汝议告诉记者，“黄金茧”
比原来的普茧产量提高了10%，经济效益提高了30%，
下一步，准备引进七彩茧进行试养。

今年 8月的持续高温天气对养蚕造成不小的影
响。为提高蚕桑产量和蚕茧质量，潼南区农业农村委
技术人员来到企业进行技术指导，并推荐企业试养抗
病性更好的“黄金蚕”。

据介绍，色泽金黄的“黄金茧”在饲养方式上与普
通蚕种并没有差别，但“黄金茧”的抗病性更好。“黄金
茧”缫丝后不需要后期化学染色便可以呈现自然的金
黄色，相比于普通白色茧，抗菌能力更强、更加环保，因
而更受市场青睐，价格也比普通白茧略高。

潼南

“黄金茧”喜获丰收
□ 潼南报记者 徐肯

9月 21日，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授牌暨科创中
心开工活动在涪陵举行。该项目落户涪陵高新区，
将围绕建筑产业智能化，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打造
高水平智能建造产业创新生态，助推涪陵制造业转
型发展。

据介绍，该研究院将集成香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
授 20余年科研孵化经验，结合涪陵区产业基础和优
势，通过数字化、信息化、自动化等智能科技赋能传统
建造行业，打造集科研、孵化、产业化于一体的智能建
造产业科创基地。

近年来，涪陵区深入推进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
的科技创新，加快推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技术、新一代
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拓展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景，发
展智能建造新产业，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前，涪陵智能建造已建成上下游联动的全产业
链条，研发投入累计达到4.26亿元，吸引了大业科技集
团、中科建设集团等行业龙头入驻。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建成后，将进一步吸引创新
人才、核心技术、重大科技项目等资源要素向涪陵集
聚，实现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到2025年，涪陵智能建造产业将建成国家级研发
中心，培育上市企业1至2家，构建起涵盖技术研发、人
才培养、产业孵化于一体的创新生态圈。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涪陵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