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月 26 日，万州区天生城文旅
街区。

天生城文旅街区地处万州“国
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天生城半山之
上，占地约 150 亩，规划火锅园、烤
鱼街、古街三大主题功能区，以文
脉传承为核心，集合城市消费、旅
游休闲等功能于一体。

目前，该街区三大功能区均已
启动招商工作，预计今年底开街。
投用后，街区将以“餐饮娱乐+民俗
人文+夜游休闲”三大业态为主力，
成为跨界融合的体验型都市文旅
商业新地标。

重庆日报记者 谢智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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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9月 27日，三峡库区首条高速铁路
郑渝高铁迎来通车100天。据中国铁路
成都局集团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自通
车以来，重庆中心城区（重庆北、重庆西）
两个车站经郑渝高铁发送旅客 274.7万
人次，到达旅客 276.8万人次；沿途新建
的奉节站发送旅客50万人次，云阳站发
送旅客40万人次，巫山站发送旅客40万
人次，三地客流增长明显。便捷的交通
不仅为老百姓出行带来变化，还为推进
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缩短时空距离
极大方便旅客出行

9 月 27 日早上 8 时 47 分，随着
C6418次列车从重庆北站驶出，郑渝高
铁开通迎来100天。

今年72岁的龚克华老家在巫山，他
和老伴退休后便来到重庆主城区跟着儿
子一起居住，当天，老两口第一次坐高铁
回巫山。“好久没回去了，这次准备待半
个月，见见老朋友。”

龚克华说，以前从巫山到重庆，最开
始坐船要三天两夜，后来坐快艇得10个
小时，再后来坐大巴车要 5个半小时左
右，“上一次回巫山，我们从重庆坐高铁
到万州再转大巴车，一趟下来也要 5个
小时。”

市民金先生在重庆上班，因为工作
原因，每周都要去一次巫山。“郑渝高铁
开通后，重庆主城到巫山两个小时，高铁
坐着平稳又舒适。”金先生说，早上坐高
铁到巫山，办完事后下午 5点过又从巫
山返回主城，在高铁开通前从来没有当
天往返过。

作为全国“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
组成部分，郑渝高铁开通100天来，重庆
出发、到达客流出现“双向持续高峰”特
点，极大方便了旅客的出行，有力促进和
带动了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郑渝高铁的开通结束了云阳、奉
节、巫山三地不通铁路的历史，使三地直
接跨进了高铁时代，打通了三峡库区与
中原、华北地区的快速通道，渝东北三峡
库区城镇群基本上实现‘2 小时到重
庆’，极大缩短了时空距离、促进了人员
流动和经贸往来。”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重庆北
站至郑州东站间开行51对动车组列车，

云阳、奉节、巫山三地客流增长明显，三
站累计发送旅客130万余人次。

便利的交通留住人才
为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重庆平湖金龙精密铜管集团有限公
司总部注册地，2017年11月由河南新乡
市迁来重庆万州区，现在是万州区重点
企业，投资13.8亿元，年产8万吨精密铜
管。

作为公司技术骨干，北京科技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雷宇根
据公司的安排从河南来到万州工作，离
家上千公里，让他对家人充满不舍和牵
挂。

“郑渝高铁通车前，回家我要坐 10
多个小时的普通列车，加上列车班次少，
乘车时间无法选择，回一次家，往往路途
上要耽误 1天时间。”雷宇说，就算偶尔
坐飞机，要先到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也耽
误时间。

为了不影响工作，雷宇不得不减少
回家次数。

自今年 6月 20日郑渝高铁开通后，
重庆到郑州的通行时间只需 4个多小
时。雷宇周五下班就可以坐高铁回郑
州，周一再返回万州上班，“无论家里还
是单位有事，我都可以坐高铁说走就
走！”

据统计，郑渝高铁开通百日以来，万
州北站日均发送旅客上万人次，总计达
到111万人次。

金龙集团公司党支部书记史绪寅告
诉记者，公司一些装备上用的备件加工
技术复杂、生产周期长、价格高，通常会
在几个基地共用备件。当万州加工基地
出现突发事件时，为了在最短时间恢复
生产，通常会从新乡调用，以前无论是空
运或陆运都需要12个小时以上，而通过
郑渝高铁缩短到 4个多小时，为企业迅
速复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最近，金龙集团公司新投资的年产
10万吨新能源高端装备线材线缆项目
正在热火朝天建设中。

“今年底就要投产，必须提前招人，
其中部分管理岗位要从河南的各分公司
内部及同行业内招聘。”史绪寅之前还担
心大家不愿意来，得益于交通的便利，没
想到很快就招到了一批管理人员。目
前，第一批员工已经来到万州，开始了新
厂的前期筹备工作。

高铁带来客流量
旅游产业驶入“快车道”

便捷的交通，也激发了旅游潜力，巫
山、奉节、云阳三地的客源市场从过去以

“长江游轮+短途高速”为主，向郑渝高铁
沿线城市郑州等重点城市延展，生态旅
游产业发展驶入“快车道”，“坐着高铁游
三峡”“快旅慢游”正成为新的出行风尚。

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历时三年
多的打造，在今年正式投入运营。高铁
带来的客流量，让度假区云栖酒店总经
理白柯喜出望外。酒店到巫山高铁站
20分钟车程，在酒店就可以看到神女
峰、三峡航道等景点，离奉节三峡之巅景
区车程也只有 20分钟左右。自郑渝高
铁运营以来，酒店工作日的入住率在
80%左右，周末更是“爆满”，一房难求。

“酒店有52个房间，高铁开通前，入
住人员基本都来自奉节和巫山，外地游
客占比不到3%，酒店入住率不到14%。”
据酒店统计，高铁开通后，酒店累计人流
量 1.5万人次，收入超 120万元，在入住
的旅客中，80%都是从重庆主城和外省
市坐高铁到巫山的。

客流量源源不断，为了方便游客，云
栖酒店还专门开设了网约车代叫服务，
提前帮客人约好网约车，高铁站下车后
一车直达酒店，只要 20分钟，不用再从
高铁站坐公交到巫山县客运站再转车到

酒店了。暑期最忙的时候，一辆车一天
上下山往返跑了8趟接送客人。

而马上到来的国庆假期又将为酒店
带来一波人流量。白柯表示，目前假期
前四天70%的房间已被预订，“自从高铁
开通了，对咱们三峡库区沿线旅游业的
促进确实非常大。”

郑渝高铁提供了“行”的速度和质
量，也拉动了“游”“住”两大要素。

巫山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高铁开通 100天以来，巫山全县累计接
待 游 客 736.564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23.75%，实现旅游总收入 31.32 亿元，
同比增长 20.65%，实现景区购票 32.52
万人次。住宿方面，江山红叶、戴斯、鸿
飞、汉庭、云栖、云水江畔等重点监测酒
店平均入住率总体较郑渝高铁开通前
增长30%。

和巫山一样，郑渝高铁开通百日以
来，云阳县全县累计接待游客 658.96万
人次，同比增长 12.05%，实现旅游总收
入 32.61亿元，同比增长 20.13%。酒店
入住率直线上升，两江假日、三峡风、芭
提、滨湖等重点监测酒店平均入住率总
体较郑渝高铁开通前增长13.67%。

郑渝高铁开通至今，奉节全县累计
接待游客 888.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35.63%；实现旅游总收入 49.59亿元，同
比增长 36.92%，景区购票游客 40.25万
人次。

6月20日，重庆北站，由重庆北开往北京西的G52次动车组缓缓驶出站台，经由
当日全线贯通的郑渝高铁奔向北京。（资料图） 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郑渝高铁开通满百日 这些变化可见可感

□ 上游新闻记者 王渝凤

在村里，德高望重的老人，往往具有
较高的威信。

如何更好地服务于基层群众？璧山
区丁家街道在当地创新基层治理模式，
从 2021年 11月开始，在街道辖区 17个
村（社区）全面推行“院落长”制度，选配
339名党员、新乡贤等作为“院落长”，以
扩大基层自治空间，缩小农村治理单元，
细化农村的治理内容，力求实现“小事不
出院坝、大事不出村”，着力打通服务群
众“最后一百米”。

在丁家街道三五村一组，80岁的熊
远义是四邻八方公认的“德高望重”的
老人，自 2021年 11月担任“院落长”以
来，这位耄耋老人再次展现军人的风采，

“既然当了，就不是口号，要做就要做到
最好。”

近日，记者来到熊远义老人的家，见
到了这位“管闲事”管到家的老人。

熊远义出生在三五村一组，一条马
路之隔，是他当年和其他六兄妹出生的
地方，这里被当地人称为熊家歪朝门院
子。1963年，21岁的熊远义参军入伍，
成为一名军人。在父亲的影响下，1965

年他光荣地成为一名党员。1970年 4
月，他从西藏转业回到当时的丁家镇工
作，并于1993年退休。

既是军人又是党员，熊远义说，退休
后，他依然热衷于四邻八乡的事情，哪家
有需要，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来。

2021年，当村里选“院落长”时，已
是耄耋老人的熊远义成为大家最推举的
人之一，“他干事儿，我们都放心。”

今年年初，三五村刮起了大风，风把
树叶、垃圾吹得满天都是，大风过后，这
些散落在村舍和街道上的垃圾，到底该
谁扫？

熊远义老人扛着扫把，招呼着他们
这个院落的七家人一起出门了，“我们自
己的家园，我们不打扫，还等谁来扫？”

丁家街道的工作人员蔡本祥告诉记
者，当他们出来查看大风过后村里受损
情况时，看到的却是全村集体打扫卫生
的场景，“这种凝聚力，难能可贵。”

熊远义告诉记者，他家里有七兄妹，
除了大哥因病去世，还有一位兄长结婚
后生活在贵州，其余五兄妹均生活在璧
山当地，“我们家五个男丁都娶了老婆，
在农村，妯娌关系不好处。”熊远义说，由
于妯娌之间的一些小事引发矛盾的情况

比较多，为了减少这类情况发生，他们兄
弟相互约定，妯娌之间发生争执，作为丈
夫绝不能给妻子帮腔，让矛盾消化在争
执当中。

几十年来，留在重庆的四位妯娌之
间，从来没有发生过大的矛盾，而且彼此
也把对方当做自己的家人。没事儿的时
候，熊远义遇到别家有妯娌争吵的，就会
用熊家妯娌的相处之道去说服她们。

如今，在丁家街道，有339位这样的
“院落长”正在基层发挥着农村治理的作
用，包括劝停“无事酒”等等。

熊远义今年80岁，他劝停了家里人
想给他办寿宴的想法，“国庆节，我两个
儿子、媳妇会从广东江门带着孙子来看
我，一家人一起吃个饭就行了。”对于寿
宴，老人看得很淡，“一家人在一起，就很
开心。”

老人的行为，也起到了很好的带头
作用，现在村里无事酒几乎没有了。

丁家街道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通过深入农村一线开展调研，推
动形成“院落长”制度。经过充分研究
论证，制定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行“院
落长”制度的实施方案》，从实施背景、

“院落长”产生方式、数量布局、工作职

责、工作方式、管理考核等方面作出制度
安排。

“院落长”制度实施的目的，就在于
乡村实现“微自治”。街道针对现有村组
地域范围大、管理服务人口多、村组干部
力量不能满足现实所需等情况，以 2004
年合村并组前的“老生产队”为单元划分

“院落”，将 126个治理单元进一步划细
划小为 339个，最小单元服务对象由几
百人减为100人左右。

“院落”划分后，还及时选配“院落
长”，通过“院落长”组织动员、示范带动

“院落”群众，以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
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为目标。“院落
长”的产生，把户籍在本“院落”或长期在
本“院落”居住、品行端正、身体健康，在群
众中有威信、责任心强且愿意为群众服
务的村民作为“院落长”人选，由村“两委”
牵头，按照“民主推荐（个人自荐、群众推
荐、组织举荐）→村‘两委’研判确定→街
道备案”的程序进行选配。

运行过程中，“院落长”人选与新划
分的“院落”不适合的，按照更优化的人
员及“院落”布局进行灵活调整。辖区
17个村及社区涉农小组共选配“院落
长”339名，其中党员达到78名，占23%。

□ 梁平日报记者 卿清 田果

9月 27日，记者在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体验馆的
内部场景布置工程施工现场看到，数名工人正在进行
预制菜产品展示售卖区和展示窗装饰布置，目前该工
程已进入尾声，将于国庆节正式对市民全面开放。

据了解，正在升级打造的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体
验馆位于梁平高新区，建筑面积10000余平方米，以沉
浸式体验为主要特色，集购物、会展、就餐、娱乐等功能
于一体，给予市民多层次、多角度的参与感和体验感。
场馆内，设有智厨娘智慧烹饪体验中心、千玺机器人智
慧送餐、酒厂火锅、超市营销、电商等多个体验场景，市
民可以体验预制菜从加工到餐桌的全过程、了解预制
菜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同时，在预制菜产品展示售卖区，汇集了中国饮食
“八大菜系”的预制菜产品。市民购买预制菜产品后，
可跳过洗菜、切菜等环节，按教程简单加热或者翻炒，
多道色香味俱全的菜肴即可端上家庭餐桌，实现“人人
轻松做大厨”。

梁平

中国西部预制菜之都体验馆
将于国庆节开放

□ 南川日报特约通讯员 刘敏

9月 22日，南川区委依法治区办组织召开南川区
基层法治意见建议征集座谈会暨“法治观测点”“法治
观察员”授牌颁证仪式，向首批设立的 12个法治观测
点授牌和选聘的148名法治观察员代表颁发聘书。

据了解，南川区是全市唯一试点“法治观测点”和
“法治观察员”制度的区县。观测点既有市场监管、城
市管理、信访等人民群众密切关注的重点领域，又有
南川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最差行政效能乡
镇（街道）大家评”工作专班办公室等综合性评价工
作。同时，还按照“区级—镇街—村级”的思路，纵深
定点，选择该区政务服务中心、东城、大观和 3个村
（社区）法律之家设立观测点，收集和反映全区立法
（规范性文件）、执法、司法、守法等方面情况及存在
问题，全方位观测各领域法治建设情况，为南川区法
治建设顺利推进提供有价值的对策和建议，打造“法
治哨点”。

同时，根据各有关单位推荐，南川区建立了一支包
含“两代表一委员”“一庭两所”负责人、公益诉讼观察
员、人民监督员、人民陪审员、行政执法监督员、网格员
在内的148名“法治观察员”队伍，涵盖各行各业，他们
负责收集法治问题线索、上报法治问题情况和信息等，
力求多视角观察法治建设情况，为解决法治问题提供
意见建议。

南川

试行“法治观测点”
“法治观察员”制度

近日，巴南区科技特派员们来到接龙镇自力村，现
场指导柚农做好柚子管理工作。柚农杨昌华正在柚园
里忙碌着，用竹竿支撑被果实压弯的果枝。

“以前总以为肥施得越多越好，直到柚子长得越
来越黄，农技人员来帮忙查找问题，才发现我是‘油多
炒坏菜’。”杨昌华说，科技特派员不仅手把手教大家
提高蜜柚种植管理水平，还积极引导大家“科学种柚、
品牌售柚”，树立“优质量、创品牌”意识，推广标准化
种植。

为服务好更多的农村地区群众，帮助他们提升特
色产业种植水平，巴南区科技局专门组织专家服务队
前往各镇街，针对不同特色产业开展技术培训，切实解
决群众生产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让农户真正学到实
用技术，坚定他们产业致富的信心，从而带动全区特色
产业发展。

据悉，今年以来，巴南区已选派市、区级科技特派
员70人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线下技术服务，惠及160余
人次，解决技术难题 30余项，开展线上技术培训 20余
次，培训农民 400余户，专业涉及植物保护、果蔬栽培
及病虫害防治等多个领域，服务内容包括解决产业发
展技术难题、技术培训等，用实际行动回应群众需要。

据上游新闻

巴南

70名科技特派员
田间地头传授“致富经”

璧山：村社选出“院落长”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百米”

9月24日，共青团璧山区委、璧山区青少年活动中
心组织学生代表走进永川大安通用航空机场的“丁丁
猫航空研学基地”，开展小鹿文旅“驭风飞行的少年”主
题研学活动。

活动中，学生代表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通过参观
永川大安通用航空机场、机务航前航后检查、飞行基本
操作、飞行大讲堂、陆空对话、航空应急救援、竹蜻蜓航
模拼装、对抗飞行等寓教于乐的活动，培养对航天科技
的兴趣和爱好。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仕川 摄

萌娃“逐梦蓝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