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走进巫山县竹贤乡
下庄村，登高远望，只见红叶、彩
林，争奇斗艳；公路、绝壁等，交相
辉映，呈现一道迷人的风景。被誉
为世外桃源的巫山县竹贤乡下庄
村，近年来，结合乡村振兴，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打造了风餐露宿、断
路重生、守望下庄等“天路五景”，
相继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
还是重庆市 21 条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之一。

巫山报记者 王忠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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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11月22日，记者从重庆高速集团了解到，城开项目
2022年度投资计划目前已超94%，通车路段路基等工程
进度均超98%。在当前形势下，高速集团抗疫情、抓生
产、保安全，推动项目打响年底通车“大决战”。

据了解，城开高速雪宝山北至城口县城段已经确
定了年底通车的目标，目前正值城开高速抢工期、大干
快上的关键时期，尤其是蓼子特大桥、鸡鸣隧道等重要
控制性工点更是关系着城开高速年底能否实现通车的

“咽喉工程”。
据重庆高速顾问公司介绍，目前顾问公司共有26

名建设业主常驻一线，其中有 21名党员，驻守一线的
建设者们每天在工地对各工点进行巡视、排查，确保城
开高速通车目标如期实现。

11月12日，城开高速蓼子特大桥比计划提前5天
实现桥面钢梁顺利合龙，这标志着国内钢拱桥首创负
载行走拱上吊机技术成功实施，为城开高速项目鸡鸣
至城口县城段年底如期完工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城开高速开州谭家至城口鸡鸣段约 80公里已实
现通车，未通车的城口鸡鸣至城口县城全长约 30公
里，桥隧比高达 96%。目前，城开项目 2022年度投资
计划已超 94%，通车段路基工程、桥涵工程、隧道工程
进度均超98%，预计今年底将实现通车。

城开高速通达城口县城后，还将继续向渝陕界推
进。目前，该段重要控制性工程大巴山隧道左洞已累
计掘进 1968米，占比 36.5％，右洞掘进 2101米，占比
39.2％，该段有望于2026年与陕西段同步建成通车，打
通陕渝间直连快捷省际通道。

□ 丰都日报记者 李达元 文/图

近年来，丰都县在确保粮食安全的
前提下，也越来越注重农业现代化建设，
走出了一条以牛、鸡等畜禽为代表的现
代畜禽产业发展之路。“通过科学布局牛
猪鸡、榨菜等精深加工产业，我县加快打
造 200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近日，
丰都县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
海江说。

已建成百亿级肉牛全产业链

记者走进水天坪工业园区牛肉深加
工车间，只见机器运作着，身穿白色工作
服、戴口罩的工人们各负其责，分割、包
装、密封、打码……人人都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

“我们车间是牛肉深加工厂房及冻
库项目的一部分，今年 6月初开始试生
产，到8月，4条生产线正式投入使用，每
年可加工牛肉熟食、速冻牛肉、牛副等系
列产品10万吨以上，实现年加工产值70
亿元，年利税20亿元以上，解决就业1500
人以上。”该生产车间相关负责人说。

牛肉深加工厂房及冻库建设项目是
丰都县肉牛产业化发展的关键支撑，
2018年纳入市级重点项目管理推进，是
近年来丰都县委、县政府打造的“1+4+
X”战略性重点产业化项目。目前，丰都
县累计培育、引进、扶持肉牛及其关联产
业企业34家，其中就包括恒都农业。

“依托恒都农业等龙头企业带动，我
县已建成百亿级肉牛全产业链，构建了

‘规模牛场+家庭牧场+散养农户’三级
肉牛养殖模式，建成规模化标准化千头
牛场 2个、百头牛场 39个，20头至 50头

家庭牧场 800余个，去年全县肉牛存栏
15.98万头、出栏8.44万头。”廖海江说。

与此同时，丰都县坚持把肉牛品
质、产业品牌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
环节来抓，提升产品附加值。“丰都肉
牛”荣获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等称号。

禽畜产业发展迅猛

“除牛产业外，在鸡产业等其他禽畜
产业上，我县也正在不断布局、快速推
进。”廖海江说，首先，引进了全国蛋种鸡
行业标杆企业华裕农科发展蛋种养殖及
雏鸡孵化，已建成存栏20万羽的蛋种鸡
场 4个，年孵化 5000万羽健康母雏的雏
鸡孵化中心1个，年产5万吨的饲料加工
厂 1个，年产 3万吨的有机肥加工厂 1
个，雏鸡在西南地区市场占有率近30%。

其次，引进了全国禽蛋第一品牌北
京德青源养殖蛋鸡，已建成年产 25万
吨的饲料加工厂 1个，单体规模 240万
羽的标准化蛋鸡养殖场 1个，年产鸡蛋
5.5亿枚。

再次，引进了亚洲肉鸡养殖第一的
广东温氏带动肉鸡养殖，已建成 1个肉
鸡养殖小区和 204个肉鸡代养场，年出
栏肉鸡1000万羽，居重庆市前列。

“同时，我县还组建了麻辣鸡产业联
盟，推动标准化养殖和加工，现有麻辣鸡
小微企业400余家，年产值约3亿元。初
步构建起集饲料生产、蛋种鸡养殖、雏鸡
孵化、蛋鸡养殖、肉鸡养殖、肉鸡屠宰于
一体的产业链。”廖海江说。

丰都县生猪产业同样迅速崛起，通
过引进东方希望、重庆农投集团带动生
猪产业发展，已建成 2个楼房式智慧化

种猪场，推广使用智能饲喂、环境控制、
疫病防控系统，实现养猪标准化和程序
化。去年，丰都县生猪存、出栏达 34.76
万头、52.89万头。

榨菜产业向精深加工迈进

今年5月，丰都县农业农村委下达了
榨菜自动化生产线等5个项目，其中榨菜
自动化生产线建设项目，由川王子食品
负责购置1万吨加工生产线，配置生产辅
助设施。新建资源再利用生产线。改扩建
榨菜加工基础设施及榨菜废水处理设施。
标志着丰都县榨菜正向精深加工迈进。

“榨菜是我县传统产业，近年来，通
过采取‘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农户’
模式，十直、树人、社坛等 25个乡镇（街

道）年种植面积24万亩产量50万吨。目
前，从事榨菜初加工的专业合作社及大
户约 160家；引进培育 5家龙头企业，其
中市级龙头企业 2家、县级龙头企业 3
家，主要从事榨菜基地建设和精深加
工。”丰都县农业农村委主任任正义说。

丰都县商务委主任隆小波介绍，近
年来，丰都榨菜在市场占有方面拥有绝
对优势，其中榨菜的出口在日韩、东南亚
都占据了很好的市场。去年，丰都县榨
菜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近10亿元，出口
总量超过万吨，帮助农户实现增收 7500
余万元。

□ 万州时报记者 应凤林

眼下正值早熟金秋砂糖橘成熟的
季节，全万州区 1600余亩金秋砂糖橘
喜获丰收，各金秋砂糖橘种植园抓住时
机，抢抓晴好天气进行采收、分拣、包
装、外运。

日前，记者走进位于长江边的万州
区溪口乡玉竹村金秋砂糖橘种植园，放
眼望去，漫山遍野的砂糖橘树上硕果累
累，黄澄澄的果实把果园染成了“金山
地”。果园内，工人们在做好疫情防控措
施的前提下，正在采摘成熟的金秋砂糖
橘；车间里，戴着口罩的工人们有条不紊
地给果子分级打包，忙得不亦乐乎；公路
边，一辆辆持有蓝色通行证的大货车静
静地等待上货装车。

“这个园区种植的金秋砂糖橘比较
甜……”水果商陶贵忠说，他经过多次实
地考察，最终在万州选到了满意的果子，
当天装了一车，1.5万公斤左右，运回去
后再发往浙江、上海、北京等地。

据了解，金秋砂糖橘是优质柑橘新
品种，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营养价值
高，肉质细嫩，入口即化，深受市场青
睐。2017年，业主陈芳华几经考察，了
解到万州区溪口乡玉竹村地势开阔、阳
光充足、土壤肥沃、温度适宜，比较适合
金秋砂糖橘生长，最终选址在此，注册成
立了恒晟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通过流
转村民土地建立了 1000亩的金秋砂糖

橘种植园。如今，种植园结出了金色的
果实，让当地老百姓享受到了实实在在
的红利。

果园今年有 400亩挂果，产量在 35
万公斤左右。村里的果园丰收了，村民
们也跟着高兴，每年不仅有土地租金收
入，还可以就近到果园里务工，村里很多
上了年纪的老年人也参与其中，摘果子
的熟练程度与年轻人比起来不相上下。
68岁的村民何家华一年四季都会到果
园里务工，一个月 2500元的收入，让他
觉得十分满足。

近年来，万州区充分利用自然资源
优势，以市场为导向，以促进农民增收为

目的，在调优特色水果产业结构上下功
夫，不断提升产业效益，目前万州区有
1600亩金秋砂糖橘，主要分布在溪口、
长岭、武陵、五桥、长坪等地，大部分开始
挂果投产，产量在 80万公斤左右。“不
少合作社和果农还充分利用自身优势，
通过‘果旅融合’，向服务业延伸，实现
农村和游客的互动，让农业插上旅游的
翅膀。”万州区植保与果树站有关负责
人介绍，为拓宽销售渠道，各种植业主
还与电商平台合作，构建了专门的网络
交易平台和销售网店，通过电商订单式
销售，进一步促进了农村发展、农业增
效和农民增收。

□ 新华社记者 王金涛 周凯

地上的一株草，淹没水中长达半年，
还能存活吗？在长江上游最大的江心岛
——重庆市广阳岛，有一批顽强的“草坚
强”在展示着这样的“生态奇迹”。

眼下正值三峡水库蓄水期，随着长

江水位上涨，环广阳岛消落带上郁郁葱
葱的草类植物被江水逐渐淹没，但仍然
可见鸟儿们在草丛中、浅水处飞来飞去
觅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景令人心
旷神怡。

“等到明年春末三峡水库进入枯水
期，这些被淹没的草又会露出水面继续
生长，再次像绿色地毯一样环绕全岛。”
重庆广阳岛绿色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党委
书记王岳说。

这些草为什么会淹不垮、冲不走？王
岳告诉记者，经过两年多的探索，技术人
员在广阳岛消落带上筛选种植了20种耐
淹适生植物，已形成狗牙根、芦苇、巴茅等
10大植物种群。这些久淹不死的植物，让
过去毫无生机的消落带变成了生态带、风
景带、科普带。目前岛上被淹没或即将
被淹没的草本植物，都经过了连续两年
的水淹考验，每年水淹时间将近半年。

由于三峡水库的秋冬季蓄水要升至

175米水位、春夏季腾库要降至145米水
位，长江干流和部分支流两岸便形成了
40多万亩的消落带。广阳岛位于重庆
中心城区，生物多样性丰富。其消落带
长12千米、面积4平方公里，是三峡库区
消落带水位水文特征较为典型的区域。
广阳岛曾因大搞房地产开发，破坏了生
态系统，“大开发”被叫停后，其按照“长
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的定位重新规
划，成为三峡库区生态修复的先行区。

2020年，广阳岛开始重点探索消落
带治理。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是广阳岛
消落带治理的技术合作方，该院智慧生
态研究所所长贺敏说，治理前广阳岛消
落带只剩下淤积的泥沙、裸露的岩石及
零星植物，且这里的水位水文随季节变
化无常，给治理带来较大难度。

经充分调研、借鉴相关研究成果，广
阳岛公司和技术合作方根据季节水位、
江段特点，确定了固土护岸、稳定植被、

丰富生物多样性的消落带精准治理方
法：在水流平缓的回湾内构建基塘，撒播
狗牙根、牛鞭草等根茎长的耐淹植物，减
少水土流失；从临岸到淹没区，依次种植
耐淹的巴茅、芦苇等高草和狗牙根、牛鞭
草等矮草，形成疏密有致、高低错落的林
泽湿地生态结构；疏通消落带内的小水
塘，使其与长江连通，在基塘内种植水
草，为鱼类、两栖类动物提供栖息地；在
岸坡稳定、食源充足区域，补植芦苇、甜
根子草等，为鸟类提供驻足、觅食空间。

据悉，广阳岛按照“多用自然的方
法、少用人工的方法，多用生态的方法、
少用工程的方法，多用柔性的方法、少用
硬性的方法”修复生态，为三峡库区消落
带治理提供了新路径，2021年入选联合
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
会生态修复典型案例。

数据显示，目前广阳岛新增记录鸟类
20种，其中包括中华秋沙鸭等珍稀鸟类。

日前，在永川区永荣镇白云寺村股份经济联合社
的集体茶园里，20多名镇机关干部和茶农趁着晴好天
气将新品种茶苗栽种到地里。

目前，永川区永荣镇已栽种茶苗110余万株，此次
栽种工作将持续到 12 月初。下一步，该镇将把茶文
化、茶产业、茶科技统筹起来，打造2万亩生态智慧茶
园和茶旅融合示范区。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仕川 摄

□ 彭水日报通讯员 王玲利

日前，农行重庆彭水支行向彭水自治县中医院成
功发放设备更新改造贷款 976万元，标志着渝东南首
笔设备更新改造贷款在彭水落地见效。该笔设备更新
改造贷款的落地，将进一步增加彭水优质医疗资源供
给，更好保障人民健康。

彭水中医院因彭水新城院区采购磁共振成像系统
等医疗设备存在较大资金缺口，重要科室迟迟未能实
现搬迁。人行彭水支行得知后，经研判适用设备更新
改造贷款支持政策，随即组织银行机构主动上门对接
服务。最终，彭水中医院在农行重庆彭水支行支持下，
采用“信用+收费权质押”方式获得 6000万元贷款额
度，年利率仅2.5%，期限最长可达10年，第一笔976万
元贷款于10月27日成功发放。“多亏了国家的好政策，
有了这笔资金，我们就可加快设备采购进度。”彭水中
医院相关负责人说。

截至今年10月末，彭水自治县纳入国家发改委设
备更新改造项目名单内的两个项目均已获得银行授信
并签订贷款合同，总计 1.15亿元，若政策期内全部使
用，预计将为项目法人单位节约融资成本2200多万元。

渝东南首笔设备
更新改造贷款落地

丰都县加快打造200亿级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万州：1600亩金秋砂糖橘喜获丰收

淹不垮、冲不走 重庆广阳岛有一批“草坚强”

眼下正值三峡库区蓄水期，这是今
年11月2日拍摄的重庆广阳岛消落带景象。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华裕农科雏鸡孵化中心。

城开项目2022年度
投资计划已超94%

大渡口

开展池塘尾水监测
□ 大渡口报记者 师瑶

现场测定水温、溶解氧、pH值，采水封存，带回实
验室测定总磷、总氮、氨氮、高锰酸盐指数指标……近
日，在大渡口区跳磴镇的池塘边，总能看到大渡口区农
业农村委的工作人员手持各种检测设备，有条不紊地
忙碌着。

今年，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围绕池塘尾水治理问
题，在大渡口区跳磴镇开展池塘尾水治理技术指导及现
场监测工作。截至目前，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已完成辖区
内6个村8口池塘的尾水监测，检测各项数值均达标。

“池塘尾水的排放，关系到水生态环境和附近群众
的居住环境。如果池塘淤泥堆积、藻类富生、生活用水
污染，其尾水内就会富含氨氮、亚硝酸盐、有机物、磷及
污损生物。如果持续地进行未达标排放，会导致周边
水体富营养化，并引发各类水体污染。”大渡口区农业
农村委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近年来，大渡口区农业农村委持续开展尾水监测
工作，不仅可以更直观地向村民宣传环保政策，帮助他
们提高环保意识，掌握尾水处理知识，还有利于摸清大
渡口区池塘尾水水质情况，为探索池塘尾水治理方法
提供基础数据和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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