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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工人在黔江区太极河流综合治理工程
工地施工。

近年来，黔江区相继对辖区内的细沙河、段溪河、
中井河、太极河等河流进行综合治理，通过实施修建护
岸、疏浚河道、绿化岸坡和新增沿河步道、亲水平台等
工程，畅通河流水系、提高河道防洪保安能力，夯实乡
村振兴水利基础。同时，打造人水和谐的“亲水网”，改
善流域人居环境，打造美丽乡村，增强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 武陵都市报记者 杨敏 摄

黔江

综合治理河道 打造美丽乡村

□ 夔门报通讯员 冉长军

11月末，奉节县平安乡一派忙碌的
景象，身披红色“外衣”的夔门红辣椒加
工厂在阳光照耀下鲜艳夺目，墙壁上“小
辣椒大产业”六个大字十分醒目。

奉节县平安乡，四面环山，地理位置
偏僻，经济基础薄弱，2017年，被正式确
认为重庆市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近年来，奉节县优化整合土地资源，不断
改善基础设施建设，做“精”特色产业，书
写了“山乡巨变、幸福平安”的奋斗史，跑
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增量
高山生态农业持续向好

“原来我们这里路不通，车进不来，
现在路修好了，房子也弄得很漂亮。”平
安乡天台村村民蒋世香说，她今年已经
70岁了，这几年村里的方方面面都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中最明显的是
村民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生活质量
有了极大的改善，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
平安乡的辣椒产业。

“家里的三亩地流转给了辣椒厂，每
年有3000元的租金，农闲时还可以到厂

里帮工，像我们这些老年人就做些轻松
的活儿，也能有3000元的工钱。”

除了辣椒，平安乡还大力发展蔬菜、水
果等产业，高山特色生态农业持续向好。

“根据气候、海拔等因素，我们因地
制宜发展第一产业，并且持续增量，多层
次立体性产业布局初步形成。”平安乡相
关负责人说，2022年，全乡新种植蔬菜
1000亩、中药材800亩，新建生猪养殖基
地 2个、肉牛养殖基地 2个、肉兔养殖基
地2个。累计发展高山蔬菜10000亩、中
药材 10000亩、豆腐柴 4300亩、小水果
5000亩，年出栏生猪55000头、肉牛1500
头、山羊1300只、蛋鸡60000羽。

目前，平安乡的“奉瑜梨”被评为重
庆市名牌农产品、被认定为绿色食品A级
产品。

提质
农产品加工业提升附加值

辣椒是平安乡的特色产业。
“辣椒除了卖鲜椒，还可以做成干辣

椒、以及泡辣椒。”依托着多年种植辣椒
的经验以及市场推广经验，致富带头人
马泽超建立了红辣椒加工厂，并配套修
建有红辣椒烘干厂房、冷库、泡菜池、加

工处理车间等附属设施设备，农产品附
加值进一步增强。

几年下来，平安乡辣椒种植面积稳
定扩大到4000亩以上，收购保护价也从
每斤0.7元提高到1.5元。

“现在，红辣椒加工厂的产品已从加
工辣椒拓展到泡姜、泡豇豆、泡萝卜等，
产业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马泽超说，
如今红辣椒加工厂的原料订单已覆盖奉
节蔬菜主产区，每年可加工泡椒、泡菜产
品 3000吨，去年销售额 1100余万元，今
年预计达到1500万元。

“我们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推动
招商引资，大力发展第二产业，不断提升
农产品附加值。”平安乡相关负责人表
示，2022年，平安乡新建成1个泡椒加工
厂、1个中药材及保健茶加工厂、1个肉
串加工厂、1个腊肉加工厂等深加工企
业，目前已投产运营，预计年产值可达
8000万元以上，可带动稳定就业 100人
以上、临时务工6000余人次。

补短
农文旅融合欣欣向荣

平安乡自然资源十分丰富，有得天
独厚的土地资源，丰厚的林、草地资源，

独特秀丽的关门山自然风景和锦山寨红
色旅游资源。

近年来，该乡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奉
节县北岸乡村旅游体验、休闲、避暑地。
以产业为依托，以场镇为载体，大力改善
基础设施，着力抓好环境整治，全面做好
旅游产业配套，形成以特色农业产业为
依托的休闲观光、体验避暑的产业旅游
链。平安乡还以山乡巨变、下川东红色
文化和文昌田园风光为主题，规划乡村

“一日游”精品线路，和重庆心旅等旅行
社深度合作，带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现在的平安乡，成为不少爱好山水、向
往自然生活方式的市民的理想“打卡”地。

2022年，平安乡已接待集中组团 12
个，接待散客600余人次，累计接待游客
1500余人次，间接带动农特产品销售20
余万元。

平安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平
安乡还将紧紧围绕“兴业兴城 强县富
民”工作目标和“1239”工作思路，全面创
建“示范+”，全力打造“平安里”、川东游
击队特色小镇品牌，奋力实现巩固脱贫
成果、招商引资、乡村旅游、特色产业、乡
村振兴、民生福祉、基层治理、党的建设

“八大提升”，全力打造市级乡村振兴示
范乡，全力建设“幸福平安”。

12月20日，九龙坡区九滨路，
市民正在步道上休闲散步。

九龙坡区将人行道和山城步
道体系串联，打造“一路一主题、一
路一色彩”的文化特色人行道示范
段，目前已改造总长度约 11 公里，
改造面积约14.61万平方米。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宇 实习生
尹诗语 摄

九龙坡：

特色步道
惬意出行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通讯员 罗莎

12月 14日凌晨 5点，巴南区招商投
资局里一片忙碌。

一支招商团队即将从这里出发，去
乘坐3个小时后的航班。

在此后的72个小时里，这支招商团
队辗转深圳、广州、珠海三地，敲定了 5
个招商引资项目。

这支招商团队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卡”着时间在跑
72小时行程2000多公里

12月 14日上午 8点，在刚起飞的航
班上，由巴南区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区长
杨亚平带领的 6人招商团队，并没有因
为早起而在飞机上休息片刻。

“完善方案，预想谈判可能出现的问
题，思考如何解决问题。”尽管经过无数遍
的演练，但招商团队依旧不敢心存侥幸。

上午 11点，航班落地深圳，招商团
队直奔宝安区，与某智能驾驶激光雷达
细分领域关键企业磋商激光雷达项目量
产线项目落地计划。

双方的洽谈历时 3个小时，项目落
地事宜敲定后，招商团队的一个举动让
对方负责人诧异不已。

原来，洽谈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招
商团队却无法与对方共进午餐。

“实在抱歉，下午两点，我们还要到
惠科电子公司考察交流，就不能一起用
餐了……”听完杨亚平的解释，对方非但
没有责怪，还为招商团队的敬业和守时
竖起了大拇指。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
句从深圳蛇口发出的改革铿锵宣言，体

现在了这支招商团队身上。
“从一个目标对象到下一个目标对

象，我们都是‘卡’着时间在跑。车上、路
上随便对付一口就行。”当天夜里，时针
已指向零时，招商团队却依旧在下榻的
酒店房间忙碌着：整理当天的招商成果，
完善第二天对接企业的相关资料……

72小时，招商团队辗转深圳、广州、
珠海，行程2000多公里，拜访了7家目标
企业，举行了7场项目座谈会，最终敲定
了激光雷达、新能源氢动力、动力电池检
测、肿瘤免疫抗体生物医药、电气智能配
电设备制造等5个项目的合作事宜。

提前3个多月谋划
精准招商有的放矢

“能够在最短时间里敲定项目合作
事宜，与我们在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率
先启动走出去招商、精准招商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杨亚平介绍，在72小时敲
定5个项目的背后，是招商团队历时3个
多月的提前谋划。

“细分赛道投资机遇在哪里？关键
核心技术是谁掌握的？先引进谁？后边
撬动谁？我们有啥？我们还缺啥？”

时间回到今年9月8日，一场与机器
视觉细分赛道相关的“头脑风暴”在巴南
区招商投资局展开。几番热烈的讨论
后，一个精准匹配企业需求的招商专案
新鲜出炉。

当天下午，巴南区招商投资局就与
广州某科技公司屏对屏举行了线上对接
会，向企业展示了为其量身定制的招商
专案。

这一举动深深打动了对方，也为双方
此后面对面的交流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9月以来，巴南区招商投资局先后
与此轮外出拜访的7家企业进行了10余
次线上对接，梳理企业投资诉求清单近
30条，并召集区级部门、园区平台公司

“一企一策”“一事一议”，专题研究企业
投资诉求近20次。

“为了让企业吃下‘定心丸’，企业投
资诉求我们都会在24小时之内以‘一问
一答’的方式给予回复。”巴南区招商投
资局负责人介绍，不仅如此，从9月下旬
开始，该局就派出了招商小分队“打前
站”，与7家企业进行了提前沟通。

链主企业协同招商
吸引上下游企业落地

其实，在招商团队里，除了巴南区招
商投资局及相关园区平台公司负责人
外，还有巴南区装备制造产业链链主企
业宗申集团的相关负责人。

“此次招商是带着明确合作意愿去的，
也是带着丰硕成果回来的。”宗申集团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行他们与深圳某氢能源公

司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共同商讨了在新
能源氢动力领域的合作路径和合作模式。

近年来，巴南区按照“龙头企业—产
业链—产业集群”发展路径，创新实施以
区领导为链长、以龙头企业为链主的“双
链式”链长制招商，充分调动链长链主

“两个积极性”，激活链主内生动能，发挥
链长助推作用，形成了引进一个、链出一
条、集聚一群的“虹吸效应”。

与宗申集团类似，巴南区另一家产
业链链主企业惠科金渝发挥其在“芯屏
器核网”全产业链中的主导优势，协同开
展补链强链延链招商，引进了高端硅基
光电子集成晶圆制造量产线和产业技术
研究院、光电显示研究院、汉朗光电等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25家，全产业链产值规
模达300亿级。

截至目前，今年巴南区已累计签约
项目111个、合同资金达到801.5亿元。

□ 云阳报记者 王彬彬 陆荣坤

近日，在云阳县南溪镇服饰玩具中
小企业聚集区，只见一幢幢崭新的标准
厂房拔地而起，各大企业的车间里机器
低鸣、满负荷生产，工人们有序开展作
业，处处涌动着繁忙景象。

在渝联医（云阳县）防护用品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多条流水线上，100余名工
人正熟练地操作着各种工具，忙碌地赶
制各类型号防护服。据了解，公司今年
7月投入生产，主要以生产隔离服、防护
服为主，每个月产量20万余件。

今年 54岁的彭志珍是公司的一名
工人，由于家里的长辈长期身体不适，她
不得不从外地回乡。回乡后，她选择到
离家最近的渝联医防护用品公司上班。

“每个月工资 4000元左右，不仅可以补
贴家用，还方便照顾老人。”彭志珍说。

南溪镇服饰玩具中小企业聚集区作
为云阳县楼宇工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这
样的楼宇产业覆盖于全县 42个乡镇街
道。云阳县经信委鼓励各乡镇街道充分

利用闲置楼宇发展楼宇产业，为做好产
业发展制定多项措施。一是做好招商引
资，指导各乡镇清理闲置楼宇，利用自身
资源优势做好项目规划，大力招商引
资。二是做好企业培育。指导企业做好
规划，按照“微升小、小升规”的发展方向
助力企业做大盘强。三是做好助企纾
困。建立政策清单，做好政策宣传，让各
项政策直达企业，为企业降本减负，切实
解决企业存在的用工、河流运输等方面

的问题，帮助企业更好发展。
在推动千亿工业高质量发展的浪潮

中，楼宇工业蕴含着蓬勃涌动的经济活
力和发展动力，当仁不让地成为高质量
发展的鲜明特质。近年来，云阳县不断
冲破楼宇工作的“天花板”，累计发展楼
宇工业近 20万平方米，注册企业 400余
家，吸引了一批服饰、玩具、电子等楼宇
企业扎根落户云阳，助力楼宇经济不断
迭代升级。

云阳：楼宇经济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奉节：做“精”特色产业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72小时敲定5个招商引资项目
“巴南速度”背后是提前3个多月的精准谋划

1212月月1414日日，，巴南区招商团队赴深圳招商巴南区招商团队赴深圳招商。。（（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近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了 31个
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酉阳县花田乡《构建四
种机制 走好乡村治理“数字路”》案例上榜。

花田乡是重庆市 17个市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
镇之一。2020年以来，花田乡建设全域数字乡村，构
建起“沟通机制”“关爱机制”“管理机制”“服务机制”四
种机制，以科技赋能乡村治理，激发乡村治理活力，提
升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在构建“沟通机制”上，花田乡以新时代文明实践
活动为载体，组建乡村文明宣讲队，通过新媒体平台以
及展板、院坝会等方式，广泛开展洁美人家、和谐家庭、
新乡贤等评选活动。

在构建“关爱机制”上，花田乡为辖区 220余户空
巢老人家庭安装了视频看护设施，开发了24小时无活
动轨迹预警功能，实现了亲情通话、远程视频、广播提
醒、一键呼救、预警提示的功能整合。在构建“管理机
制”上，花田乡打造了数字乡村平台，及时发布惠民政
策，开发出“一键报警”“我要办事”“应急指挥”等功
能。在构建“服务机制”上，花田乡打造了智慧农业可
视化应用平台，建设2个农业小型气象站，并在花田贡
米梯田安装了30个摄像头进行田间监控，接入智能视
频云平台，为科学务农提供数字化支持。

酉阳花田乡入选第四批
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

近日，南川区木凉镇汉场坝村6组的花卉基地，工
人正在管护花卉。

掀开被遮得严严实实的花卉大棚的门帘，棚里顿
时升起了淡淡的白雾。虽是隆冬季节，但一个个大棚
内碧绿的幼苗、娇艳的花朵充满了生机。

“这种花叫报春花，花朵颜色好看，主要是红色
的，黄色、紫色我们基地也有。”村民李文亮介绍，随着
元旦、春节临近，汉场坝村花卉基地的鲜花也即将上
市，各色鲜花姹紫嫣红、竞相绽放，成为冬日里一道靓
丽风景。

该基地占地120余亩，主要种植园林花卉，品种有
报春花、木春菊、孔雀草、金边吊兰等 10多个品种，一
年可以销售花卉种苗500多万株，产值300余万元。

据介绍，该基地在自身发展的同时还带动了当地
村民稳定就业。汉场坝村有 20多位村民在鲜花基地
里打工，主要负责的是鲜花插苗、栽花、除草、装花等工
作。“自家的田地流转给了基地，我们在家门口打工。”
村民马昌珍说。

近年来，汉场坝村打造了 1000亩观光花卉产业，
畅销周边城市，成为当地农民就业增收的特色产业。

据华龙网

南川

冬日花卉基地“晒”出一片艳丽

近年来，丰都县在延长红心柚产业链上持续发力，
今年10月底，丰都红心柚储藏加工集散中心在三元镇
完工投用，进一步畅通了红心柚销售渠道，让红心柚走
出去，让群众富起来。

近日，记者在丰都县红心柚储藏加工集散中心内
看到，一个个硕大饱满的红心柚整整齐齐地堆放在仓
库内，数名工人正在对收购的柚子进行分拣、打包。截
至目前，该集散中心已收购柚子500多吨。

“我们精挑细选过后，实行统一贴牌、统一包装、统
一销售，将发往北京、江苏、陕西等地。”丰都县红心柚
储藏加工集散中心负责人李世成说。

据了解，丰都县红心柚储藏加工集散中心是全国
农业产业项目，总投资1000万元，建设内容包括3栋钢
结构厂房和基础配套设施，集收购、洗选、加工、包装、
销售为一体，仓储冻藏能力可达 6000吨，项目的成功
实施不仅解决了周边乡镇柚农的销售问题，增强了他
们种植、管理红心柚的信心，也通过规模化、品牌化的
管理让丰都红心柚产业持续壮大发展。

“集散中心投用后，对我们果农有很大的好处，帮
助我们销售果子，种出来的柚子就不愁卖不出去了。”
滩山坝社区柚农熊明贵告诉记者，以前，柚子成熟后要
去自找销路，现在他们的柚子有了稳定的销路，不用再
担心售卖的问题。 据华龙网

丰都

扩宽红心柚产业链 助农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