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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张凌漪

2月 15日，记者了解到，由 20家优质企业代表、5
所职业院校负责人等组成的永川代表团前往奉节、彭
水开展对口交流。期间，永川高新区管委会分别与两
地教委签订了合作协议。

按照协议，永川将与奉节、彭水在职业院校干部互
派、教师互聘、学生交流、课程教学资源共建共享、中高
职“3+2分段”人才培养等方面携手合作。

交流活动期间，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还分别与奉节
县职教中心、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职教中心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何开
平表示，该校将与奉节县职教中心、彭水县职教中心开
展“3+2分段”“五年一贯制”中高职融通教育模式合
作，通过三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人才互通，更好地服
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2月 15日，黔江区濯水镇蒲花社区
千亩蚕桑种植基地内，刷白防害等冬管
工作已进入尾声，村民们正收枝、翻土，
桑园里一派繁忙景象。

蒲花社区是濯水镇两个蚕茧“千担
村”之一，蚕桑种植面积有2300余亩，全年
可产1400余担蚕茧，共有55户养蚕户，该
社区七组脱贫户李明刚便是其中之一。

“一枚蚕茧就是一颗‘金蛋’！”李明
刚告诉记者，去年他种植了30亩蚕桑，养
殖了36张桑蚕，共生产出27担蚕茧，“仅
靠养蚕，我一年就有6万多元的收入。”

放在以前，李明刚养蚕可没有这么
多收入。“养蚕不仅辛苦，还是个技术活，
就拿饲养幼蚕这个环节来说，管理不当
极易出现桑蚕发育不良甚至大批患病死
亡的情况。”李明刚说，过去他在育幼蚕
的过程中管理粗放，直接投喂整张桑叶，
养殖的桑蚕体质弱，入眠慢，结出的蚕茧
小，卖不出好价钱。

近年来，黔江区探索出桑蚕生产的
“六化五配套”技术。其中，专业化小蚕
共育技术为李明刚等养蚕户在幼蚕饲养

问题上提供了解决方案。
“我们在村上建立了幼蚕共育室，为幼

蚕提供恒温、恒湿、无菌的生长环境，饲喂
的桑叶也是根据幼蚕的生长情况经过切片
后再投喂。”蒲花社区党委书记钟世勇说。

“养好小蚕七成收。”目前濯水镇共
建立了20余个幼蚕共育室。同时，为了
进一步提升育蚕效率，实现小蚕共育的
规范化、标准化、智能化，去年濯水镇还
在双龙村建立了智能化小蚕共育室。

在双龙村智能化小蚕共育室，记者看
到共育室内不仅配备了温度、湿度控制器，
切桑、喂蚕、消毒等环节也是通过智能化养
蚕设备全自动进行。在智能化小蚕共育
室，双龙村还建立了标准化养蚕大棚，棚内
配置了50台立体式养蚕饲育机，通过重叠
蚕床的方式，提升养蚕效率。去年，濯水镇
共新建400余个标准化养蚕大棚。

养蚕户生产的蚕茧也不愁销路。“我
们每年会以45元/公斤的保底价，在濯水
镇收购蚕茧，用于生产床品、服饰、手工
品等产品。”重庆市双河丝绸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松奎介绍。

濯水镇内的濯水景区是国家5A级景
区，拥有土家吊脚楼建筑群、“世界第一风

雨廊桥”沧浪桥等人文景观。依托镇上丰
富的文旅资源，濯水镇建立了武陵山丝绸
博物馆，展销服饰、伴手礼等丝绸产品以
及丝绸生产工艺和黔江桑蚕文化。

“我们通过打造蚕桑产业发展示范
镇，围绕‘蚕桑+’做足文章，接‘二’连

‘三’建成蚕桑全产业链，提升了产业效
益，探索出一条乡村振兴的新‘丝路’。”
濯水镇党委书记张项说，“我们将争先创
优，赛马比拼，扩大桑树、桑蚕的种植、养
殖规模，让蚕桑产业真正成为强村富民
的支柱产业。”

2 月 15 日，南岸区南滨路雅巴
洞江滩公园，红梅花进入了盛放期，
吸引市民前来观赏游玩。

据了解，该公园是我市首批启
动实施的“两江四岸”十大公共空间
节点项目之一，该工程围绕江滩记
忆及石滩修复整治，着力打造江滩
石刻、生态内湖、长江诗词书法长轴
等节点，形成了独具山城记忆的江
滩公园。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郭旭

□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在我国内陆开放领域，西部陆海新
通道是“最亮的星”。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是写入党的
二十大报告的国家重大战略。作为这
条开放大通道的物流组织和运营中心，
重庆迎来前所未有的重大机遇。

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进行新的布局，
沙坪坝、巴南、江津、綦江、永川、合川等区
县纷纷锚定新的目标、提出新的构想。

记者梳理各区县今年“两会”的政府工
作报告发现，众多区县将从夯实通道基础、
提升产业能级、做大通道经济三条“路径”
上做文章，让这条开放大通道“更闪亮”。

夯实通道基础

一条开放通道要充分发挥功能，基础
设施建设能级跃升是前提。各区县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这一块也是重头戏。

作为内陆开放高地重要门户，沙坪
坝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策源地和始发
地。去年，该区“水陆空”并进，开通中缅
印国际班列、新增国际班列线路 15条、
海外分拨中心4个。

今年，沙坪坝将拓展国际联运班列
覆盖范围，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
班列、长江黄金水道融合发展，计划开通
中亚、南亚支线班列2条，布局海外分拨
仓 3个，推动渝遂高速—中心站连接道
建设，建成重庆无水港，广泛推行多式联
运“一单制”、数字提单、铁路快通机制，
压缩通关时间10%。

巴南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点节
点。该区西部陆海新通道跨境公路班车
一路“狂飙”，仅今年1月开行488车次，同
比上升8.4倍；总重近1万吨，同比上升近
10倍；总货值1.7亿多元，同比上升3.8倍。

下一步，巴南的跨境公路班车将继
续发挥平台优势，进一步强化通道聚能
效应，充分利用好GMS（大湄公河次区
域行车许可证）和 TIR（《国际公路运输
公约》车辆批准证明书）等国际运输牌
照，不断拓展跨境公路运输线路，提升内
陆国际物流枢纽和口岸高地能级。

江津充分发挥水公铁多式联运优势，
全力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

去年，江津中老铁路货运列车、中欧
回程班列成功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江
津班列到发 536列。今年，该区提出将
常态化开行中老泰班列，力争开行中越
班列，全年开行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

1000列以上。加密开行长江“水上穿梭
巴士”、珞璜港至长江中下游港口集装箱
班轮。提升小南垭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开
放能级，开行中欧国际班列。建成珞璜
港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实现重庆水运口
岸扩大开放至珞璜港区。

綦江是重庆开放的“南大门”。目
前，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合服务区建
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年货运周转能力100
万吨的三江物流基地（一期）建成投用，
铁路货运年发送量提高至20万吨。2023
年，该区将启动西部陆海新通道渝黔综
合服务区核心项目——赶水集货分拨中
心建设，加快三江物流基地（二期）建设。

还有，长江沿线的永川港现已接入
西部陆海新通道，实现“江铁海”联运。
今年，永川将继续推动永川港区建设，依
托长江黄金水道，加强与沿江港口和口
岸合作。

不难看出，各区县以加速港口建设、
拓展班列线路、提升多式联运、优化综合
服务等举措为抓手，从大处着眼、小处落
细，有效夯实通道“硬件”“底盘”。

提升产业能级

打造通道产业走廊，是西部陆海新
通道提升能级的重要突破口。

当前，重庆正深入推进内陆国际物
流枢纽建设，重点打造冷链物流、国际物
流、快递物流、大宗物资物流四大特色产
业集群。物流产业，是西部陆海新通道

“初始”竞争力，也是核心竞争力。各区
县自然不会错过这个重点，纷纷加码投
入、抢滩布局。

合川提出，将全力推动渭沱物流园
保税物流中心建设，促成区综合邮件处
理中心、成都新成储电商一体化项目主
体完工，加快物流园疏运大道建设，开工
建设润肯智能物流设备、南溪智能物流
集散中心、物流园招商展览中心等项目。

处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位置的荣昌，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跑出“加速度”。该区提出，要加快建设
亚欧国际物流通道、沿江综合立体物流
通道等国际物流大通道，建成川南渝西
综合物流园、传化荣昌“公路港”，申报成
功公共型保税仓、自贸联动创新区，打造
双城经济圈重要商贸物流枢纽节点。

去年，市域铁路璧潼线、潼南至武胜
高速建设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项目清
单。今年，潼南将建成邮政营运中心，启
动建设快递物流电商产业园。

可以预见，各区县正携手推动通道
物流产业块头更大、质量更优，使沿线物
流产业分工布局更为合理、协作嵌入程
度更高，助力通道物流提质增效。

此外，作为我国制造重镇，打造内陆
加工贸易产业集群也是通道产业的主攻
方向，吸引了不少区县投资布局。

例如，江津计划大力引进高精尖制
造企业，发展汽车进出口贸易，打造国产
新能源车出口整备基地；永川封关运行
综合保税区，入驻运营项目 10个以上，
加快打造重庆重要的现代制造业进出口
加工基地；九龙坡将高水平打造外贸转
型升级基地和加工贸易示范区……

未来，各区县应统筹优势力量，深耕
特色产业，让“重庆造”享誉世界，让通道
产业不断向高端化、智能化、规模化迈
进，持续深化RCEP、东盟、中新互联互
通项目等国际合作，推动通道产业更快
融入全球产业格局。

做大通道经济

通道建设是手段，发展通道经济是
目的。

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区县紧盯这片
“蓝海”，全面拓展经贸、金融、服务等方
面的综合承载功能，高效汇聚市场、资
金、人才等各类要素，打造动力足、效益
高、竞争力强的通道经济增长点。

沙坪坝将全力支持陆海新通道运营

公司做大做强，打造跨区域综合运营平
台。加强与RCEP成员国家合作，举办
东盟产品国际博览会、东盟经贸合作论
坛等活动，打造东南亚特色产品集散分
拨中心，与东盟国家贸易额增长15%。

江津计划全力拓展国际中转集拼、
分拨配送、保税商品仓储、展示展销交易
业务，重点发展以面向欧盟、东盟为主的
保税商品展示交易+跨境电商，打造跨境
商品集散分拨中心。加快培育转口贸
易、服务外包、增值服务等贸易新业态，
持续推进高铁快运物流探索实践。

永川将发挥服务贸易创新试点、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政策优势，延
长利勃海尔、埃斯维（SW）等企业链条，
努力扩大利用外资，力争进出口贸易额
突破100亿元，实际使用外资实现翻番、
达到2000万美元。

渝中发挥RCEP促进中心等平台作
用，着力集聚总部贸易、转口贸易、跨境
电商、平行车进口等贸易企业 8 家以
上。提升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中心展示
交易功能，支持外贸企业利用通道优势
拓展东南亚市场，发展贸易结算、供应链
金融等通道经济。充分发挥马士基等链
主企业作用，扩大物流与结算规模。

让通道创造经济价值、提升经济效益
正成为各区县的共识，也是一条成长性
高、可持续性强的发展新路径。各地要激
发创造性张力，加快推进这项工作，让西
部陆海新通道成为惠及各方的共赢之道。

2月15日，西部（重庆）科学城走马镇招聘会吸引
了众多求职者。

当日，西部（重庆）科学城2023年“春风行动”暨就
业援助月招聘会走进走马镇，这场“赶集式”招聘会吸
引了30余家企业现场摆摊，将200多个就业岗位送到
求职者家门口。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龙帆 摄

黔江濯水走出乡村振兴新“丝路”

三“路”并进 西部陆海新通道“更闪亮”

重庆团结村中心站，装载着川渝两地企业生产产品的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发车，将经广西钦州港到泰国。（摄于2022年12月30日）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 渝北时报记者 王彦雪 实习记者 张静尧

记者日前从渝北区统景镇获悉，去年以来，该镇坚
持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核心，提质增效特色产
业，取得明显成效。

2022年，统景镇继续做大做强 6万亩特色水果产
业带，整合资金用于灌溉系统和农业机具升级，高接换
种、留树保鲜等技术革新在全镇老果园持续推广，统景

“梨橙”和“歪嘴李”两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影响力和竞
争力不断增强，柑橘、李子实现年销售收入2.6亿元。

另一方面，该镇依托长堰肉兔示范养殖场的技术
和种源优势，改革合作模式，激发生产活力，大力发展
肉兔产业，推进自繁、自育、自养，年出栏肉兔 6万只，
肥料厂年产量8000吨。

同时，该镇加强与在渝高校沟通交流，实施“校镇
共建”人才计划，“一村一品”因地制宜制定产业发展
思路，探索校镇共建农文旅“科研+实训+孵化”基地，
用好 80名乡土专家和乡土人才，破解乡村振兴人才
难题。

此外，该镇还多渠道拓宽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渠道，全
年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达4788万元、实现收益613万元。

渝北

做大做强6万亩特色水果产业带

永川奉节彭水

将协同发展职业教育

岗位送到家门口

南岸区

江滩公园生态好

在黔江区濯水镇蒲花社区蚕桑基地，普顺农机专业合作社社会化服务队员在翻
耕土地，对桑园进行冬管（摄于1月5日）。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杨敏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为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理论、党的声音更加深入人心，2月14日，荣昌区委宣传
部、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在昌元街道白象社区开展

“党的声音进万家·文明实践在行动”志愿服务活动。
志愿者袁滋润通过有奖问答的方式，考了考社区

居民对创建全国文明城市的了解程度，并再次宣传讲
解。志愿者杨澜现场为大家讲解和演示了心肺复苏技
术等应急救护技巧，还邀请现场居民朋友一起感受。

目前，荣昌区正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依托全区
758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和小院讲堂，广泛
开展“党的声音传万家 文明实践在行动”文明实践活
动，通过快板、金钱板、情景剧和知识问答、入户宣传等
生动形式将党的二十大精神讲出来、唱出来、展出来，
已开展集中性示范活动 145场次。下一步，荣昌区将
结合“榜样面对面”，邀请优秀共产党员、劳模工匠、道
德模范、身边好人、五星级志愿者等先进人物，深入到
机关、企业、学校、车间、小区、院坝开展面对面宣讲，让
党的声音传递到基层一线。

荣昌

758个点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