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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时报记者 黄玉保

随着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
不断涌现，万州区不断汇集平台建设、产
业聚集、高校创新等“新优势”，日臻完善
的科技服务业与经济发展深度融合，科
技服务业的规模与实力在渝东北地区名
列前茅，在扶持传统产业科技创新、推动
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等方面作用日益凸
显，为万州科技创新提供了更完善、更专
业、更精准的服务支撑，为科技创新汇集

“新优势”——近 5年来，全区培育服务
业类市级科技型企业 208家，占全区科
技型企业总数的 25.8%；培育服务业类
高新技术企业15家，占全区高新技术企
业总数的14.7%。

创新载体
平台建设“化茧成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
略方针下，万州孵化载体如雨后春笋不
断涌现，全区着眼全局和长远发展需求，
在万州经开区、渝东新区经济主战场以
及高峰街道、天城街道、大周镇、甘宁镇
等重要区域布局建设一批孵化载体，推
动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星创天地
的规模化、特色化发展。

5月 16日，记者在汇杰创客工场看
到，不少创客正忙碌地对着眼前的模型
敲敲打打，创意产品在他们的手里一点
点成形。创客团队鼎深源负责人告诉记
者，创客工场不仅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
办公环境和周到的创业服务，创意产品
成熟后，还帮助创业者实现与资源、市场
的链接，将创意产品转化为经济价值。
目前，万州汇杰创客工场已被市人社局
命名为市级孵化基地、被科技部认定为
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正在筹备申报市级
科技企业孵化器。

位于万州区高铁大道 366－1号的
渝东科技企业孵化器是渝东新区重点打
造的返万企业孵化平台，园区主要围绕

“政府的抓手”“企业的帮手”“市场的推
手”三个定位，以“创业促就业、创业促发
展、创业促创新”为导向，积极打造以“工
业、生态旅游、互联网+农业、商贸”等业
态为主的创业园区。园区在孵企业 60
家，年产值约4亿元，吸纳就业人数5000
人。2020年，园区被市人社局命名为

“市级农民工返乡创业园”。
据万州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全区已建成市级科技企业孵化器1个、国
家级众创空间4个、市级众创空间13个，
孵化场地3.9万平方米，聚集孵化创业团
队和企业400余个。目前，正在培育万州

科技创新中心、腾讯云数字经济人才创
新中心、三都创业孵化中心等建设成市
级、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引导太阳鸟、
万创智谷、聚万优数创空间等建设成市
级、国家级众创空间。近年来，万州各级
各类孵化载体成功孵化“皖新网络”“小
瑞科技”“逍侠网络”等优秀中小微企业，
让小微企业发展真正实现了“化茧成蝶”。

引育并举
产教融合“铺路搭桥”

“越努力越幸运，在我们这个专业
里，每个学生都有机会到联合培养基地
实习。”重庆三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硕士
研究生徐光强说，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
模式，让他有更多的机会将理论知识直
接运用到实际创新中去。

“产教融合‘铺路搭桥’，让学生接了
‘地气’，也有了创业的‘底气’。”谈起重
庆三峡学院机械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中的学生成长典型，重庆瑞
佳达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唐良成一脸
兴奋。

瑞佳达有限公司是一家研发 3D打
印机和从事 3D打印教学的企业，近几
年，得益于产教融合模式，学校解决了传
统专业更新迭代的问题，同时拥有了更

专业、更符合行业发展的实训室和实训
设备；企业工程师加入授课队伍，提升了
实训教学的专业性和实用性。同时，企
业将自身文化有效融入学校的育人理
念，使学生提前熟悉企业管理模式，大大
提升了学生专业对口就业率。

“目前，公司与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三峡职业学院、湖北省恩施职业技术学
院、云南省红河州师范学校、四川省仪陇
县职业高级中学、贵州省六枝特区职业
技术学校、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学校、深圳
宝安职教集团等近 30所院校建立了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关系，学校专业技术人
才的加持，不仅降低了企业人力成本和
空间成本，同时也大幅提升了研发实力
和市场竞争力。近几年，公司成功研发
了 20余个型号的 3D打印机以及成套的
3D打印专业教学体系。去年，公司被重
庆市认定为首批 20家市级产教融合重
点企业之一。”唐良成自豪地说。

万州区科技局有关负责人介绍，近
年来，万州区坚持产业为要、产教融合、
创新发展，通过引进培育产教融合科技
企业，扎实稳步推进产教融合产业发展，
不断探索优秀人才培养的新机制、新模
式、新路径，培育符合时代需求、具有现代
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型专业人才，为科技
创新汇集了“新优势”、注入了“新动能”。

万州：汇集“新优势”注入“新动能”

5月中旬正是阔柄杜鹃的盛花
期，在武隆区大洞河乡赵云山上，
上千亩高山野生阔柄杜鹃次第盛
开，满山遍野的杜鹃花将整座赵云
山装扮得格外美丽。

据了解，赵云山上的阔柄杜鹃
花密集连片达1000余亩，总面积达
2000余亩，树龄均在数百至上千年
间，是杜鹃花中的佼佼者，大的冠
幅 10 余米，直径 1 米以上。每年 5
月中旬迎来最佳观赏期，花期可持
续到6月初。

武隆报记者 代君君 摄

武隆

杜鹃花开满山红

近日，汽车行驶在黔江区横跨阿蓬江大峡谷的官
河大桥上。

黔江区阿蓬江在崇山峻岭中形成喀斯特特有的峡
谷地貌，峡险谷深，绝壁对峙，制约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
农民增收致富。近年来，黔江区相继在阿蓬江大峡谷上
修建了多座高速公路大桥、铁路大桥、公路桥和人行吊
桥，形成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昔日天堑变通途，有力助
推了当地和武陵山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乡村振兴。

武陵都市报首席记者 杨敏 摄

□ 巴南日报记者 彭怡 李攀

初夏，巴南区姜家镇水源村，20余名
村民正忙着在高标准农田里插秧育苗。

“今年村里要扩大黑米、黑苞谷、黑
豆等‘黑五谷’的种植面积，增加收入。”
田垄上，水源村党委副书记包有原信心
满满地说，“去年村集体增收11万元，今
年应该只多不少。”

从蔡家寺村到周边的水源村、河面
坝村、平原村，黑苞谷、黑米、黑豆、紫薯、
黑花生的“黑五谷”和黑鸡、黑鸭、黑猪、
黑鹅、黑山羊的“黑五牧”组成的“十黑”
产业，已经成为乡村振兴和村民增收致
富的主导产业。

“能把‘十黑’产业做起来，要感谢蔡
家寺村带着我们一条道走到‘黑’。”包有
原的一句玩笑话，也是如今蔡家寺村带
着3个邻村共同发展“十黑”产业的真实
写照。

从“一黑”到“十黑”
产业发展开启“加速度”

实际上，姜家镇最早发展“黑产业”
的并不是蔡家寺村。

“我们才是全镇最早种植黑苞谷的，
可惜没搞好，大家就放弃了。”包有原介
绍，水源村有良好的农耕条件，早在
2011年时，就曾是全镇黑苞谷试点种植
村，“那时候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不
懂技术，种出来的黑苞谷干瘪瘪的，农户
们尝试了一下就纷纷放弃了。”

然而，姜家镇与黑苞谷的缘分却并
未就此终结。

“2015年，作为市级贫困村的蔡家
寺村，一眼就相中了黑苞谷种植，并将其
作为脱贫产业悉心培育。”蔡家寺村党委
书记徐波说，经过多次实地调研，汲取多
地种植经验，再加上专家手把手指导，蔡
家寺村初次试种的500亩黑苞谷收获成
功，并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响，为村民带
来了不错的收益。

“黑苞谷的成功，为我们的脱贫工作

打开了突破口，从那以后，蔡家寺村就一
门心思专注‘黑产业’发展。”徐波告诉记
者，近年来，蔡家寺村从种植黑苞谷的基
础上发展了黑米、黑豆、紫薯、黑花生的

“黑五谷”，还拓展了黑鸡、黑鸭、黑猪、黑
鹅、黑山羊的“黑五牧”养殖产业，“十黑”
产业在 2022年给全村带来了 1300多万
元的收入。

不仅如此，为了解决农产品保质期
短、销路单一等问题，蔡家寺村布局建设

“黑产品”精深加工及仓储保鲜冷链物流
设施，不仅建成占地1000平方米气调库
一个，还成立了“一水黑”产品销售公司
统筹“十黑”产品销售。

从“踟蹰旁观”到“携手参与”
跨村联建打开新思路

眼看蔡家寺村将“黑产业”做得有声
有色，周边村民羡慕不已。

“我们村水源、耕地条件都不差，没
理由搞不好‘黑产业’。”2022年，恰逢水
源村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包有原等村
干部再次将目标锁定“黑产业”。

不过，要让经历过一次失败的村民
再次齐心发展“黑产业”却并不容易。

“以前都没搞成，如果这次又搞不好
怎么办？”村民魏良全说出了一些村民心
中的顾虑。

于是，包有原多次向经验丰富的蔡
家寺村“取经”，想方设法搭上“十黑”产
业快车，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我们想扩大产业规模，正愁缺良
田，两个村是一拍即合。”对于“跨村联
建，将水源村5000亩高标准农田打造成

‘黑五谷’种植基地”的发展提议，蔡家寺
村不仅完全赞成，还同水源村签订了无
条件收购协议，并安排农业专家、技术人
员到水源村手把手教授村民种植技术。

“有了蔡家寺村的帮助，‘黑产业’在
我们村也是稳步发展。”包有原介绍，去
年全村村民总收入增加近70万元，村集
体向村民发放的务工费合计约68万元。

当初心存顾虑的魏良全，一跃成为

村集体务工收入的冠军。

从“各自为战”到“抱团发展”
优势互补破解发展难题

跨村联建模式为“十黑”产业发展带
来了新的思路，蔡家寺村主动向同样毗
邻的河面坝村和平原村发出了邀请，将
它们纳入跨村联建范畴并实施产异化发
展。

“无论是产业发展需要还是乡村振
兴的共同目标，都应该带动周边村子一
起发展。”徐波介绍，在巴南区“党建引
领·百村振兴”行动的引领下，蔡家寺村
正通过“村村联”“村企联”“村机关联”

“村校联”等模式，合力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

初夏，河面坝村的千亩油菜基地已
进入采收期。

“油菜采收后，会送去蔡家寺村进行
深加工。这些耕地就会有新的用途。”河
面坝村党委书记钟仕高介绍，作为“黑产
业”的种子培育、试验基地，河面坝村的
许多田地都会在收成一季的基础上，用

作试种“黑产业”的新品种、培育更加适
合姜家镇区域种植的农作物。

而交通基础设施较好的平原村，则
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中小学劳动社会
实践等，发展“黑产业”特色社会实践课
程，布局打造研学体验、教育基地。

“我们村正在打造‘庭院经济’，与蔡
家寺村一起将黑产业的产品做成花篮等
文创产品。”平原村党委书记杨福梅介
绍，蔡家寺村还请了园艺师、美术学院教
授等到平原村为村民上插花课，让“菜
篮”变成“花篮”。

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姜家镇4个
联建村300名群众实现务工增收4000元。

姜家镇相关负责人表示，跨村联建
推动了村与村优势互补、抱团发展，有效
破解了各村产业发展“小而散”、同质化
经营、人才缺乏、运作不规范、难以实现
规模运营等问题，加快了“黑产业”全产
业链的发展。

巴南姜家镇探索乡村振兴新路径

四村联建一条道走到“黑”

“黑产品”田间直播带货。 （巴南日报资料图）

□ 合川日报记者 王灿

“草堂栖在灵山谷，勤读诗书向灯烛。”近日，由合
川区教委联合合川区文化旅游委、合川区图书馆开展
的“行走的书香·乡间的阅读”主题读书活动在合川区
双槐镇三觉完全小学和香龙镇黄桷小学拉开帷幕。

当天，合川区图书馆流动图书车开进校园，将诗词
国学、名人典故、科普宣传等青少年读物送到孩子身
边，学校安排了专门时间组织学生进行阅读，让孩子们
在书海中尽情遨游。

据了解，流动图书车还将开进合川区20多所小规
模学校，为孩子们送去满满的“精神大餐”，培养合川区
青少年良好的阅读习惯和浓厚的阅读兴趣。为保证阅读
效果，合川区图书馆还在活动参与学校暂留一批书籍，供
孩子们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自由借阅。合川区教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将持续做好经典书籍推广、图书漂
流、书香校园文化评比等系列活动，健全青少年阅读激
励机制，努力提升青少年阅读兴趣和阅读能力，认真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积极倡导全民读书，推动学习型
班级、学习型学校、学习型家庭、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合川

流动图书车开进校园
让孩子们在书海中遨游

黔江

四通八达交通网 铺就发展快车道

□ 华龙网通讯员 常淋

近日，新材料自动升降浮鼓亮相三峡库区。这是
三峡库区首个“智能浮鼓”，也是长江航道深入贯彻长
江航道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助力交通当好现代化开
路先锋的重要举措。

当天，记者在长江奉节段水域看到，航道工人们正在
对旧航标进行拆除，然后对智能浮鼓进行安装和调试。

“这次在奉节设置的七座智能浮鼓，设置成功以
后，全智能地根据水位变化调节 30米水位落差变化，
无需人工干预，并且‘不倒翁’圆盘结构可以旋转避让
渣草，不易失常，航标更安全，助航效能发挥更佳。”奉
节航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智能浮鼓”全部采用“高分子”及“超高分
子”材料制作，跟以往钢质浮具相比，无需油漆保养，环
保免维护，15年不褪色不变形，体现了“生态优先、绿
色发展”的环保理念。

“‘库区智能浮鼓’后期将在三峡库区广泛推广应
用，助力三峡库区航标大型化、智能化、标准化和景观
化发展，为过往行轮提供更加安全的通航保障。”奉节
航道处相关负责人表示。

奉节

“智能浮鼓”在三峡库区
首次投入使用

□ 大渡口报记者 文琰

“这本《检查手册》真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宝典’，检
查内容只需要‘按图索骥’就可以了。”“通过街道发放
的《检查手册》，翻到加油或加气站部分，我们照着册子
上的检查项目挨着自查就行了。”日前，大渡口区春晖
路街道按照“标准化、表单化、角色化”的思路，编制了
一本《检查手册》供所辖安全生产行业、企业、大小型场
所等参考使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检验，干货满满的
《检查手册》得到了大家一致点赞加好评。

据了解，春晖路街道所辖共有企业 4756家、个体
经营户 4261家，其中大型商业综合体 2个、养老院 7
个、幼儿园25家、学校4家、物流仓储企业1家、危化品
企业 13家，辖区 9层以上高层建筑 224栋，在用电梯
745台。“我们在安全监管工作中有着监管数量庞大、
人员密集型场所多、安全基础薄弱等特点，编制《检查
手册》后，工作人员在检查时大大缩短了排查隐患的时
间，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春晖路街道相关负责人
介绍，工作人员根据《检查手册》的标准不仅扩大了检
查范围，而且让隐患查找多元化、专业化。

据介绍，春晖路街道结合日常检查情况明确了所辖
重点行业，邀请机械、电气、综合、消防等领域的8位安全
专家共同辅助完成《检查手册》的编制工作。手册涵盖
了街道及生产经营单位、重点危险场所、工贸企业、消防
安全九小场所、从业人员应知应会等方面的知识内容。

下一步，春晖路街道将在此基础上健全完善“一
册、一账、一平台”的基层安全生产监管工作体系，继续
探索“云检查”模式应用于安全生产检查中，建立24小
时监管体制，确保安全生产更稳定更高效。

大渡口

一本“小手册”压实“大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