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3年7月3日 星期一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陈丽朵看重庆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夏至，气温逐日升高，群山环绕的巫
溪县鱼鳞乡五宋村却依旧凉爽宜人。

和江沟溪在村里蜿蜒流淌，溪水清
冽。溪畔滩地上，30余口长 27米、宽 5
米、深1.3米的鱼池整齐排列。清澈的池
水里，一尾尾虹鳟怡然自得。

“鱼鳞乡一共有 3个养殖基地 90多
口鱼池。”49岁的卢太高是养殖基地的
技术总监，他正和工人郭大明一起清理、
消毒鱼池，“陆续在销售了。捕捞、宰杀，
然后冷鲜配送至上海、南京等城市。”

鱼鳞乡生态环境良好，和江沟溪水
质优良，这里出产的虹鳟品质上乘，时常
供不应求。

可鱼鳞乡地处秦巴山深处，地处偏
远且交通不便，这里为何会建有虹鳟养
殖基地呢？

返乡创业
大山深处建起冷水鱼养殖基地

故事要从12年前说起。
这年 8月，在外打拼多年的村民游

九州返乡创业。
“27岁出去当矿工，打拼了18年，还

是想回来做点事情。”游九州看中了家乡

优质的水源，“和江沟的水源都是溶洞
水，水质优良水温低，最适合用来养殖冷
水鱼。”

游九州并非一时头脑发热，而是经
过了细致的考虑。

“冷水鱼在全球有着巨大的消费市
场，年需求量约500万吨，而全球年产量
仅100万吨；2011年时，国内对冷水鱼的
需求量在13万吨左右，当时的年产量却
只有2.5万吨。”游九州介绍，冷水鱼养殖
已成为养殖业的“新大陆”，而养殖金鳟、
虹鳟的经济价值最为可观。

于是，游九州在鱼鳞乡五宋村租下
了难以耕种的70亩地河滩地，开始建设
金鳟、虹鳟养殖场，当年便投放了 20多
万尾从丹麦引进的20多万尾金鳟、虹鳟
鱼苗。

如今，游九州在鱼鳞乡的冷水鱼养
殖基地年产虹鳟商品鱼 200余吨，年产
值近2000万元。

租地雇工
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午后，卢太高和郭大明的鱼池清理、
消毒工作已接近尾声。

清理完成的鱼池里，清冽的溪水被
重新引入，一尾尾虹鳟在水里畅游。

自养殖基地建成后，卢太高和郭大
明就受聘成了养殖场工人，“没读过几天
书，一开始就是做些力气活，慢慢学技
术，现在一个月有5000多元收入。”

五宋村脱贫户张诗平两口子已在养
殖基地打工12年，每人每月有3000多元
的收入。

不仅如此，游九州租下的70亩河滩
地涉及109户村民，每亩地每年租金800
元，远高于市场价格。2011年时，游九
州还一次性给付给每户村民 15年的租
金，“租了 30年，先付了一半，剩下的一
半争取尽快给大家。”

“都是河滩地，种不出什么东西，种了
庄稼也经常被洪水冲走，想都不敢想每亩
还能租800元。”张诗平说出了许多村民的
心声，“游总租了地，建了鱼池，还修了河
堤防洪，那是给村里做了好事的。”

在主攻冷水鱼养殖的同时，游九州
还打算配套开发乡村旅游业，将养殖基
地打造成集养殖、观光和休闲于一体的
场所，“如果乡村旅游能搞起来，就能带
动更多村民一起增收。”

携手发展
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分红

夏日傍晚，十八梯人来人往，分外

热闹。
在十八梯巫溪馆，许多游客正兴致

盎然地了解着各种农特产品。
鱼鳞乡出产的虹鳟也通过巫溪馆的

展销，为更多人所熟知并走上主城区许
多市民的餐桌。

“我们的虹鳟主要销往沿海的大连、
上海、南京、广东等地，特别是上海和南
京，占了一半左右。”游九州介绍，每一条
宰杀后的虹鳟商品鱼净重都必须在2.25
千克以上，“正常情况下，养殖两年的虹
鳟就能达到商品鱼的标准。”

可三年疫情和去年的连续高温，让
游九州损失惨重，甚至一度连购买虹鳟
饵料的资金都无处着落，“因为缺少饵
料，现在池里养殖两年的虹鳟大多达不
到商品鱼标准。”

就在游九州一筹莫展时，五宋村集
体经济组织伸出了援手。

“我们以 150万元财政补助资金量
化入股养殖基地，村里 103户脱贫户每
户每年分红436元。”五宋村党支部书记
陈磊介绍，其实早在 2018年，五宋村就
曾以30万元集体资金入股养殖基地，并
享受每年 2.1万元的分红，“五宋村地处
大山深处，产业基础薄弱，冷水鱼养殖前
景不错，而且对带动全村产业发展和村
民增收有着重要的作用。”

□ 渝中报记者 廖松

从海拔最高处 394米的鹅岭，到海
拔最低处 167米的朝天门两江汇合处，
227米的相对高差，形成了“母城”渝中
独具特色的山城景观，也造就了蜚声中
外的“山城夜景”。

日新月异的商业形态催生了“夜经
济”这一新概念。作为山城、江城、不夜
城的渝中，新场景、新业态、新风尚层出
不穷，“夜经济”发展方兴未艾，不断释放
着市场消费的新动能，已成为渝中建设
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核心区的重要引擎。

空间布局完善
多地标助力夜间经济发展

“时代天街新开了酒吧街，你去逛了
吗？”2021年 9月，位于大坪商圈的龙湖
重庆时代天街D8餐酒吧街区开业，瞬间
成为重庆“夜猫子”们的“新宠”，多家调
性十足、特色各异的酒吧，为山城的夜晚
添上绮丽色彩。

“从空间分布来看，渝中夜间经济已
初步呈现‘两带一圈多点’的布局。”渝中
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十八梯—解放
碑—朝天门夜间消费核心示范带，以都
市夜生活为主题，把山城巷、十八梯、鲁
祖庙、较场口、戴家巷等聚点成片，形成
40万平方米“夜经济”体量，力争打造世
界级步行大道、全域夜间消费长廊。

该负责人还介绍，“化龙桥—大鹅岭
片区”夜游带，突出“山城慢生活”主题，
串联贰厂文创公园、李子坝公园、三层马
路首开区、重庆天地，以“音乐+景观+艺
术”为特色，打造有品位、有影响力的“鹅
岭慢城”。

而大坪夜间潮流新业态集合圈，则
依托商圈年轻客群流量，新增龙湖重庆
时代天街D8餐酒吧街区、酷玩篷车集、
壹洲 ONE STATE 主题复古街区等项
目，发展“趣味性、特色性、新颖性”的文
娱业态及沉浸式消费业态，打造24小时
不夜生活圈。

截至目前，渝中区已拥有夜间消费
重点项目近 30个，经营面积约 205万平
方米，商家数量约 5000个，带动就业人
数 11000余人，呈现出蓬勃强劲的夜间
消费活力。渝中区还分别荣获“全国
2021年夜经济影响力 20强区县”“重庆
市夜间经济核心区”等称号，解放碑—洪
崖洞街区、贰厂文创街区、十八梯—山城

巷传统风貌区等多个点位，入选国家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五夜”业态齐备
引领新兴前沿夜间消费标杆

面对日益“挑剔”的消费者口味，市
民从商品消费向精神消费升级，渝中夜
间消费也正向体验式、沉浸式文化娱乐
及创意业态不断提升。

“夜味、夜购、夜玩、夜赏、夜养”，这
是渝中区为“夜经济”提供的“五夜产
品”，围绕其周边，形成了餐饮、购物、文
化演艺、娱乐、配套等多元消费业态，其
中餐饮、购物占比分别达 38%、47%，文
化演艺及娱乐业态占比约5%。

哈利波特组曲、贝多芬第五交响曲、
匈牙利舞曲第五号、莫扎特小夜曲……
去年10月，一场颇具水准的古典音乐会，
在位于山城巷的仁爱荒野剧场上演——
烛光摇曳、星光点点、夜色迷人，山城之
夜让观众享受了一场音乐大餐。

除了仁爱荒野剧场，近年来渝中还
引进数千方的大型实景 IP回廊亭剧本
杀、密室逃脱等娱乐业态，让“夜经济”有
了更多的文化内涵。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渝中的夜
间消费不仅有“阳春白雪”，还能覆盖广大
社区、街巷、楼栋，走近每位市民身边。

据了解，为了提供更丰富的“夜间供
给”，渝中区还不断丰富演艺文创，利用
洪崖洞、重庆来福士等热门景点打造“未
来重庆”赛博朋克体验区，增加都市沙滩
等云端天台，让“夜赏”更有看头。

夜享休闲康养方面，渝中区打造开心
麻花、原生社、扯馆、刀锋书酒馆等多个夜
间文化空间，新增东水门—储奇门段滨江
步道、黄沙溪段滨江步道等高品质夜间康
养场所，增强了夜间康养趣味性。

消费场景多元
小巷后街天台洞穴皆是目的地

重庆寿司界的“天花板”在哪里？对
于许多本地“老饕”来说，位于罗汉寺旁
妙街的耶屹口寿司，是不二选择。炸脑
花寿司、腰花寿司、大肠寿司……听起来
是“黑暗料理”，吃起来却别有风味，每晚
店里都熙熙攘攘，时常需要排队等候。

耶屹口寿司是重庆本地小有名气的
日料品牌，今年 4月初，妙街刚一开街，
店主便选择扎根这里，看好妙街的前

景。“妙街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美食街’
‘好吃街’，而是聚集了多个有创意、有个
性的主理人品牌的街区，主理人模式是
街区的灵魂。”街区运营方负责人告诉记
者，体量不大的妙街以罗汉寺 IP为切入
口，将人文、生活、城市记忆与商业融合，
持续聚焦后街经济和后街消费场景打
造，以新场景、新业态为“夜经济”赋能。

在渝中，妙街这样“小而精”的特色街
区还有很多。多年来，渝中立足区域特
色，打造“江崖街洞天”独有消费场景，为

“夜经济”发展提供多元特色消费空间。
每日华灯初上时，十八梯传统风貌

区都会迎来大量市民、游客。戴家巷崖
壁步道、鹅岭贰厂文创公园等主题街区，
也是深受消费者喜爱的文化消费场景。

在渝中城市的背街小巷，近些年新
增了筷子街复古美学生活空间、大贵巷
法式艺术花园、督邮街老字号餐饮街、

“铁板巷—九尺坎—陕西巷”等特色后街
支巷，形成了一批商圈后街经济集群。

此外，渝中区还推出重庆来福士水晶
连廊、会仙楼观景台、联合国际“云端之
眼”、贰厂天台群等“渝中10大天台”，建成
山城独特的云端风景线。利用长滨、嘉滨

“两滨”优势，打造“重逢1980”生活情境街
区、梦游巴渝十二景·光影互动艺术空间、
GUGA古星院，建设江岸消费新地标。

同时，渝中区还结合“一带六横十六
纵”山城步道建设，推出“崖边的盒子”、
三层马路“小黄楼”等特色店铺，打造“城
在山上·山城景观”特色消费场景。利用
城市独有的“防空洞”空间，推出Caver酒
吧、“雾都风云”沉浸式演绎、神仙洞演艺

等洞穴消费场景，让消费者在夜间有了
更多的目的地选择。

特色活动不断
营造活力时尚的夜间消费氛围

发展“夜经济”，既需要市场的主观
能动，也离不开政府的积极引导。近年
来，渝中区持续开展夜间主题节会活动，
为“夜经济”发展营造浓厚氛围。

2021年盛夏，一场名为“点亮‘夜经
济’·城市追光跑”的活动在重庆来福士
开跑，数百名运动爱好者用奔跑为渝中

“夜经济”加油助威。
同时，渝中区还举办七夕云端会天

台首发，以“山城有趣处”为主题开展渝
中臻选餐厅、渝中特色小店评选活动，扩
大渝中“夜经济”知名度和影响力，做靓
渝中夜间消费名片。

渝中商场、街区集聚，商场、街区、商
家紧扣“夜经济”主题，举办较场口夜市
文化节、龙湖重庆时代天街夜市节、天地
表演艺术节&天地夜市、“一起摇吧”摇滚
音乐节、野生初夏音乐季等，打造年轻潮
流人群夜间聚集地，释放“夜经济”活力。

渝中优选抖音、小红书达人和行业
KOL等线上资源，串联解放碑、重庆来福
士等城市地标，结合云端、街区等特色消
费场景，在互联网各大平台发出夜空中
属于渝中的“高频信号”。

区域发展，交通先行。近年来，
成渝高铁提速改造、成渝中线加快建
设、成渝高速拓宽、渝遂高速扩能……
这些重大交通项目落地建设，正推
动“双圈”城市实现快速到达。乘此
东风，璧山区通过不断完善“轨道+
公交+慢行+步行”系统，着力提升
绿色出行基础设施的综合服务能
力，为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提供重要支撑和坚实保障。图为
成渝高铁飞驰驶过璧山境内。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摄

巫溪深山冷水鱼“游”进上海滩

渝中“夜经济”蓬勃发展 释放消费新动能

龙湖重庆时代天街的夜间消费火爆。渝中报记者 王欢 摄

璧山

打通成渝“大动脉”
畅通交通“微循环”

眼下，正值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各类蔬菜丰收
季，蔬菜基地一片繁忙景象。地处长江江心岛中坝岛
的大中村，气候温和，土地肥沃，拥有4500亩规范化蔬
菜种植基地，是重庆中心城区有名的“蔬菜村”。自今
年开春以来，大中村已上市各类蔬菜近3万吨，除了供
应重庆中心城区市场外，还向周边的贵州、四川、湖南
等地区大量供货。蔬菜种植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重要途径。 巴南日报记者 何龙飞 摄

巴南

“蔬菜村”丰收忙

□ 合川日报记者 谌永恒

6月 27日，合川区市场监管局以深化“放管服”改
革为抓手，通过“进大厅走流程”方式对服务窗口进行
全面“质检”，在“换角色、换视角”中找“痛点”、攻“难
点”、疏“堵点”，推动服务质效持续提升。

当天，合川区市场监管局主要负责人化身“办事
人”来到合川区行政服务大厅市场监管区域，通过“进
大厅 走流程”的方式，对“渝快办”设立、注销、变更所
需要件、资料、时限以及开办企业“一网通”系统易上手
性、稳定性等业务办理流程进行全环节体验；以特种设
备办理窗口工作人员身份，详细了解并记录市场主体
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资格认定等
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就“住改商”等相关问题现场答疑
解惑，主动寻找业务办理过程中的痛点、难点、堵点问
题，推进注册许可服务质效再提升。

今年以来，合川区市场监管局聚焦市场主体“准
入、准营、退出”中的痛点、难点、堵点，着力打造市场主
体“全生命周期”的服务链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
并举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主体健康发展。截至目
前，合川区新增市场主体 0.62万户，累计市场主体达
8.49万户，新办各类许可事项0.39万件，市场主体对市
场监管政务服务评价满意度达到100%。

合川

体验“走流程”换位“更走心”

□ 垫江日报记者 何维

日前，记者从垫江县残联获悉，垫江县 2023年困
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已经全部完工，164
户残疾人家庭喜居“舒适屋”。

记者了解到，实施重度困难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是垫江县2023年20件重点民生实事之一，该项目是
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改善居家生活环境的重要举措，
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
要内容。今年以来，垫江县残联充分发挥县、镇、村三
级网络作用，联合各镇街残联工作人员、村（社区）专职
委员组成勘测小组，逐户入户开展核查勘测，并根据残
疾人实际需求设计改造项目，确保为残疾人群众实行

“量体裁衣”式个性化服务。
“今年全县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

共涉及 20个乡镇（街道），实际可改造户数原本是 171
户。但由于死亡等不可抗力因素，最终改造完成 164
户。”垫江县残联相关负责人说，实施家庭无障碍“小改
造”，可以解决残疾人群众生活中的“大烦恼”，如改造
浴室、铺设坡道、拉低灶台、安装扶手和升降晾衣架等
这些看似不起眼但细微的改造，可切实改善残疾人出
门难、洗浴难、做饭难、如厕难等问题，切实改善的生活
品质。

垫江

164户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

□ 万盛日报记者 叶露

“今年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地块，不仅给我们发放
有机肥，还提供了专业技术指导。有了这些物力人力
支持，相信秋后一定能取得不错的收成！”刚领到有机
肥料的万盛区关坝镇兴文村村民笑着说道。

近日，载满有机肥的货车停在兴文村便民服务中
心门口，工作人员一边核实村民信息，一边依次将有机
肥料发放到村民手中，并向农户讲起有机肥改良土壤、
培植地力、提质增效的优点和作用，讲解有机肥的使用
及存放方法，帮助村民增强科学用肥意识。

据了解，按照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
实施方案要求，土壤改良、地力培肥是重要建设内容之
一，在基础硬件设施建设完成后，提升地力同样是真正
建成高标准农田的重要一环。为切实抓好农业基础建
成，进一步推动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提升地
力促进农业生产，关坝镇为今年建成的1803亩高标准
农田片区内地块施撒有机肥 300余吨，助推农民增收
致富。

下一步，关坝镇将继续加快完善高标准农田建后
管护工作，结合农技宣传，确保建成一亩、管好一亩，保
障工程长效运营，从基建和技术两手抓，有效提升农业
生产水平，真正实现农业高标准发展，带动农民增收。

万盛

发放农用有机肥
改良土壤保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