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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陈青冰

近日，位于綦江区三角镇彭香村的巴
渝南苑国兰基地迎来一群特别的客人——
重庆移通学院的20名大学生。

在现场，他们不仅跟着基地负责人
敖琴贵学习兰花种植知识，也了解了这
位“95后”姐姐的创业故事。

5年前，23岁的敖琴贵来到彭香村时，
基地这里还是一片荒地。如今，基地有兰
花300种、2万多盆，年收入可达百万元。

“我和很多年轻人一样，希望拥有一
份热爱的事业，不仅能够保障经济收入，
也能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2016年，敖
琴贵出于对兰花的喜爱，辞职回到家乡
綦江开了一家花店。

在开店过程中，敖琴贵萌生出一个
更大的创业目标。她带着关于兰花种植
基地的商业计划，2017年先后参加了綦
江区第四届创新创业大赛、重庆市首届

“渝创渝新”创业创新大赛等比赛，取得
优异名次。

“我现在的成绩离不开政府部门的
帮助。这些比赛不仅让我获得专业指
导，还由此获得创业的第一桶金。当初
在选址时，三角镇十分支持我，从确定到
动工只花了 1个月。后来，村里也以村
集体经济入股的方式，给予我资金支
持。”敖琴贵说。

据綦江区就业和人才中心主任徐之
杰介绍，綦江一直支持青年群体创新创
业。今年，綦江区为39名“90后”创业者
发放创业担保贷款 679万元，帮助 30余
个创业项目获得100余万元的资助。

今年 5月，綦江区石角镇福禄村也
迎来一批年轻人。这些年轻人带着时下
新潮的咖啡、露营文化，结合传统农耕文
化，在山上打造了一个名为“悬崖边边”
的度假村。仅试营业 1个月，收入就达
50万元。

“借着乡村振兴的‘春风’，村里的基
础设施建设、创业扶持政策都日趋成

熟。对青年创业者来说，这些都是难得
的机遇。”“悬崖边边”度假村负责人之
一、“95后”周杰说，乡村已经撕下过去

“不发达”“落后”等标签，对年轻人具有
一定吸引力。

度假村有近 10 名“90 后”工作人
员。27岁的员工石玲玲表示：“这份工
作处处充满惊喜，比如创新的商业模式、
淳朴的乡村生活等。”

在三角镇为期5天的暑期调研结束
后，20岁的大学生李红余深受触动，“如果
未来我的家乡有发展机会，我也愿意回到
家乡，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 巫山报记者 向君玲

巫山县作为传统农业大县，农业产
业是提高和发展农村生产力的根本，是
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近年来，巫山县
不断优化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在保障粮
食安全的前提下，形成了以“1+3+2”现
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体系。2022年底，
经济作物比重达 75%，特色农业规模达
100万亩，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总量达5
个，农业总产值增至 62亿元，以农业为
主的一产增加值增长6.8%，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4484元。

农业产业发展既是细活，又是慢活，
更是持久活。下一步，巫山县将紧紧围
绕“百万亩生态种植、百万头生态养殖、
百亿元综合产值”目标，加快构建现代农
业产业体系，全力推动现代农业产业高
质量发展。到2027年，实现农业总产值
100亿元，农产品加工业收入与农林牧
渔业总产值比达到2.5：1，以农业为主的
一二三产业综合产值达到 400亿元，实
现农民人均纯收入1.8万元。

实施“三品工程”，全面提
升农业产业辨识程度

眼下，巫山县30万亩巫山脆李陆续
进入采收期。连日来，记者在曲尺、龙
溪、福田等乡镇看到，果农们忙着采摘脆
李，经销商忙着收购脆李，还有不少“网
红”忙着直播卖货。

为了让巫山脆李品质更高，更受市
民喜欢，脆李从种植到管护，以及销售、
避雨等环节，实现全过程暖心“护航”，只
为“李”好。

这，只是巫山县发展农业产业的一
个缩影。

据了解，巫山县将实施品种培优、品
质提升、品牌创建“三品工程”，全面提升
农业产业辨识程度。持续推进农产品

“三品一标”建设。加快推进巫山脆李国
家种质资源圃。建立巫山淫羊藿资源保
护中心，建成巫山淫羊藿、巫山庙党等道
地药材种苗集中繁育基地3000亩，打造
三峡库区道地药材种源供给地。同时，
推广多鳞白甲鱼人工繁殖和人工培育等
实用技术。

进一步强化种植业产业管护，全面
实施脆李避雨覆膜、有机肥增糖等措施，
提升脆李品质，完成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基地创建。研究巫山蛋鸡科技养殖技
术，提升“巫山鸡蛋”品质。与同仁堂药
业开展合作，建立巫山淫羊藿和巫山牛
膝标准化品质药业基地。加快推进设施
蔬菜建设，建立标准化蔬菜大棚10万平
方米。

“我们还将积极培育创建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每年增
量保持在 10个以上。”巫山县农业农村
委主任易前聪介绍，将通过“内提品质、
外塑形象”，系统策划、包装和打造巫山
脆李、三峡柑橘·巫山恋橙、巫山鸡蛋、巫
山洋芋、巫山核桃、巫山庙党、巫山蔬菜、
巫山茶叶等品牌。加强农产品地理标志
管理和农业品牌保护，争创“巫山脆李”
中国驰名商标。

提升“三化水平”，全面增
强农业产业提质增效

从田间地头采摘、在路边选果包装，
然后再由“脆李航班”带货销往全国……
巫山脆李从“枝头”到“餐桌”，24小时之
内，“抢鲜”“锁鲜”是巫山脆李的卖点。

大果 5斤装 118元，中果 5斤装 88
元……巫山脆李“越变越金贵”的背后，
是巫山果品“初级供应者”升级成为农产
品“高级加工者”的转变。从经销商实地
收购，到微信、淘宝、抖音等平台销售模
式逐渐增多，产业链上下游衔接更加紧
密，巫山县提升农业附加值有了更加强
劲的动能。

未来，巫山县将继续推动农业经营
规模化、集约化，并提升装备化水平，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

据介绍，将提升规模化水平。持续
巩固“1+3+2”为主的 100万亩特色种植
和以生猪、山羊为主的 100万头特色养
殖规模，基本实现全县现代农业规模化
发展；提升集约化水平。积极培育“产加
销”“产供销”一体化农业龙头企业、专业
合作社、家庭农场等经营主体。大力发
展内生动力强、经营管理规范的农村集
体经济组织，培育基层带农富农先锋。

同时，提升装备化水平。引导全县
果品基地装备山地轨道运输车、自动化
喷灌设备、水药肥一体化、土壤、环境等
物联网数字监测设备。支持企业引进中
药材种植、加工、仓储设施设备。提高农
业生产机械化、宜机化水平。

健全“三大体系”，全面提
高农业产业竞争能力

在曲尺乡权发村，记者看到，田间从
水肥一体化项目到气象采集，再到智慧
农业管理系统，农业生产充满“科技范
儿”和未来感。

“下一步，将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
度，逐年稳步提高中央衔接资金用于农
业产业的比重，确保东西部协作资金、中
央定点帮扶资金和对口支援资金的50%
用于农业产业发展。”易前聪表示，努力

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产品质量监管、农业
社会服务“三大体系”，全面提高农业产
业竞争能力。

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系方面，将建立
中药材全产业链溯源体系，建成以巫山庙
党、巫山淫羊藿、巫山牛膝等为主的中药
材产地数字化加工车间。持续完善巫山
数字果园，实现巫山脆李“一屏管理”的全
产业链大数据平台，建立从生产端到销售
端全过程数据库，打通生产端到供应链、
市场销售、政府管理端的全产业链基础数
据采集、运用和服务的基础工作。

健全产品质量监管体系，全面完善并
推广实施“1+3+2”特色产业标准化技术生
产规程。持续推进化肥农药“双减”绿色
防控。实施果园有机肥替代化肥行动。

健全农业社会服务体系，全面推动
组织化改革，通过土地入股、经营托管、
订单农业等形式，推动散户入社，大力发
展农业生产管理社会化服务，实现脆李
统一管护和优质管护，脆李优质管护率
达95%以上。

未来，巫山县将逐步实现农户从“各
自为阵”向形成紧密相连的“产业发展共
同体”转变，逐步把农户引入现代农业发
展轨道。

建设“三大载体”，全面夯
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石

时下，行走在巫峡大地广袤的田野，
处处一片碧绿，随处可见连片蔬菜、中药
材、脆李、柑橘等产业，各种农作物或发
芽破土、或长势喜人……一幅幅欣欣向
荣的画面，见证着巫山县2023年春季农
业产业发展的足迹。

“我们将全力建好现代农业园区和
食品加工园区，以及产品市场体系，全面
夯实农业产业发展基石。”易前聪说，聚
焦主导产业，打造一批“一村一品”示范

村和农业产业强镇。重点建设大昌湖周
边柑橘农旅融合示范片，提质建设大宁
河流域、长江流域、官渡河流域的“巫山
恋橙”绿色标准化供应大基地，全力打造
两坪巫峡万亩脆李山地农业公园和大昌
湖周边“长江三峡·宁河橘海”。成立巫
山县农业产业研究院，在完成国家脆李
产业集群建设的基础上，创建巫山脆李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提质建设巫山脆
李绿色标准化供应大基地。

同时，紧紧围绕全市“33618”现代制
造业集群体系，按照市经信委发布的《重
庆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爆品”机会清
单（2023版）》，重点打造“重庆烤鱼”品
牌和巫山标准，推进烤鱼预制菜加工。
推动巫山烤鱼预制菜成为“重庆烤鱼”行
业标杆。推出老荫茶饮、三峡柑橘饮品
等火锅伴饮的巫山特色饮品。

围绕“1+3+2”产业，打造“1+5+N”产
业供应链体系，推动巫山全域农产品商品
化处理率达85％以上。重点建设重庆、成
都、武汉等巫山农产品城市前置仓或销地
仓，形成产地、销地相结合的供应链体
系。建立数字化市场体系，搭建巫山脆李
电子交易中心，实现交易“在线化”。推动
城市前置仓或城市运营仓消费数据与产
地云仓、生产基地数据无缝对接。

“当前，我县正全力以赴迭代升级产
业体系，以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引领山
区库区强县富民，为打造全国优质生态
产品供给地贡献农业力量。”易前聪信心
十足、干劲满满的表示，在这片希望的田
野上，一幅生动秀美的产业发展画卷徐
徐展开，群众增收致富的精气神越来越
足，农业强、产业兴、农村美、百姓富的目
标更进一步。

□ 巴渝都市报记者 洪俊 文/图

“我是法律顾问‘大牛’，请您说出想
要咨询的问题……”一对短短的蓝色牛
角，一双明亮的大圆眼睛，别看眼前这位

“法律顾问”说话萌气十足，它其实是一
款功能强大的智能法律机器人。

如今，120台“大牛”智能法律服务
机器人分布在涪陵各乡镇街道、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等部门和单位，为群众提供
免费法律咨询服务，让基层群众在“家门

口”就能享受到便捷、高效的法律服务。

“大牛”化解工伤赔偿争议

“请问工伤事故发生的时间是？”“工
伤人员的月工资是多少？”……日前，在
涪陵区司法局武陵山司法所，一群人正
围着“大牛”智能法律服务机器人连连发
问。原来，这是司法所工作人员在利用

“大牛”计算当事人的工伤赔偿金额，只
需通过语音或文字提出相关的问题，机

器人就能给出一个可供参考的答案。随
着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结束，“大牛”出
具了一份法律咨询意见书，认定的赔偿
金额也得到了双方当事人的认可。

近日，武陵山司法所接到重庆某防
水工程有限公司的求助，称其雇佣的工
人徐某在工作时受伤骨折，双方就赔偿
金额有争议，希望司法所出面进行调
解。了解相关情况后，司法所组织双方
当事人到场调解。

经了解，徐某工作时摔倒，导致右髋
臼骨折。公司已承担徐某的全部治疗费
用 42000余元，但就赔偿金额双方一直
无法达成一致。为便于双方当事人理
解，司法所工作人员利用“大牛”智能法
律服务机器人为双方当事人现场演示参
照工伤待遇标准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
看完“大牛”的演示之后，双方达成一致，
分别在调解协议书上签字。

“大牛”提升基层治理法治
化水平

“大牛”是中国首款具有“类脑”的法
律机器人，具有自然语义、法律语义和深
度自学习技术，能模拟法官和律师的思
维，通过多轮会话技术查明法律事实，并
根据云端海量法律数据结合运算模型进
行推理决策，一键生成《咨询意见书》《民

事诉状》《仲裁申请》等法律文书，使老百
姓享受专业、便捷、准确的法律服务。

“‘大牛’可以模拟法官和律师的思
维，以多轮发问的方式查明法律事实，并
根据法律规定及运算规则一键生成咨询
意见书、民事诉状、仲裁申请、报案材料
等法律文书。”涪陵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是对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的
延伸补充，对实现法律服务与基层群众

“零距离”，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后一公
里”具有积极意义。

与此同时，“大牛”智能法律机器人
还能够弥补律师数量少，人民调解员和
司法工作人员水平参差不齐、地域分布
不均的现实矛盾，这也能服务更多的群
众。“大牛”上岗也是经过认真的学习，不
仅法律法规要学，还要学当地的案例和
不同的规定。比如工伤规定，每个地区
不一样，“大牛”会先学习当地的法规，咨
询人咨询时，“大牛”也会提问，问清楚地
点，再根据当地的规定，出具咨询意见书
等法律文书。

“大牛”智能法律机器人于 2022年
陆续投用，截至目前，涪陵区 120台“大
牛”共接受群众咨询19241人次，案件咨
询满意度 100%；出具法律咨询意见书
11067份；直接帮助人民调解员化解矛
盾纠纷 696件，有力提升了基层治理法
治化水平。

涪陵：为民释法解惑的“大牛”机器人

綦江：乡村成为年轻人创业热土

巫山：迭代升级产业体系 打造现代农业示范

巫山县曲尺乡柑园村脆李成片。 朱云平 摄

□ 荣昌报记者 张丹

近日，走进荣昌区安富街道普陀村，浓郁的乡村气
息扑面而来，笔直平坦的水泥路通向四面八方，一座座
白墙青瓦的民居，掩映在绿树与鲜花之中，天蓝、地绿、
水清的美丽新农村画卷尽收眼底。

作为重庆首批“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安富街道
普陀村“归园陶居——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于去
年11月启动建设，对普陀村康家院子、兰家坝、斜坝子
三处院落房屋进行农房品质、院落颜值、村落价值提
升，内容包括增加聚落景观节点 6处、路灯 33个、庭院
灯 31个，整治现有步行道约 1800米、新建步行道约
350米、新建康家院子活动广场 1处等。项目总投资
1200余万元，目前已全部完工。

此外，在项目建设过程中，为激发群众的参与热
情，该街道对涉及的 105栋房屋逐一走访入户，为群
众讲解项目意义、内容与参与方式，组织群众积极投
工投劳，加入建设美丽庭院的队伍；开展“美丽庭院”
评比活动，引导村民从自家小院做起，扮美庭院、扮靓
家园；通过政府牵线搭桥、村集体公司流转等形式，向
社会企业和乡贤发出邀请，以开办民宿和农家乐的方
式共同参与美丽庭院建设。

荣昌

首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完工

市民向“大牛”智能法律机器人咨询法律问题。

7月2日，在永川区五间镇合兴村，来自重庆智能
工程职业学院智慧教育学院师生正在农房墙上描绘乡
村新画卷。

据了解，6月29日至7月2日，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
院智慧教育学院2023年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
五间镇合兴村，开展为期4天的“艺绘乡村”社会实践志
愿服务活动。本次墙绘以“学习党的二十大 奋进新征
程”为主题，该院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师生发挥专业
优势，用手中的画笔为乡村绘制墙绘，美化乡村环境。
图为师生们正在认真绘制盛世画卷。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仕川 摄

永川

大学生“艺绘乡村”

□ 合川日报记者 任洋

日前，合川供电公司、广安供电公司、长寿供电公
司在四川省广安市开展“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
联学暨党建联建”活动，3家单位的运维、调控、农电党
支部分别与兄弟单位对口部门党支部结对子并签订合
作协议，携手打造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内跨省合作
的电力样板。

据悉，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是落实《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要求，由四川省和重庆市政府
于 2022年 1月在合川、长寿和广安设立的跨省域合作
实体化运作平台，其目的是强化三市区优势互补，产业
协作，打造跨省域协同发展的样板。

合广长协同发展示范区成立一年多来，合川供电
公司、广安供电公司、长寿供电公司3家电网企业在生
产运维、新技术研发推广、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了部分
试点合作。按照合作协议，今后三方将围绕迎峰度夏
（冬）保供电，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助力乡村
振兴，深化区域电网建设协调发展等方面开展一系列
务实合作，为跨省毗邻地区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可
复制的电力样本。此外，3家电网企业还将围绕电网
统一规划布局，新能源技术研发应用，大电网跨区互
济，共保能源供应安全等内容开展探索尝试。

打造跨省域协同发展的电力样板

合广长三地供电公司签订合作协议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场内看比赛，场外逛集市。7月 4日，垫江县和美
乡村篮球赛（以下简称垫江“村BA”）决赛阶段比赛在
垫江县体育馆打响。观众不仅能在场内欣赏到篮球
赛，还能在场外的农产品集市购买当地的农特产品。

下午6点，比赛还未开始，观众就早早来到体育馆
外。迎接他们的，除了一场酣畅淋漓的篮球赛外，还有一
场垫江县农特产品“消费帮扶”展销会。包家镇的柑橘、
高安镇的鸡蛋、坪山镇的萝卜、五洞镇的西瓜……展销会
上，各式各样的农特产品，让前来看球的观众目不暇接。

晚上8点30分，垫江县“村BA”决赛阶段比赛正式
开始。经过分组赛的层层选拔，来自垫江县24个乡镇
的篮球队，共有 6支队伍进入决赛阶段。本场参赛的
队伍是来自砚台镇和坪山镇的篮球队。经过 40分钟
激烈比拼，最终比分锁定在60：33，砚台镇赢下比赛。

“这次比赛真是既饱眼福又饱口福！”垫江县市民
王静说，观赛前她特意购买了柑橘和西瓜等农特产品，
欣赏比赛的同时，还能品尝水果。

“我们在‘村BA’决赛阶段，特意开展了垫江县农
特产品‘消费帮扶’展销会，让观众们在观球的同时，也
通过消费帮扶助推各乡镇产业发展。”垫江县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悉，接下来垫江县沙坪镇、长龙镇、曹回镇、高安
镇四个乡镇还将进行决赛阶段的比赛。

垫江

“村BA”既饱眼福又饱口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