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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桑叶茂盛、蚕茧丰收时节，
在位于大足区中敖镇碑坳村的埂生基
（重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埂生基公司”）收购点，一大早，便有
装满蚕茧的运输车等候在这里。收购人
员将蚕茧验级、过秤、记账，再倒入烘干
设备，现场一片忙碌又有序的景象。

大足气候温暖湿润，土壤肥沃，自古
就有种桑养蚕的传统。近年来，大足区
引进埂生基（重庆）生态农业有限责任公
司，对传统蚕桑养殖进行产业升级换代
的同时，不断延伸产业链，进一步提高蚕
桑业综合效益。2022年 4月，大足区委
党建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的《“大丰大
足·共享共富”党建引领乡村振兴行动实
施方案》提出，力争经过 5 年努力，让

“桑+”基地面积达到 10万亩，实现综合
年产值20亿元。

大足蚕桑产业正蓄势“化蝶”，绿叶
银丝正成为乡村振兴一道靓丽风景。

技术升级突破产业困境

中敖镇观寺村位于大足城区以北 5
公里，这里地处丘陵，沟壑纵横，坡高易
旱。2014年开始，观寺村开始致力于产
业发展。

然而，几年时间过去了，由于老旧的
农户模式和缺乏技术力量的支撑，特
色产业的发展面临困境。如何激活传
统产业，技术的革新与产业升级迫在
眉睫。

2018年，埂生基公司落户观寺村，企
业的入驻给村里的蚕桑产业带来了希望。

埂生基公司由西南大学和重庆市蚕
业科学技术研究院提供现代科学养蚕的
技术，是一家集桑树种植、家蚕养殖、良
种繁育、科普旅游等为一体的蚕业资源
综合开发利用公司，也是市级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2019年初，该公司在中敖
镇观寺村建立起一个 800亩的蚕桑基
地，并在当年就实现投产。

“大足的气候条件适宜发展蚕桑业，
但是养蚕是一件精细活，过去因为组织
模式、技术力量等原因，老百姓放弃了。”
埂生基公司副总经理倪蓓华说，公司从
一开始便采用智能化养殖新方法，并搭
建智慧蚕桑指挥中心，技术人员只要通
过电脑系统轻轻一按调控键，就可远程
调控蚕房温湿度，实现核心示范区桑园
的自动化灌溉、基地农事信息自动化收
集传输和自动化办公调度等。

同时，针对不同阶段的蚕，埂生基公
司会喂养不同品种、品质的桑叶，由技术
员为蚕的生长提供科学的营养搭配。智
能化的养蚕车间也将为蚕的生长提供最
合适的温度、湿度和光照等，实现蚕茧品
质基本保持一致。

“传统模式一年养4批蚕，新模式下
今年桑树进入高产期，预计一年可以养
10批蚕。”倪蓓华说。

不仅如此，埂生基公司采取粮桑套
种轮作模式，在坡地、旱地通过“蔬+桑”

“粮+桑”等间作的方式，大力提升土地利
用质效。

“我们选用强桑和农桑系列优质桑

品种，在桑园内间种粮食和蔬菜，所生
产的农产品全部实行订单收购，茧、粮、
菜亩均产值达到 1万元。”倪蓓华说，由
于蚕桑产业短、平、快的发展优势以及
具有劳动强度不大、投资小见效快、适
宜小家庭作业等特点，群众发展积极性
较高。

有了技术和管理的支撑，大足区蚕
桑产业得到蓬勃发展。截至目前，大足
区蚕桑种植养殖发展覆盖中敖、珠溪、国
梁等7个镇，基地企业30余家，投产标准
化桑蔬基地1.2万亩，建成全市规模最大
的商品化小蚕共育中心和综合加工中
心，标准化养殖车间20个。

全链联动迸发新“丝”路

种桑养蚕，但种桑不仅仅只为了养蚕。
“桑树浑身是宝，三桑即桑枝、桑叶、

桑葚的综合利用，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和良好的发展前景。”倪蓓华说，三桑产
业是“三 F产业”，一方面能提供美丽的
丝绸纤维（fabrics），另一方面可以作为
食用（food），饲料用蛋白来源（feed）也具
有非常好的前景。

倪蓓华进一步介绍，蚕桑中含有蛋
白质、氨基酸、多糖类、黄酮类物质等，可
进行药食同源开发；利用桑果可以研制
开发出桑果汁、桑果酒、桑果粉等系列产
品；桑叶可开发桑叶茶、桑叶菜、桑叶凉
茶饮料、降血糖保健食品等；利用桑枝优
质蛋白高、活性物质多、适应性强等特
点，可以开发桑枝菌。

“现代蚕桑产业是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典型，它的上游是农业，中游是加
工业，下游是商贸服务业。”倪蓓华表示，
蚕桑产业的未来一定是从“单一产业”向

“多元发展”拓展。
为了延伸产业链，埂生基公司依靠

重庆市蚕业科学技术研究院的技术支
持，加大了对饲料桑、桑叶茶、桑果酒饮、
桑枝食用菌、蚕沙利用等领域的产品开

发力度，重点突出蚕桑食品类、桑茶饮料
类、桑黄保健酒类、化妆品、面膜、乳液蚕
丝蛋白类等大健康生物科技产品，进一
步提高蚕桑产业综合效益。

不仅如此，埂生基公司还将以百里
蚕桑产业长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
载体，将蚕桑产业发展与自然底蕴、人文
历史相结合，积极发展以桑果采摘、蚕桑
文化、创意景观为主题的农桑休闲康养
旅游，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经过 4年的发展，大足蚕桑产业也
在埂生基公司和重庆市蚕业科学技术研
究院的牵头带动下，不断发展壮大，大足
区年产鲜茧实现 400吨，干茧 200吨，蔬
菜 2万吨，桑叶茶 1万公斤，蚕丝被 2万
床，桑叶面50吨……

预计到2027年，大足区桑园面积将
达到 5万亩，年产干茧 1000吨；到 2029
年，桑园全部丰产，年产干茧将达 2000
吨，实现蚕茧产值 3.5亿元，间种农作物
产值1.5亿元。

村民增收致富“有盼头”

“管护、收茧子的工作轻松，离家也
近，比起在外面打工划算！”在中敖镇碑
坳村蚕桑基地，村民张家均干劲十足。

张家均今年 57岁，两年前，他和妻
子龙婷珍来到村里的蚕桑基地务工，妻
子负责喂蚕，他则负责基地的管护、杂
活。每人每月收入 2000多元，加上土
地流转收入，两人一年可以收入 5万元
左右。

村民莫方海，几年前来到蚕桑基地
工作。他年轻肯干，加上埂生基公司的
培养，如今37岁的他已经成长为基地管
理层，除了每月固定的工资收入外，年终
还有奖金。

“碑坳村属于丘陵地带，发展农业产
业有局限性。2020年引进蚕桑产业，既
利用了土地，又带动了周边老百姓就业，
提高了农民收入。”碑坳村党支部副书记

蒋恩恺说。
除了碑坳村，蚕桑产业还让珠溪镇

盘龙村尝到了“甜头”。
2020年，珠溪镇盘龙村希望有产业

支撑，帮助当地水库移民就业、增收。随
即，蚕桑产业带头人马强将项目落户到
盘龙村。

项目布局了1200亩桑树，养蚕方面
则与埂生基公司合作，增强技术支撑。
为了帮助产业发展，盘龙村积极为产业
园配套生产便道等基础设施，马强也与
村集体建立合作，由村集体修建冻库、蚕
棚等生产场地作为固定资产投资，每年
可分得投资资金的5%。

产业效益稳定，带动村民增收也十
分明显。马强介绍，养蚕固定工人 10
名，每生产一季工资在 3000元左右，一
年下来可收入 1.8万元。采桑按照每公
斤0.4元计算，村民最少的一天也能收入
60元，多的可达到100元以上。

“2023年，大足蚕桑产业预计农业
产值 5000万以上，带动农户 5000户以
上。”倪蓓华说，到 2025年，埂生基公司
将在大足实现总投资10亿元，发展立体
农业基地 10万亩，带动 100个村、2万农
户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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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足“桑+”文章 5年力争综合产值20亿元

新渝报讯（记者 刘星）近日，第十一届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大足五金产业技术创新专业
赛初赛结果出炉，共计 20个项目通过专家评审进入
决赛。

据了解，中国创新创业大赛（重庆赛区）大足五金
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由大足区人民政府会同重庆市
科技局主办，自 2019起，在科技部火炬中心的指导
下，已成功举办三年。三届大赛共征集到作品 1734
件，其中国外作品 30件，目前已有 5家刀具企业分别
与 4所高校和 3家设计公司合作，对 11件获奖作品实
施转化应用，8件大赛作品已成功转化为产品，并投
放市场。

“现在大赛已成长为全国一流刀具设计和五金产
业技术创新的专业赛事，形成了以成果转化、知识产权
保护、投融资合作、科技金融、政策激励为主的‘五链
式’科技服务体系。”大赛主办方负责人介绍，本届大赛
更加突出技术创新，围绕五金产业新技术、新材料、新
设备和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两个方面，设置了两个
专业方向的分项赛，让大赛升级蝶变为产业类技术创
新专业赛事。本届大赛共有 150余个项目注册报名，
93个项目进入初赛，其中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专业
方向的项目有63项，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专业方向
的项目有30项。

大赛评委们认为，本届的参赛项目在技术创新特
色鲜明，智能机器人、粉末冶金、激光加工等新材料新
技术也融入五金行业，有利于传统五金产业的提档
升级。

20个项目入围大足五金
产业技术创新专业赛决赛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昨日，
记者从大足区民政局获悉，今年以来，大足区按照“试
点先行、分步实施、批次推进、全面覆盖”的思路，已建
成8个“长者食堂”，预计年内将扩展至12个，服务覆盖
老年群体约5万人。

一到饭点，龙岗街道学坝社区刚建成投用的长者
食堂就热闹起来。该食堂主要服务对象为辖区内 60
岁以上，以独居、留守老年人为代表的老年群体。食堂
遵循“低糖、低油、低盐”原则，为老年人提供营养均衡
的膳食，从原料采购到饭菜上桌实现了全程可追溯，同
时，政府按照每位老人情况的不同进行梯次补贴，补贴
后每人每餐仅需花费2至8元不等。

据了解，这家食堂的装修布局中运用了大量本地
的特色元素，包括老照片墙、大足剪纸等。功能性打造
上，开辟了棋牌室、图书园地，并设置了健身器材，旨在
以食堂为原点，建设适合老年人的休闲空间。

“我们坚持基层党组织领办长者食堂，不断满足老
年群众日益增长的助餐服务需求。”龙岗街道办事处党
工委书记霍应康介绍说，长者食堂按照“民生综合体＋
中央厨房＋种植基地”全链条运营模式，联合专业机构
运营，保障品质降低成本，保证长者食堂的公益属性不
走样。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镇街做好长者食堂的建设
和规范运营，落实主体责任，着力把长者食堂打造成拓
展居家养老服务的重要阵地、助力老年人幸福生活的
重要平台，逐步满足老年群体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
需求，助推高品质、多元化的养老服务体系构建。”大足
区民政局副局长郑光宏说。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熊敏秀）盛夏来临，大足
进入持续高温少雨天气，居民用水需求也随着气温的
升高逐渐增大。7月18日，记者在清明桥水厂看到，工
人正在检查水厂设施设备，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间城
区供水安全。

据悉，大足无大江大河过境，供往城区的水源主要
来自上游水库和化龙水库。自 7月 11日入伏以来，大
足已进入一年中的用水高峰期。目前，大足城区日均
用水量已达 6.2万立方米，相当于 25个标准游泳池的
总蓄水量。

“针对大足城区水量需求大的问题，我们通过龙水
应急泵站将成品自来水供应到城区，保障城区的水量、
水压。同时，我们也对供水设备进行了检修，保证高峰
供水时期设备正常地运转。”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此外，西门水厂、清明桥水厂等
水厂在确保供水充足稳定的同时，通过技术革新，采用
市面上最新科技的消毒药剂，严格保障了出厂水质。

保供水离不开抓节水，在夏季高温用水量增加的
背景下，如何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率，也是事
关每一位大足居民切身利益的要事。

“生活中处处离不开水，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长
时间累积下来就能节约不少水。当前正值用水高峰
期，我们呼吁广大市民增强节约用水意识，做到错峰用
水、科学用水。”重庆市渝大水务有限责任公司后勤主
管蒋李说。

保供水抓节水并举

观寺村桑蚕产业园。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工人正在给蚕喂桑叶。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大足已建成投用8个“长者食堂”
今年内将扩展至12个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实习生 徐语晗

网络飞速发展，电信诈骗手段层出
不穷，令人防不胜防。今年 1—5月，大
足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 300件，共
计破获电信诈骗案45件，已实际返还受
害人资金 337.21 万元，追赃返还率
20.56%。

为提高广大市民的“反诈防诈”安全
意识，日前，记者整理了部分电信诈骗典
型案例，并采访了警方相关人士，提醒大
家在生活中提高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任何人无权删除或修改个
人征信

6月 27日，龙石镇一居民收到自称
是“京东客服”的电话，对方称其开通的

“微粒贷”不符合规定，需要进行取消。
于是，该居民在对方的引导下下载

了“todesk”App，并根据对方发送的链接
进入到了“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
站。通过该网站“客服”指示，该居民在
各大银行以及“极融借款”平台进行贷款
操作，并将所贷的147000元款项全部转
到了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中。

后经家人提醒，该居民意识到被骗
随即报警，共计被骗147000元。

警方表示，个人征信由中国人民银
行统一管理，任何人无权删除或者修
改。如对个人征信存在疑惑可以登录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网站查询。不
管什么套路，只要提到转账，都是诈骗。
广大市民切勿点击来历不明的网络链接
或者向陌生人转账汇款，以免上当受骗。

网络刷单不可信

6月 20日，龙岗街道一居民被拉进
陌生微信群，看到群内有人说刷单可赚
钱。该居民通过群内链接下载“Amber”
App，通过群“助理”引导进行刷单操作，
根据其发布的链接任务进行点赞获得
228.61元的佣金。

后来，该居民又根据对方引导做转
账任务，先向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
100元后，获得返利 129元。之后，他又
继续转账 1000元，对方称其操作失误，
需要继续转账才能提现，对方还一直要
求其转账。此时，该居民意识到被骗遂
报警，共计损失201044.39元。

警方介绍，所谓刷单，就是通过网上
购物方式为网店刷信誉或者充值刷流
水，网店向刷单者返还货款并支付佣金
的违法行为。诈骗分子往往以兼职刷单
名义，先以小额返利为诱饵，诱骗你投入
大量资金后，再把你拉黑。

警方提醒，千万不要轻信兼职刷单广
告，所有刷单都是诈骗，不要缴纳任何保
证金、押金。一旦发现被骗，请及时报警。

“股票群”套路深

6月 29日，双路街道一居民接到关
于股票投资的电话后添加对方QQ，根据
对方提供的安装包下载“MosGram”聊天
软件，被对方拉进一群聊中。

之后，该居民通过群内“接待员”发
送的安装包下载“VANHOZQ”软件并注
册账号，“接待员”介绍了控盘票规则，并
引导他购买股票。

该居民向对方提供的银行账户转账
7次共计 286000元。后来，他发现该平
台上的资金被冻结无法提现，意识到被
骗后遂报警，共计被骗286000元。

警方提醒，一进股票群，套路深似
海。“老师”“学员”都是托儿，炒股软件都
是假，只有你是“真韭菜”。一旦发现被
骗，请及时报警。

关闭贷款服务是诈骗

7月1日，万古镇一居民接到自称是
“京东客服”的电话，对方称需要其关闭
京东贷款。

该居民按要求下载“zoom”App进入
对方会议，并共享屏幕。根据对方引导
登录中国农业银行手机银行，将 240543
元的定期转为活期，输入对方提供的银
行卡号及代码后，发现自己银行卡被扣
费240543元。意识到被骗后遂报警，共
计被骗240543元。

警方提醒，任何能够帮你关闭贷款
服务、注销贷款账号的来电，都是诈骗。
如对自己是否办理过贷款业务存有疑
虑，应该联系平台官方客服，询问事情的
真实性。即使对方能够准确说出你的个
人以及贷款信息，也不要轻信任何陌生
人的说辞。

大足破获电信诈骗案45件 追赃返还330余万元

新渝报讯 来自警方的统计显示，今
年1—5月，大足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
案300件，刷单返利类排名第一。

据警方介绍，诈骗类型排前三的是刷
单返利类91件、其他类型诈骗32件，虚假
购物（服务）类31件、虚假征信类31件。

截至5月底，大足区共计抓获涉诈、
两卡嫌疑人员72名；截至4月底，大足区
共移送起诉涉诈犯罪嫌疑人 93人，其
中，诈骗案件起诉47人；截至5月10日，
大足区总计拨打预警电话188526次，发
送短信预警 94891条，见面劝阻 16843
次，预警成功 62842 人次，劝阻金额
113.57万元。

“我们还通过发布反诈媒体作品、张
贴反诈海报等方式开展反诈宣传。”大足

区公安局相关人士呼吁广大市民，下载
“国家反诈中心”App对相关账号进行验
证，避免上当受骗！

下一步，警方将及时总结典型案例，
精准发布警情提示，加大宣传力度，力争
实现“重点群体全覆盖、系统内部零发
案”；深入摸排、及时录入辖区内滞留境
外涉诈重点人员，及时掌握真实情况和
动向，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信息准；持续
深化警银、联动合作机制，每月通报各行
涉诈账户开办数据，加强三大运营商的
沟通交流，进一步督促其履行行业监管
职责，优化“两卡”治理；多措并举、创新
方式方法，充分发挥宣传防范、预警反
制、破案打击等工作实效，全力扭转案件
高发态势。

相关新闻

刷单返利类诈骗排名第一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7月 20日是“全国特奥
日”。7月 19日，大足区残联联合大足区民政局、大
足区人民医院、重庆市现代智慧民政科学研究院，
围绕“融合共享，关爱服务智力残疾人”为主题，开
展了“益童筑梦·参与特奥”保护未成年人主题活
动。来自全区的 90余名智力残疾儿童及家长参加
活动。

活动中，大足区残联相关负责人播放了全民反诈
行动宣传片，并围绕未成年人六大保护内容进行讲
解。工作人员提醒家长，要重点关注未成年人的心理
状况，适时对未成年人进行安全教育，提高未成年人的
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

宣讲结束后，志愿者还带领孩子们开展了数字套
杯游戏、运球游戏等有益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
营造了扶残助残的良好氛围。

90余名智残儿童
参加“特奥日”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