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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观音岩村11组明文元
（身份证号：510230194201190718）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42011907184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镇丰山村4组1号印显光（身
份证号：510230195104301978）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51043019782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绿香生态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
（印章编号：5002257020150）公司公章遗失，登报作
废，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7月24日，石柱县桥头镇瓦屋
村高庙组，百余名村民和游客聚在
一起参加啤酒文化节，乐享乡村振
兴美好成果。

近年来，该村借着“万企兴万
村”行动的东风，先后引进了重庆
陶然居等20余家企业，建成瓦屋小
镇等精品民宿、手工作坊、各类体
验馆31家，带动周边数百名村民增
收致富。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7月24日，垫江县东部新区三合湖湿地公园，市民
戏水玩耍，好不惬意。该公园按照“休闲、运动、健康旅
游、生态科普”于一体的城市滨水公园打造，融入智慧、
海绵、文化等建设理念，使其成为垫江城市名片。近年
来，该县以争创“市级生态园林城市”为目标，持续给城
市增绿添色，城区内已建成公园13个，城市颜值不断
刷新。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垫江

公园风景秀丽 群众生活惬意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近日，奉节县吐祥镇经发办主任胡
小允刚到办公室，就接到返乡创业者卢
毅打来的电话。对方说，想把一个朋友
介绍到镇上的返乡创业园落户。

上个月，吐祥镇返乡创业园一期项
目投产，不到一个月就冒出了十余家服
装加工企业，大部分由返乡人才创办。

吐祥镇地处渝鄂交界处，地理位置
偏远。这个山区小镇到底有什么吸引
力，让那些在外打拼成长起来的农民工
企业家们愿意带着资金、人脉和技术来
此投资兴业？

从珠三角引回第一家企业

“要是早几年，我说想回老家办厂，
准会被同行笑话。”望着眼前拔地而起的
标准厂房，卢毅感慨道。

卢毅是土生土长的吐祥人，20多年
前就外出打工，辗转深圳、佛山等地，从
服装厂一线工人做起，一步步做到了生
产车间主任。2014年，他投资 70多万
元，在佛山办起一间成衣加工厂，不到 3
年时间，企业销售额就超千万元，迅速抢
占长三角、珠三角市场。“高峰时期，我们
厂房面积就有5000多平方米，有1000多
名一线工人。”

去年初春，卢毅的制衣厂来了几位
说着家乡话的客人——千里之外的奉节
老家吐祥镇主要领导带队前来考察。

乡音让卢毅倍感亲切和激动。这
天，他推掉了好几个客户的面谈，专门腾
出时间，带着考察团走一线、看生产，分
享自己多年的创业历程。

“我们正规划建设一个返乡创业园，
以成衣加工业为主，有没有兴趣回乡发
展？”吐祥镇副镇长田桃洪趁机询问。

“把制衣厂搬到吐祥？可是，那里什
么也没有……”卢毅犹豫着，想着该如何
委婉拒绝。

没等他说出拒绝的话，田桃洪已从
公文包里掏出一张规划图，“这是创业园
建好的模样，奉利高速贯通后，从县城过
来不到 2小时，到湖北利川不到 1小时，
区位优势可谓非常突出。”

短短几句话，勾勒了吐祥镇的发展
前景，让卢毅有了兴趣。

田桃洪又拿出笔来，一边在规划图
上圈圈点点，一边说：“一期项目投资
820万元，共修建了 2栋 3240平方米的
高标准厂房。厂房里，电梯，水、电、通讯
等生产设施一应俱全，企业完全可以‘拎
包入住’。”

这番话，句句说到了卢毅心坎上，他
开始考虑田桃洪的提议。此后，双方又
多次接洽，卢毅终于决定将一部分产能
转移到老家，成为吐祥镇返乡创业园引
入的第一家企业。

打好服务牌，让企业安心留下来

吐祥镇地处偏僻，又没有工业基础，
当地政府是怎么想到修建一座以成衣加
工为主的返乡创业园的？

“这还得从一场返乡企业家新春茶话
会说起。”田桃洪说，去年春节，趁着大家
过年回家的机会，镇里将外出打拼的企业
家、成功人士召集起来，开了一次新春茶
话会。“40多名企业家齐聚一堂，共谋发
展，这算得上是吐祥镇近几年举办的规模
最大、规格最高的一次返乡茶话会了。”

期间，不少企业家都谈到一个共同
话题，这几年沿海用地、用工成本不断攀
升，以服装加工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
业正加快向内陆转移。

说者有心，听者有意。镇里随即进

行了多次调研，最后决定在吐祥场镇建
设一个以服装加工为主导的返乡创业产
业园，完善基础设施配套和政策扶持，承
接东部产业转移。

为吸引企业返乡，在前期规划阶段，
镇里派出多支招商团队，分赴广东、福
建、四川等地，巧打政策牌、乡情牌，借助
吐祥镇外出企业家的人脉资源，以商招
商。很快，创业园便吸引了广东美硕健
康、依亿博、重庆雅缘服饰等十余家小微
成衣制造企业入驻，可实现年加工产值
5000万元以上。

今年5月，创业园即将投产，可园区
事先设计的电力负荷不够用，必须紧急
增设变压器，才能保证企业正常生产。
为此，吐祥镇成立了工作专班，积极对接
当地供电所，为园区供电开辟绿色通道，
仅用 5个工作日就完成了前期勘察、设
计和项目审批等。随即，工程队员通宵
作业，完成了变压器组装、打地桩、高压
电缆铺设等，为园区新安装了一台 400
千伏安的专用变压力，确保企业在 6月
前能顺利投产。

为了给企业提供更加舒适的发展环
境，吐祥镇在园区建设中探索实施“企业
秘书”等服务，优化办事流程，推行“最多
跑一次、最多跑一地”，让企业家们感受
到家乡的温暖。

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增收就业

新建的厂房车间里，一排排布料在
工位间流动，工人们认真地缝纫、裁剪、
压边，制作最新款的女士服装。

在完成最后一套机织设备的安装调
试后，卢毅长舒了一口气。一周前，他从
临时厂房搬进了返乡产业园，组装了两
条生产线。

卢毅说，一条流水线上共有30多个

工位，工人们根据预先设定的版型，进行
统一对条、对格裁剪，高峰时期，一天就
能下线3000多件女装。

吐祥镇是奉节的人口大镇，场镇常
住居民就有 4000余人。“创业园前期招
商中，我们就主要瞅准成衣加工等劳动
密集型产业，希望以此带动农村富余劳
动力就业。”田桃洪说。

三十出头的谭芳英是当地一名留守
妇女，自从孩子上了幼儿园，她就盘算着
利用白天的空余时间，找个工作补贴家
用。得知服装厂在招募女工，谭芳英第
一个报了名。“服装厂离家很近，打工的
同时还能兼顾家庭，一举两得。”经过一
周多的培训，她顺利上岗，平均每天工作
8个小时，一个月就有3000多元的收入，

“一点不比外出打工差”。
目前，服装厂共招募女工 60多名，

为方便大家兼顾家庭和工作，厂里实行
弹性工作制度，工人们可根据自己的安
排，选择上午、下午或是晚上时段上班。

“在产业园投产之前，我们就组织了
多场招聘服务活动，通过现场招聘、微信
短消息等形式发布岗位信息，提供政策
咨询，精准匹配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求职
需求。”田桃洪说，他们还聚焦重点群体
就业，开展了多场培训课堂，免费提供就
业指导、初级技能提升、就业保障服务
等。截至目前，吐祥镇共有2000多人次
参加了就业培训，包括焊工、厨师等技术
型工人的培训。

接下来，吐祥镇还将以返乡创业园为
载体，围绕服饰加工、电子电路等劳动密
集型产业加大招商引资，以乡情为纽带推
动人才回乡、项目回乡，助力乡村振兴。

巧打政策乡情牌 人才项目回乡来
——奉节县吐祥镇建起返乡创业园带动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

重庆日报讯（记者 彭瑜）7月24日，记者从万州区
获悉，万州工业上半年拼出“加速度”，规上工业产值同
比增长 27.9%、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28.5%，增速
均居全市第一。

“两个第一的背后，是万州把发展的着力点放在实
体经济上，坚定不移推进工业强区建设的结果。”万州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万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
展这个首要任务，拿出赛马争先的冲劲干劲，全力以赴
抓项目、全神贯注拼经济、全心全意谋发展。“力争在每
一条赛道都跑出速度和激情，奋力交出高分报表。”

在万州经开区九龙园，记者看到重庆市九龙万博
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 56个生产氧化铝的分解槽巍
然耸立，生产线一派繁忙景象。据了解，今年上半年，
该企业完成产值64.5亿元，同比增长212%，入库税金1
亿元以上，并带动万州先进材料产业实现产值140.6亿
元，同比增长66.4%。公司预计全年产值将突破120亿
元大关，跃上百亿级台阶。

“工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我们将其提到更加突出
的位置。”该负责人表示，瞄准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万州牢固树立“项目为王”理念，全力推动产业聚链成
群，“抓项目、拼经济，提速打造川渝地区重要的现代制
造业基地和三峡库区经济中心。”

今年上半年，万州工业投资同比增长7.4%，其中技
改投资增长80.7%，增速居全市第五；共有28个工业项
目开工建设、17个工业项目竣工投产；工业企业市场主
体较去年底增长41%，新创建市级专精特新企业27家。

好的营商环境也是生产力、竞争力、吸引力。今
年，万州区还出台了一揽子政策措施，着力打造全市一
流、渝东北最佳营商环境。上半年，全区共签约招商引
资项目72个，合同金额266.5亿元、同比增长309%。

在工业领跑带动下，万州三次产业也在比学赶超
中全面发力。上半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0.5亿
元、同比增长6%，总量保持全市前10，增速分别高于全
国、全市0.5个、1.4个百分点，在全市排第6位，比一季
度上升2位，继续保持渝东北第1位。

重庆日报讯（记者 唐琴）记者7月24日从九龙坡区
获悉，自“满天星”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该区聚力打造千亿
级“星耀龙珠”软件产业集群，已累计新增收储楼宇面积
22.84万平方米，汇集软件企业2300余家，从业人员总计
约27500余人，累计实现软件业务收入约384亿元。

软件产业高质量发展，首先得力于高水平的场景开
放。九龙坡区先后5批次开放城市地下管网智能监测、
工业园区智能化改造等场景96个，累计投资44.8亿元，
初步形成具有九龙坡辨识度、标志性的应用场景矩阵。

“场景放得开，‘星’才满天来。一年来，九龙坡把应
用场景开放作为软件产业发展的先手棋，始终聚焦一个

‘实’字，打造了一条路径明晰的场景链。”九龙坡经济信
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以需求为导向，九龙坡构建起紧扣存量载体、产业
链条、城市治理、惠民服务的“四位一体”场景发现机制，
已汇集场景需求清单400余个、产品供给清单120余个。

同时，九龙坡区坚持场景围着企业转，助力忽米
H-IIP、蓝卓 supOS、火石产业大脑等打造智能化赋能
项目、智能工厂、数字化车间等示范应用场景60余个，
推动瑧宝半导体、雅特力微控制器等技术推广使用，推
动智慧交通一体联动系统、智慧教育云平台、智慧流调
系统等一批智能化民生项目应用。

此外，九龙坡还着力以场景开放为产业发展画上
“同心圆”，吸引 20余家上下游企业来区达成合作意
向，落地中国联通（重庆）5G融合创新中心、极狐Git⁃
Lab全球运营总部、东软数字卫健产品研发全国总部
等行业领军企业，以工业互联网、5G平台、软件技术为
主轴为创新应用示范场景赋能，发布智慧医疗一体化
智能平台等应用场景近100个，投资金额超40亿元。

九龙坡

打造千亿级软件产业集群

石柱

乐享乡村振兴好成果

两个全市第一

万州工业上半年拼出“加速度”

□ 荣昌报记者 张雪

近年来，荣昌区清江镇积极探索创
新“高标准农田+”模式，将高标准农田
改造与农村产业发展、美丽乡村建设等
工作紧密结合，提升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改善农村生产生活环境，大力推动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打造成促进农业增效、
农民增收、农村增绿的标杆，为乡村振兴
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第一产业：“散地”连成片
村民乐开颜

近日，记者走进清江镇塔水村水稻
种植基地，只见绿油油的水稻抽出茁壮
的稻穗，稻谷渐熟、颗粒饱满。微风吹
过，稻浪起伏，形成独具特色的夏日画卷。

“得益于高标准农田改造，今年水稻
产量将是有史以来最高的一年。”当地种
粮大户罗道先指着身边哗哗流水的农排
水管感慨道，“高标准农田改造后，接通了
镇上的农排水管，禾苗再也不会‘喊渴’。”

去年，清江镇大力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通过平整耕地、硬化水渠、修建机
耕道路等措施，农田实现集中连片，目前
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1万亩。

“高标准农田建成后，同步完善了供
排水系、路系、水肥一体化等现代智慧农
业基础设施建设，大家之前不愿种的撂
荒地，如今成了种粮大户抢着种的‘香饽
饽’。”该镇相关负责人说，实施高标准农
田改造后，今年引进两个近千亩的大户，
带动 50余户适度规模种植户，以及“N”
家农户种植水稻，形成“2+50+N”的产业
体系。

如今，清江镇水稻种植面积达 7100
亩，今年亩产预计可达600公斤，年产量
4200多吨，年产值超1200万元。

第二产业：做好“米”文章
走出新“稻”路

水稻种植条件好了，产量提升了，加
工、销售怎么跟上？

记者走进清江镇竹林村久丰水稻股
份合作社大米加工车间，伴随着机器的
轰隆声，流水线上的工人紧锣密鼓地完
成每一道工序，一袋袋优质大米打包码
齐后，等待销往全国各地。

“目前已接到50吨新米的订单。”该
合作社相关负责人笑着说，为迎接今年
的丰收，车间已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
如今，可日加工大米110吨。

这仅是清江镇众多水稻加工厂之
一。得益于高标准农田改造，水稻产量
大大提高，让更多人看到了机遇。目前
该镇成功引入、培育农业公司和农民合
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50余家，建成
粮食储存和加工基地 2个、粮食烘干设
备 5台套、大米加工生产线 2条。同时，
开发香米、鲜米、定制大米等系列产品，

成功申报“荣粟”“鑫稼源”等绿色品牌认
证6个。

对于“家门口”发展起来的“火红”产
业，村民们也喜笑颜开。

“我在村久丰水稻股份合作社上班，
一年能挣近3万元。”塔水村村民李大姐
乐呵呵地说，能在“家门口”挣钱，她感到
很满足。

第三产业：稻田“一子落”
农旅“满盘活”

一“花”独放不是春，“三产”齐开
春满园。高标准农田改造，不仅让清
江镇水稻产业发展起来，老百姓的口
袋鼓起来，同时，还让当地的环境美了
起来。

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该镇把生态
环境改善与农田基础设施建设有机结
合，通过统一设计、连片建设，将农田区
打造成秀美田园。

这段时间，清江镇河中岛“稻田艺术

剧场”格外热闹，成片绿油油的稻田，吸
引不少游客前来打卡。从空中俯瞰，稻
田中间呈现出“强国有我”字样以及轮
船、火箭、中国地图等图案。

原来，该镇利用不同水稻品种间的色
彩差异，在田里“秀起了书法”“作上了画”，
这别具一格的造型，让游客颇为惊叹。

不仅是游客，当地村民也为高标准
农田改造带来的变化点赞。

“以前外出旅游寻美，现在‘家门
口’就成了景区！”71岁的塔水村村民
张大爷高兴地说，“这日子真是越过越
美了！”。

在稻田附近经营副食品店的商家也
说道：“现在游客变多了，我们的生意自
然也红火起来了！”

……
稻田带来的变化，仅是该镇农旅融

合发展的一个切面。
近年来，清江镇积极发展乡村旅游，

打造以河中岛为中心，向稻田艺术剧场、
狮滩半岛两端延伸的田园综合体；以“农
耕体验”为重点，积极申报市级劳动研学
基地；以“吃住”为突破口，打造民宿田园
综合体；以“运动”为突破口，建成滨河步
道 7.5公里；以“旅游”为突破口，整合泸
县屈氏庄园等周边旅游资源；以“康养”
为突破口，优化“清江晓苑”康养中心运
营，成功将有限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
生态产业优势。

目前，该镇共发展民宿7家、农耕研
学企业 1家，全年接待游客及培训、集
训、研学等各类人员2万余人次。

如今，清江镇用高标准农田改造这
个杠杆撬动农村产业改革，将农产品种
植、加工、销售以及观光旅游“三产”融为
一体，正逐步形成全面化、多元化、规模
化的农旅融合发展特色新格局，谱写现
代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荣昌：“高标准农田+”赋能乡村振兴

清江镇河中岛“稻田艺术剧场”俯瞰图（荣昌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