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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7个城市社区、12个行政村、超 20
万在此工作生活的人、逾 58平方公里
面积……

长生桥镇面积比两个渝中区还大，
是南岸区最大的镇街，而且呈现城市新
区与乡野农村交织杂糅的特点——驾着
车辆，也许只是一个拐弯，你就从城市步
入了乡村。

面积大、人口多、二元结构突出的这
样一个“大镇”，如何实现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8月 2日至 3日，记者通过深入采访
得知，今年以来，该镇紧扣“一二三产联
动、城乡融合发展”思路，按照“区域+特
点+功能”模式，在全镇梳理规划出18个
特色发展区域，分别发展餐饮美食、特色
商业、乡村旅游、文创基地、数智产业等，
因地制宜打造经济发展“十八香”。

农文旅融合发展
“高铁公园”呼之欲出

“你看，山下离我们最近的地方，就
是正在加紧施工的重庆东站。”3日午
后，晴空如洗，站在长生桥镇广福山顶的
观景平台，整个茶园片区尽收眼底，顺着
广福村村委会副主任王宇指的方向，可看
见重庆东站偌大的施工现场一派忙碌。

“近在咫尺的火车站投用后，我们的
区位优势将更加明显，发展乡村旅游信
心更足了。”她告诉记者，作为全镇“十八
香”之一，广福村依托毗邻重庆东站的区
位优势，将立足“山野乐园 高铁公园”定
位，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尽管并非周末，位于广福山半山的
茗藤庄园依然迎来了两拨客人。“我们这
里离主城核心区很近，不少客人通过社
交平台慕名而来。”62岁的老板蔺学模
就是广福村当地人，他的庄园占地 400
亩，除建有 40间客房外，还有可容纳数
百人就餐的餐厅，最吸引人的则是 200
亩柚林和近100亩包括草莓、葡萄、西瓜
等在内的果园。亲子采摘、农事科普是
他经营的一大亮点，每年可吸引近10万
游客。

“过两年火车站修好了，游客数量可
能还要增多。”老蔺盘算着，到时候还要

把庄园硬件设施进行升级、景观打造再
提档次，让更多游客来得了，留得住。

王宇告诉记者，让全村迈入农文旅
发展“快车道”的，既有环境禀赋，也有区
位优势，更有充分的准备。目前，该村已
有11家农家乐提供餐饮、观光、垂钓、农
事体验等服务。村里正进一步夯实吃

“旅游饭”的基础，包括硬化17公里主公
路、修建 3条 5.5公里长的登山步道、打
造两个观景平台、开通进山公交线路等，

“到2025年，‘山野乐园 高铁公园’的乡
村旅游新图景，就将正式与游客见面。”

盘活闲置资产
镇里有了产业孵化园

创智路社区是长生桥镇 2018年才
设立的一个新的城市社区，也是一片以
新建住宅小区为主的城市新区。在几乎
没有产业基础的背景下，如何让这一区
域实现特色化发展？

“通过以商招商，我们不仅盘活了闲
置资产，还让镇里有了第一个产业孵化
园。”长生桥镇经济发展办公室主任李娜
告诉记者，创智路社区有不少闲置资产，
今年 5月，一家位于长生桥镇的机电公
司负责人在与她闲聊时谈起，位于南坪
的一家财务咨询服务公司想在茶园片区
打造一个产业孵化园，当时正在选址。

获悉这一消息后，李娜立即与对方
公司负责人赵志宗取得了联系，经过接
触洽谈，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并签
约。7月 12日，一条船企业孵化器（重
庆）有限公司在创智路社区诞生，目前正
进行办公装修及开业筹备当中。

“之所以选址创智路社区，一来看重
其紧邻重庆经开区的优势，二则被长生
桥镇的营商环境所打动。”3日下午，赵
志宗告诉记者，镇上提供了 4处办公地
址供他们选择，还以远低于市场价的租
金向他们提供办公场地，在证照办理等
政务服务方面，也是“一站式”即办即领，

“速度之快、服务之优，令人感动。”
据了解，该产业孵化园首期占地面

积约 2700平方米，主要孵化科技型、创
业型企业，由赵志宗所在的公司作为服
务平台，向入驻企业提供专业的行政许
可、知识产权、人力资源等企业全生命周
期服务。目前，孵化园已吸引了20多家

公司入驻。
在李娜看来，虽然租金收益不高，但

孵化园从无到有，不仅盘活了闲置资产，
还能吸引更多科技型、创业型企业入驻，
这对孵化园、入驻企业和长生桥镇而言，
可谓一举多赢。

填补主城空白
打造中药盆景研学园

“盆景本来不是祠堂坡的传统优势
产业，直到2020年一些外迁而来的盆景
园落户后，才让我们尝到了发展这个产
业的甜头。”在长生桥镇茶园村祠堂坡
社，该村党支部书记陈联国向记者道起
了缘由。

2020年，有 7户镇内盆景产业大户
带着 3万多盆盆景落户茶园村祠堂坡
社，并流转当地 100亩土地新建起盆景
园，仅土地和办公用房租金两项，每年就
可为祠堂坡社带来20万元收益。

“别看规模不大，但盆景园建起后的
带动效应不错。”陈联国告诉记者，随着
盆景园的落户，前来观光的游客开始增
多，也促成了茶楼、餐厅、咖啡吧等业态
的相继入驻。

九平茶筌的店主先策就是长生桥镇
当地人。2022年6月，他投资数十万，租
下了祠堂坡社一栋民房，打造起一间

300来平方米的茶室，如今每月营业额
都有两三万元，“当地的盆景已经小有名
气，我就想趁着这股势头，打造一个中药
盆景研学园。”

先策告诉记者，茶园村祠堂坡社在
海拔 380米左右的半山腰上，不仅有适
宜盆景栽种的气候，更有适宜其生长的
酸性土壤。今年他已经流转了 14亩土
地，准备栽种超百个品种、上万盆的中药
盆景，并与中药研究院等机构合作，打造
主城首个中药盆景研学园。

记者了解到，因地制宜打造经济发
展“十八香”，长生桥镇不仅成立了18个
工作专班，还制定了“十八香”工作清单，
从特色命名到空间载体、现有主体、发展
方向、近期任务、远期目标等一一进行了
明确。

“我们正以‘十八香’为抓手，推动全
镇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长生桥镇相关
负责人称，“十八香”因地制宜、各具特
色，充分结合各区域产业现状、优势资
源、发展潜力等因素，突出时尚、生态、科
创等特色，涵盖文旅、餐饮、产业等业态，
旨在促进全镇经济多元发展、打造更多
区域品牌。

8月1日，在酉阳县涂市镇银岭
村 2 组五倍子产业基地，工人们正
在忙着除草。

五倍子富含单宁酸，是我国重
要的林特资源，在医药、化工、矿冶、
电子、化妆品、食品和饲料等行业应
用广泛。酉阳县具有发展五倍子产
业的优良条件，是全国有名的五倍
子产地，目前在涂市、南腰界、黑水
等多个乡镇均发展有五倍子产业基
地。现阶段，相关单位和乡镇正从
基地建设、产业布局、项目设计、可
持续发展等方面综合考量，以提高
产量为抓手，推动五倍子产业提档
升级、提质增效，做优做强五倍子产
业，促进群众增收致富。

酉阳报特约通讯员 陈碧生 摄

酉阳

小小五倍子 富民好产业

南岸长生桥镇“十八香”撬动镇域经济发展

从空中俯瞰南岸区长生桥镇广福山。（图片由南岸区长生桥镇提供）

□ 九龙报记者 黄秋彤

为推动安全管理模式创新，提升全
区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管理水平，2021年
6月，九龙坡区在全市率先成立九龙坡
区道路运输安全服务中心，探索出行业、
企业、协会、从业人员、平台服务商各司
其职、闭环运作的机制，构建起静态安全
和动态安全有机结合、行业监管和企业
管控深度融合的一体化安全服务体系。
九龙坡区道路运输安全服务中心成立两
年来，筑牢了层级贯通、环节协同的安全
防火墙，安全监管成效显著。

建设“一”个中心
扎实做好安全监管和帮扶服务

走进位于毛线沟杨渡二村的九龙坡
区道路运输安全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
通过电脑密切监测着货运企业及车辆的
实时状况。中心培训室内，安全管理人
员正围绕行业特点、安全生产、应急处置
等方面，为学员们进行详细讲解。

“我区现有道路货运企业449家、个体
260户、货运车辆5904辆。其中，小微企
业和个体经营业户占辖区货运企业总数
的95.59%。我们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如何

才能走出道路货运行业安全风险高、隐患
突出、事故频发的窘境。”据九龙坡区道路
运输事务中心主任涂太军介绍，2021年6
月，九龙坡区交通局依托九龙坡区道路运
输协会成立九龙坡区道路运输安全服务
中心，由重庆若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和
重庆北导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共同运营，
共配备 8名工作人员，组建车辆动态监
控和帮扶托管服务专班，为辖区道路运
输企业、车辆及从业人员提供相关服务。

据了解，九龙坡区交通局在总结分
析货运行业安全生产特点和近年来安全
生产事故调查报告的基础上，把“九龙坡
区道路运输行业风险管理平台”线上查
询监管功能转换、扩容、升级为实地服务
功能，以购买第三方服务的方式，搭建起
集安全风险管控、车辆动态监管、帮扶托
管服务于一体的安全管理服务中心，有
效解决了安全监管“人”不够多、“手”不
够长、“腿”不够快、“眼”不够亮、“耳”不
够灵的管理难点痛点，为筑牢安全生产
防火墙打下了坚实基础。

搭建“两”个平台
全面加强动态监控和风险防范

在九龙坡区道路运输安全服务中心

大厅，一块近 6米长的 LED高清大屏清
楚显示着全区道路货运行业基础资源、
日常监管、安全履职、行业监测、车辆动
态等情况。“我们希望用一张图，让行业
隐患问题看得见、抓得住、管得到。”重
庆若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卫
军说。

为解决行业安全监管和企业安全管
理两张皮、上层管理和下层落实两张皮、
静态安全和动态安全两张皮的问题，九
龙坡区交通局将“九龙坡区道路运输行
业风险管理平台”和GPS动态监管平台
进行整合，由九龙坡区道路运输安全服
务中心统一管理和服务。

“我们首先对平台进行扩容升级，把
辖区内客货运企业、驾培机构、从事二维
作业的维修企业及所有客运车辆、12吨
以上的货运车辆纳入平台服务对象，通
过科技手段把涉及企业、车辆、人员安全
工作的 10项指标纳入监管范围。”李卫
军表示，平台新增了驾驶员远程日排查、
行业远程检查、企业远程上传、从业人员
远程学习等功能，实现了安全管理要求
向末端延伸，大幅提升了企业监管的覆
盖面和精准度。

仅有平台远程监管还不够，中心监
控平台直接从全国货运管理平台接入

12吨以上货运车辆动态监控数据，确保
动态监控数据真实准确，所有企业可免
费使用，实现了企业、车辆动态管理全
覆盖。

强化“四”方协作
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明确各方职责

据介绍，九龙坡区将监管方、平台服
务商、安全服务中心、进入平台的企业等
四方作为安全服务中心运营相关方，其
中监管方包括区内交通、应急、交巡警、
交通行政执法等部门单位，建立起联席
会议制度，出台《九龙坡区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明确
各方职责和操作流程。

以平台为抓手，以问题为导向，以
精细抓监管，以精准除隐患，全区道路
货运行业安全监管效能明显提升，企业
安全管理水平明显向好，企业安全风险
隐患指数明显下降。目前，辖区范围内
接受第三方咨询服务企业约 400家，进
入托管服务 27家，进入安全风险管理
平台企业由原来 42家增加到 434家，安
全风险隐患指数从最初的 22000余条
下降到 1560 条，风险隐患整改率达
92%。

构建监管一体化 精准有效除隐患
九龙坡区创新建立道路货运行业安全监管模式

□ 上游新闻记者 陈竹

8月3日，记者从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获悉，目前，
“两江四岸”葛老溪段完工，并将逐步向市民开放。

据了解，葛老溪段项目治理范围从葛老溪入江口
起至万发码头止，岸线长3.3公里、面积65公顷。

该段以“艺术+文旅”为主题，以“江州艺渡，石滩寻
趣”为愿景，打造集民俗体验、亲子游憩、科普教育为一
体的艺术休闲水岸。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消落带生态修
复、公共空间利用、配套设施完善及步道建设等，主要
有义渡古镇、滑石滩、童艺驿站、休闲驿站、特色历史文
化展馆等空间节点。

葛老溪段主要划分为义渡古镇片区、滑石滩片区
和万发码头片区等三个片区，其中，义渡古镇片区将义
渡古镇、义渡公园、儿童公园有机串联，打破铁路阻隔，
引入腹地人气，将单一的“义渡古镇”转变为“大艺渡”
景区；滑石滩片区通过挖掘石碾盘为代表的农耕文化，
打造梯田景观等特色体验园；万发码头片区将货运码
头转化为滨江公共空间，增添市民亲水体验。

重庆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葛老溪段
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增强生态承载能力，提升滨江

“颜值”，为“公园大渡口、多彩艺术湾”添彩添色，焕然
一新的葛老溪滨江地带成为市民和游客喜闻乐见的滨
江休闲空间。

重庆“两江四岸”添新景
葛老溪段完工

8月2日，开州区白鹤街道葡萄种植基地，暑假返
乡大学生正通过网络直播帮助村民销售葡萄。

近年来，该区大力实施大学生“返家乡”社会实践
活动，为2300余名大学生搭建社会实践平台，让在外
学子进一步了解家乡、提升自我，努力引导他们返乡就
业创业，为推动乡村振兴贡献青春力量。

重庆日报通讯员 王晓宇 摄

不久前，丰都县高家镇汶溪村村民张某与邻居产
生土地纠纷，为此，他来到就近的“法律之家”进行咨
询。在值班人员的耐心调解下，双方握手言和，同意进
行土地互换。“以前遇到这种事得跑到县里找人咨询，
现在不出村就能解决。”张某深有感触地说。

近年来，丰都县司法局、普法办整合村社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室、人民调解室等平台资源，集中打造 13个
社区（乡村）“法律之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便捷的法律服务。

每个“法律之家”均设有统一的标识，配备法律图
书，张贴法治海报。每周，司法所都会指派一人到“法
律之家”驻点值班半天，协助群众办理法律服务事项；
每月 10日，法律顾问到“法律之家”现场办公，帮助解
决基层法律问题；“法律之家”每季度还开展一次主题
日活动，由县司法局法律援助、公证、律师事务所等法
律服务机构和社会力量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之家”还
融合人民调解室的功能，将村社法律明白人、人民调解
员组织起来，一起参与矛盾纠纷化解。

丰都县将进一步健全完善工作机制，改进提升服
务质量，努力将“法律之家”打造成为基层一线法律服
务综合平台，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丰都

法律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

□ 荣昌报记者 曹让均

记者近日从荣昌区农业农村委获悉，荣昌区2022
年度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已全面完工，1.79
万亩农田通过改造提升，将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提
升土地利用效率，助力农业产业发展。

种粮大户罗道先在清江镇竹林村流转了 200亩
土地，用于发展水稻、柑橘等农业产业。为了支持其
产业发展，今年 3月，荣昌区农业农村委将相关地块
纳入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不仅让地块更适
于机械化耕作，还优化完善了高位蓄水池等农田基础
设施。

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除了对地块进行整治提升，该
委还着力引进现代高端智能管理设备，帮助种植户增
强专业化管理能力和生产作业效率。

“今年的高标准农田建设，新增加了‘四情’监测系
统，远程就可查看苗情、土壤、天气和虫害等情况，减少
了生产投入。”种粮大户蓝云霞说。

据了解，荣昌区投入 7437.44万元实施 2022年丘
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示范项目，对广顺、荣隆、
清江等镇街的 1.79万亩农田进行改造提升，建成一批

“宜机宜耕、能排能灌、高产稳产、旱涝保收”的高标准
农田，切实增强土地产出效率，进一步保障粮食安全。
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8.74万亩，耕、
种、收宜机化率达85％。

荣昌

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58.74万亩

开州

暑期返乡大学生直播带货助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