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3年9月5日 星期二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陈丽朵看重庆

□ 巴南日报记者 宋文励 张艺丹

外贸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
之一。今年以来，巴南区积极落实各项
外贸政策，全方位帮助企业开拓市场，通
过搭建经贸投资服务一体化平台、举办

“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 共享RCEP合作
新机遇”主题活动等方式，积极组织外贸
企业“走出去”，将海外客商“请进来”。

随着一系列贸易促进措施的落地，
大大增加了外贸企业拓市场、接订单的

信心。今年1—7月，全区实现进出口总
额69.2亿元，新引进外资项目5个。

8月 29日，记者在位于花溪工业园
区的重庆航天巴山摩托车制造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航天巴山）车间内看到，一排
排经过严格检测的各类型摩托车“准备
就绪”，即将踏上海外之旅，漂洋过海到
达客户手中。

“今年以来，企业订单量持续增加，
现在生产的这批订单将出口到中美洲洪
都拉斯，一共 149 辆，价值 150 万元左

右。”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据了解，近年来，该公司一直致力

于国际贸易业务，依托跨境电商平台，
境外客户量和订单量不断增长。今年
1—7月，在中国摩托车行业出口量呈
整体下滑的情况下，航天巴山逆势上
扬，出口总额达到 8000万美元，同比增
长 31%。

据航天巴山总经理曾鹏介绍，目前
公司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南美洲、非洲、
中美洲等地。为了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前
景，今年该公司进一步加大新产品研发
投入，如今已在大排量摩托车、全地形车
与新能源摩托车两大领域取得了重大突
破。与此同时，为扩大生产规模，航天巴
山对摩托车智能生产线进行了扩建，今
年8月，一期工程建成投用。

除了航天巴山，今年上半年，重庆美
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丰进出
口有限公司、重庆帝勒金驰通用机械股
份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进出口总额均实
现了增长。

与此同时，巴南区利用西部陆海新
通道跨境公路班车（以下简称跨境公路
班车）优势，大大缩短了物流时间，助力
企业拓展海外市场。

近日，一辆满载货物的跨境公路班
车从南彭公路保税物流中心（B型）出
发，驶向缅甸内比都，通过全程公路运
输，预计4天即可到达。目前，跨境公路
班车已实现日均13班的发车频次。

据悉，跨境公路班车已形成 3向 11

线22口岸通道格局，覆盖东南亚以及部
分南亚、中亚地区 30余个城市，建立起

“1（通道）+20（合作商）+34（海外分拨
仓）”的辐射分拨体系，服务境内外企业
100余家。今年 1—7月，共计发车 2777
车次，同比上升 113%；发运国际标准箱
6248TEU，同比上升 113%；总重约 5.09
万吨，同比上升145%；总货值约17.86亿
元，同比上升133%。

据介绍，为了更好地服务外贸企
业，今年，巴南区还编制出台了《巴南
区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形
成 8个方面 22项重点工作；举办开放
型经济促进政策专题培训 3场，为企业
深入解读和指导申报政策。截至目
前，巴南区企业共申报外资外贸项目
175个，审核金额超 910万元；帮助企业
获批外资外贸扶持资金超 1100万元，
惠及企业 35家；帮助 28家小微出口企
业纳入出口信保统保平台，累计保额超
2000万美元；实施外资企业（项目）行政
服务管家制度，持续开展“三送一访”活
动，实现“点对点”走访服务，走访覆盖
率超过65%。

便利的物流通道、优质的营商环
境，合力打造出全区高水平开放的“强
磁场”。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投资环
境，全力以赴推动外贸外资保稳提质，多
措并举扩大内需繁荣消费，推动全区商
务工作高质量发展。”巴南区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

□ 开州日报记者 邓青春

每年夏季，开州区满月镇马营村就
格外热闹，不少游客前来避暑纳凉，他们
或在雪宝山居·音乐营吧、跑马场、大草
坪观星露营、享受清凉，或在农家乐、烧
烤摊、凉面店品尝美食、欢度时光。很难
想到，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休闲度假避
暑胜地，在几年前，却是一个人口外流、
产业空心的“空壳村”。

在新时代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
下，如何破解“空壳”之困？近年来，马营
村持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加大基础
设施建设，依托明显的立体气候、优美的
自然风光、丰富的人文传说等资源禀赋，
大力发展乡村旅游，推动村集体经济增
收，努力实现强村富民。

如今，马营村从昔日的“空壳村”逆
袭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村”，先后获评“全
国生态文化村”“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全
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等称号。今年，村集
体经济收入有望突破 200万元，全村旅
游综合收入超2000万元。

秀丽山村走出“深闺”

炎炎夏日，酷暑难当，在马营村却是
另一番天地。这里群山起伏、草甸连片，
海拔在 1300米以上，气温最高不超过
26℃，风景如画、凉爽宜人。

马营村过去被称为“狗儿坪”，是开州
区最偏远村之一。“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
坡；烤的是转转火，吃的是三大坨；有女
要嫁出满月槽，好男莫到狗儿坪……”当
地传唱的歌谣这样形容马营村。

以前，尽管村里有着丰富的旅游资
源，但大家不看好村里的发展。于是，村
里的年轻人大都选择外出务工，将老人
和小孩留在家里。

“这里山川秀丽、四季分明，春季春
花烂漫，夏季夏树苍翠，秋季彩叶纷飞，
冬季白雪皑皑。”马营村驻村第一书记邓
肯说，马营村森林覆盖率达85%以上，负
氧离子含量极高，常年气温比城区低9℃
左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游客向往
的休闲度假避暑胜地。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依托自

然资源优势，马营村村支“两委”坚持党
建引领，找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结
合点，以“党建＋旅游”为抓手，把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大力
发展乡村旅游，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马营村多次组织党员干部到湖北省
利川市谋道镇苏马荡景区、石柱县黄水
旅游度假区等地考察学习，对标先进看
发展、找差距，取真经、谋实招，为壮大村
集体经济“找路子”，为发展乡村旅游“开
方子”，有效激活乡村旅游“一池春水”。

撬动乡村旅游发展“引擎”

“现在从开州城区到马营村，只需要
1个多小时，前来避暑纳凉的游客越来
越多。”马营村党支部书记谢青说，开城
高速公路雪宝山互通开通以后，马营村
与开州城区实现1小时高速畅达。

为了给游客提供更便利、更舒适的
体验，马营村大力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新
建生态停车场 6个、停车位 310个，畅通
顶星至马营环线公路 3公里，加快建设

“一线四环多联系”交通路网。
8月 23日，记者来到刚刚建成投用

的马扎营水库，只见蓄水后的马扎营水
库犹如一颗靓丽的明珠镶嵌在山间。郁
郁葱葱的山峰、碧波荡漾的水库构成了
一幅美丽的生态画卷。

该水库是一座以供水为主的小（二）
型水库，总库容约 37万立方米，可满足
满月镇马营村、顶星村、双坪村等地村民
以及游客4.5万人的生产生活用水。

据了解，因地质结构等原因，马营村
水资源十分匮乏。每到旅游旺季，村里
就严重缺水，只能基本满足当地村民用
水，前来避暑纳凉的游客却无水可用。
马扎营水库建成后，村里的民宿如雨后
春笋般涌现，已发展餐饮民宿 69家、乡
居民宿13家，新增床位250个，新增露营
基地8个、营位320个。

“这里既可避暑纳凉，又可以打卡拍
照，特别适合一家人周末短途旅游。”在
马营村向日葵观光园，游客向世洪一边
用手机拍照一边说。

为满足游客游览需求，马营村还打
造了雪宝山居·音乐营吧、趣野露营村、

狮子包、龙洞等网红打卡景点，规划了一
日游、两日游精品旅游线路，新增热气
球、马车等体验项目20余个。

蹚出强村富民“新路”

“在这里上班，每月收入2500多元，
还可以休息 4天。”马营村村民向健说，
两年前，他来到家门口的雪宝山居·音乐
营吧打工，负责安保和水管线路维护工
作。以前，他全家守着四五亩田地过日
子，经济条件十分困难，如今有了固定收
入，日子越过越好了。像向健一样，全村
有30余名村民通过在村里的民宿、景点
以及公益岗位上班，有了稳定收入。

如何解决旅游富民问题，成为马营
村发展乡村旅游的关键。近年来，马营
村结合实际，深入挖掘优势资源，大力发
展乡村旅游产业，逐步带领村民吃上“旅
游饭”，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当了 10多年的农民，做梦都想不
到还能吃上‘旅游饭’。”向健感慨道。

近年来，马营村积极探索发展村集
体经济新路径，不断盘活农村“三资”，成
立马营村经济联合社，把零星分散的农
户承包地折算成股份后，转化为村里的

集体产权，由村集体统一规划、统一经
营、科学开发、持续利用，村民以土地入
股并享受分红。除了土地股，还设有劳
龄股、林木股、户籍股等，让村民实现增
收致富。

从“单打独斗”向“抱团生财”转变。
马营村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与邻
村联合成立趣野露营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建设户外青少年拓展中心，开设骑
马、露营、热气球等文娱项目，拓宽群众
增收渠道。

此外，马营村引进国有企业重庆雪
宝山康养产业有限公司，流转 300亩土
地，打造雪宝山居·音乐营吧；流转 159
亩土地，打造种植玩具熊等4种向日葵，
打造三角坝观光园；流转150亩土地，发
展高山蔬菜基地……这一项项举措，不
仅实现了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景点互融
共促，还让村民实现土地租金收入。

马营山水换新颜，“空壳村”破壳迎
新生，一曲农旅融合的乡村振兴乐章在
青山绿水间奏响。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崔力

“你好，这里是江北区智慧养老服务
调度中心，请将摄像头对准你的工作环
境。”8月 29日下午，江北区石马河街道
养老服务中心助老员任家荣正在特困老
人杨星碧家中清洁玻璃，手机上接到调
度中心视频连线要求。

当天下午，江北区智慧养老服务调
度中心派出 13单家庭养老床位上门服
务，工作人员会随机抽查服务情况。结
束一个小时清洁后，任家荣再次登录江
北区智慧养老系统，打卡、上传服务照
片、请老人电子签名，至此服务结束。

助老服务全流程数字化

走进江北区智慧养老服务调度中
心，一个大屏幕上数据实时闪动，四名工
作人员正针对老人需求、机构监管等工
作紧张地忙碌着。

“这个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由江北区
投资打造，旨在实现养老资源的有效对

接，破解老人‘家中无人、救助无门’的
难题，不断提升居家老年人的幸福感、
安全感和获得感。”江北区民政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2021年，江北区将经济困
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纳入家庭养老床
位范围，为每户老人家中安装了价值
3000 元的 SOS 一键呼叫器、睡眠监测
带、烟雾报警器、可燃气报警器等智能
硬件设备。

这些智能设备作用不小——近日，
家住观音桥街道的中度失能老人吕大爷
在家收拾碗具时，不慎踩到水渍摔倒，吕
大爷的爱人无力搀扶他起身，随即按下
老人随身佩戴的SOS一键呼叫按钮。江
北区智慧养老服务平台第一时间响应，
工作人员上门查看，并将老人送往附近
的诊所就医。因送医及时，吕大爷身体
无大碍。

此外，纳入家庭养老床位的老人还
可享受每人每月 300元服务补贴，由助

老员、加盟服务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等
服务组织提供6类“养医照护康社”专业
化上门照护服务项目：个人护理、医疗巡
诊、生活照料、医疗护理、保健康复、精神
慰藉，并制定“一人一策”服务方案，分类
建档。

江北区将这些服务全流程数字化，
每一次上门服务的内容、时长、评价均由
服务人员当日录入，有迹可查。工作人
员还可随时视频连线了解服务情况。

养老服务设施实现网络全监管

近年来，江北区智慧养老信息平台
已建立了“区—镇街—社区（村）”三级网
络，构建了养老大数据展示、家庭养老床
位、居家养老、社区养老、机构养老等 9
大功能版块，实现养老服务数据可视化
展示与统计分析，从而科学调配养老服
务资源，为江北区老年人提供“助餐、助

医、助洁、助浴、助行、助急”等优质养老
服务。

江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智慧养老系统已录入全区135个养老
服务设施基础数据，后台不仅同步这些
机构和设施的日常运营情况，还开通了
视频监控。“这段时间机构开展了什么活
动，此时此刻哪些老人在公共区域聊天，
我们通过平台都能看到，为安全运营、日
常考核、补贴发放提供依据。”

对于老人来说，智慧养老的功能
还在扩展——目前江北区正在石马河
街道景园社区试点助餐一体机，可刷脸
就餐，特别是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的高
龄老人到食堂就餐，刷脸后系统自动抵
扣 10元助餐补贴，试点以来已有 60几
位老人受益。下一步，江北区将以数字
重庆为建设契机，打造一批智慧化老
年食堂，让更多的老年人享受到便捷
就餐。

江北：实现助老服务全流程数字化

巴南：打造高水平开放“强磁场”推动外贸外资保稳提质

开州：“空壳村”蜕变“旅游村”

游客在马营村草坪露营。（开州日报资料图）

重庆美利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工厂（巴南日报资料图）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
镇双溪社区7组龙文才于
2003年9月中旬在大足区
中敖镇赶集拾得女子一
名，精神有问题。请此人
的相关亲人持有效身份
证件与龙文才联系，联系
电话：15922612428。即日
起30日内无人认领，此人
将被依法安置。

重庆市大足区中敖
镇双溪社区7组龙田忠于
2001 年 10 月中旬在大足
区中敖镇赶集拾得女子
一名，精神有问题。请此
人的相关亲人持有效证
件与龙田忠联系，联系电
话：13271884194。即日起
30日内无人认领，此人将
被依法安置。

寻亲启事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瓦窑村 5 组 74 号裴小
（身份证号：500225200306203824）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0022520030620382443B1），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顶镇古佛村3组98号王友容
（身份证号：510230197108121164）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102301971081211642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宝兴镇白云村 2 组陈天英（身
份证号：510230195503213449）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550321344943），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岗街道黉门巷31号3单元2-
2史健（身份证号：510230196506020030）遗失其残
疾证（编号：51023019650602003064），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智凤街道永福村 1 组梁明生
（身份证号：510230198001052212）遗失其残疾证
（编号：51023019800105221232），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树廉洁之心，行廉洁之事，做廉洁之青年……”日
前，长寿区青廉文化活动中心顺利揭牌，该区又增添一
处清廉文化“微阵地”。

开展青年干部廉洁文化教育，是加强廉洁文化建
设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长寿区依托“清廉重庆”建
设，持续改进和创新青年廉洁文化教育工作的内容和
形式，通过打造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增设廉洁文创产
品、让青年干部实地感悟廉洁理念，体验家风文化，引
导青年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黄沙抖落开去，朵朵青莲、片片荷叶在青年干部的
指尖和沙画盘上绽放生长。“一把黄沙能塑成高洁的莲
花，也能涂成一片狼藉，就像人的品性，无论何时都要
坚守本心……”艺术家手把手示范，传授沙画绘制手法
以及细节，讲解清廉知识。

类似的场景，每天都在青廉文化活动中心上演。
为了更好地吸引年轻人，该中心采取视频展廉、书画绘
廉、互动促廉、活动倡廉等方式，每天开设不同课程。

同时，为加强青年干部廉政文化建设，培养亲子家
庭修身律己、廉洁齐家的精神，该区先后开设了红岩联
线展播厅、青“廉”书吧、“廉”心关爱室、沙画文创室、剪
纸工作室、青“廉”静思空间等9个功能室，利用八小时
外的时间，邀请党员干部家庭观展、参与创作廉洁文化
主题沙画和剪纸等，不断推动廉洁文化走进生活、融入
日常。

“静坐下来观照内心，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
华。”青年干部李华看着青廉文化活动中心墙上颇有深
意的警醒话语，感慨地说道，“这里活动丰富，是可视可
感、可学可用的学习阵地。”

今年以来，长寿区始终紧扣清廉主题，先后举办
“青春畅言·青廉青言”宣传活动、“小手拉大手”廉洁主
题书画大赛等活动 25场次，制作文创产品 1000余件
次，接待人员 2万余人，在丰富青年干部生活的同时，
进一步提高了清廉建设覆盖度、纵深度、浸润度，不断
释放出青春“廉动力”。

日前，记者从巫山县机场办获悉，自6月28日启动
脆李航班以来，截至7月22日，已执飞脆李航班21班，
实现货邮运输吞吐量247吨，脆李出运243吨，与2022
年相比，脆李运输增幅超24%。

据了解，目前，巫山县有 23个乡镇、222个村种植
巫山脆李，种植面积超过 30万亩，种植户达到 5万余
户。然而每年脆李上市时，恰逢夏季高温，地面转运的
原有物流运输模式，对果品的外观和口感产生较大影
响，不利于果品销售和品牌打造。

为全面助力解决农产品“出行难”痛点，发挥民航
航空优势，巫山机场主动作为、积极推动，在巫山县委、
县政府和重庆机场集团的大力支持下，开通“巫山—南
京”全货运包机专线，提高了巫山脆李运输时效，保证
了农产品从采摘到上桌的品质，使其真正成为农民致
富的“金果果”。

通过航空运输，脆李标准件（5斤装）的物流运输
价格降幅达到 23%—28%，此外，通过建立“田间地头
现场采摘—包装收货—专车直送巫山机场—快速空运
直达全国”的陆空联运机制，实现 24小时内 61个主要
城市全覆盖，48小时内覆盖绝大部分二三线城市，全
国千余城市实现“次日达”。 据华龙网客户端

巫山

执飞脆李航班21班
出运240余吨

活动丰富 可视可感 可学可用

长寿区打造清廉文化教育阵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