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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彭水县平安镇长坪村
蔬菜基地，村民正在分拣挑选辣椒。

今年初，长坪村通过“村集体+
种植大户+散户”的模式，将40余亩
水淹地进行改造，建设24个蔬菜种
植大棚，打造蔬菜种植核心基地，带
动当地群众种植羊肚菌、辣椒等570
余亩，实现增产增收。

彭水日报记者 赵勇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前段时间，来自东北的游客刘先生
在黔江区濯水古镇某餐馆吃饭时，逗玩
餐馆老板的宠物猫被咬伤了右手。双方
发生争执，互不相让。

黔江区法院濯水法庭了解情况后，
联合当地平安办、派出所、司法所等部
门，在“天理良心”调解室对该纠纷进行
调解。一个多小时后，双方现场达成赔
偿协议。

这样的矛盾纠纷调处，在濯水法庭
“天理良心”调解室时常上演。据了解，
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黔江
区法院依托濯水古镇特有的“天理良心”
诚信文化，打造特色调解品牌——“天理
良心”调解室，成为当地矛盾纠纷“一站
式”化解的重要载体。

古镇文化融入诉源治理
成功调解300余件矛盾

纠纷

9月12日，记者来到濯水法庭“天理
良心”调解室看到，该调解室位于濯水古
镇景区内。室内，一张长条大木桌配上
6把实木靠椅，正中墙上写着“做事须循
天理 为人且为良心”12个字。

“我们将这 12个字的古镇文化，融
入诉源治理中。”黔江区法院濯水法庭
庭长田鹏飞告诉记者，濯水古镇是古
商运码头，商贾文化历史悠久。古镇
上，矗立着一块清代石碑，碑上镌刻四
个大字“天理良心”，告示世人做事要
循天理、为人讲良心，天理良心文化传
承至今。

“我们既然来这儿，就要讲天理、讲
良心。”

前不久，两名中年男子来到“天理
良心”调解室。其中一人右脚受伤，拄
着拐杖。

原来，拄拐的男子名叫粟某华，今年
6月，他在为黔江区冯家街道柏腊村一
户村民修化粪池时，右脚受伤。

“我这次住院，花了 1.1万元。”粟某
华指着自己包着绷带的右脚说，养伤要
几个月时间，不能外出务工赚钱，所以要
求包工头徐某华赔偿医疗费、生活费、误
工费、精神抚慰金、后续医疗费等共计 5
万元。

“我没有不愿意负责，也不是不赔！”
徐某华听后一拍桌子，提高声音说，“大
家凭良心讲，他要求这个金额过分不？”

见两人争执不下，矛盾逐渐激化，田
鹏飞立即找来当地派出所民警、司法所
调解员，进行现场调解。

最终，通过证据审查，过错责任划
分，合理计算出徐某华一次性赔偿粟某
华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赔偿金
等各项费用2.8万元。

“一开始来法院，我还抱着打‘持久
战’的心态，没想到一个多小时就解决
了。”粟某华在司法确认申请书上签字后
感叹说。

“合情合理，我们都认可。”走出“天
理良心”调解室，两人握手言和。

据统计，自2021年11月“天理良心”
调解室成立以来，共调解各类纠纷 500
余件，调解成功300余件。

整合资源调解纠纷
45名乡贤当上便民诉讼

联络员

49岁的钟世勇是黔江区濯水镇蒲
花社区的养蚕大户。这些年，他带领当
地村民养蚕致富，“老钟”的名气在当地

“响当当”。蒲花社区村民遇到纠纷，都
习惯第一时间找老钟去断是非。

“老钟，快来，李叔和老汪又闹起来
了。”今年春节，钟世勇接到村民的电话，
赶紧来到蒲花社区4组。

原来，李大爷的房子挨着汪大爷的
复垦地。原本，房子边上有70公分宽的
边沟。汪大爷把土地复垦时，将边沟也
填满土，种上了菜。

看过现场后，钟世勇找来卷尺，以房
屋前的街沿为参照物进行测量，发现确
如李大爷所言，房屋边沟被占。

“这个就是我的地，你们随便量
量，就确认是老李家的？”汪大爷始终
不认可现场的测量，第一次调解不欢
而散。

春节后，钟世勇第一时间来到“天理
良心”调解室，与田鹏飞一同对此事展开
调查。最后，在相关部门的帮助下，调出
了老李家原有的初测土地图片和房屋竣
工图纸，并进行现场比对。

“老汪呀，图纸一清二楚，现在证据
确凿了。”这次，钟世勇没有同时找到两
人，而是单独来到了汪大爷家中。“我私
下过来，就是为了你们邻里关系着想。”
钟世勇也不着急，把图纸拿到桌上铺开，
一边讲解房屋位置比对情况，一边向汪
大爷讲法律明道理。

“老钟，你说的话我们信服，这边沟
我给他退回去。”约半小时后，汪大爷在
调解书上签了字，并承诺尽快恢复边沟。

据了解，为整合调解纠纷资源，濯水
法庭“天理良心”调解室在辖区选聘了
45名乡贤为便民诉讼联络员，老钟便是
其中之一。

“我们通过当地推荐、法庭备案的方
式，让乡贤担任便民诉讼联络员，作为司
法的触角延伸至每一个乡村、社区和网
格。”田鹏飞说，45名联络员中，有的是
老书记、老干部，有的是退休教师，还有
的是当地产业带头人。他们熟悉社情民
意、风俗地理，为人正派、处事公道、热心
公事，在当地具有较高的威信。在日常
工作中，他们不仅是法律法规的“宣传
员”、矛盾纠纷的“调解员”，还是法庭工
作的“参谋员”。

开辟绿色通道
旅游纠纷平均处理时长

不到24小时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黔江区内旅游

文化资源丰富，旅游矛盾纠纷占比较高，
这也是将“天理良心”调解室前置到濯水
古镇景区的原因之一。

“我和小孩在水车坪景区骑马，小孩
从马上摔下来了。”去年“五一”节，张女士
来到濯水法庭申请立案。见情况紧急，立
案窗口工作人员仅用20分钟，当场完成立
案，并马上通知景区管理人和旅游公司负
责人陆某到“天理良心”调解室进行调解。

“不到一小时，双方就达成一致意见，
旅游公司负责人陆某现场兑现了赔偿。”田
鹏飞说，针对旅游纠纷旅途时间短、人员流
动大、矛盾纠纷小等特点，濯水法庭开辟

“绿色通道”，做到旅游纠纷快立、快调、快
结，旅游纠纷平均处理时长不到24小时。

“同时，为创新服务黔江旅游发展，
我们还集中管辖黔江全区的涉旅游纠纷
案件。”田鹏飞介绍，为此，“天理良心”调
解室还在“一庭两所”矛盾纠纷联调机制
基础上，进一步整合平安办、村（居）委员
会、游客服务中心等力量，组建涉旅游纠
纷联调处置中心，形成全覆盖、全天候的
多元化纠纷调处机制。

据统计，“天理良心”调解室自成立
以来，已诉前调处涉旅游纠纷及涉景区
建工类纠纷案件50余件。

田鹏飞表示，下一步，将对“天理良
心”调解室进行提档升级，进一步挖掘古
镇文化内涵，坚持文化引领，将“天理良
心”诚信文化融入诉源治理，持续营造

“讲法、讲理、讲诚信”的氛围，助力基层
社会治理更上一个新台阶。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近日，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公布
了全国供销合作社品牌建设典型案例，
全国共计60个品牌入选，来自我市武隆
区“寻味武隆”区域公用品牌榜上有名。

这些入选案例被认定为在标准化建
设、数字化改造、品牌形象塑造、强社兴
农等方面特色明显，具有很强的借鉴、复
制、推广价值，是供销合作社自身经营管
理水平、科技实力、市场竞争能力的集中
体现。

那么，“寻味武隆”区域公用品牌究
竟有何特色？

以“寻”为主线
成功打造42款网络爆款产品

作为覆盖全区域、全品类、全产业链
的区域公用品牌，“寻味武隆”于2018年
11月由武隆区供销合作社控股企业区
电商公司成功注册。“寻味武隆”以“寻”
为主线，以寻美食、寻美景、寻民俗、寻文
化、寻乡情为出发点，以线上线下融合的
方式将味觉武隆、文创武隆、风情武隆地
域产品进行联合营销，旨在把武隆的生
态优势转化为商品优势，把散而多的产
品竞争转化为综合性品牌优势。

平台注册后，武隆区供销合作社深
度挖掘产品文化，加快农产品变商品、推

动农产品上行、创新农产品流通方式，以
“寻味武隆”公用品牌+地域拳头产品的
品牌模式，以品牌串联产品，实现农产品
品牌化、优质化。

近年来，“寻味武隆”成功打造了豆
干、苕粉、花酒、米、福袋、腊肉香肠、老鹰
茶、武隆文创等 8个系列 42款网络爆款
产品，让武隆的农副产品、手工艺品、特
色美食和文化旅游等资源，从此有了“寻
味武隆”这张共同的名片。

截至目前，“寻味武隆”区域公用品
牌还带动策划打造了“五农人”“后山
里”“凤来谷”“文复甜柿”“白云涧”“接
龙你好”“芙蓉农耕”等 20余个地域特
色子品牌。

以“连”为途径
平台粉丝累计达到近40万人

针对农产品零而散、不成规模的状
况，近年来，武隆充分依托“电商+基地+
溯源”一体的网货基地，“电商+小作坊+
溯源”为一体的山货小作坊，进一步推进
品牌产品规格标准化。

2019年，武隆成功打造了见主体、
见基地、见产量、见质量标准、见追溯、见
产业链的“寻味武隆网货基地”5个，“五
农人山货小作坊”5个。依托高山蔬果
特色产业，还在仙女山旅游度假区搭建

“寻味武隆高山蔬果直销中心”，有效联

接了仙女山区域高山绿色生态蔬菜基地
和武隆优质水果基地等合作社和加工企
业30余家。

根据市场需求，平台还有效衔接电
商定制化服务，成功策划了沧沟乡青杠
村“网上自留地定制私人菜园”、文复乡

“认领 1颗柿、助力一户人”等私人定制
服务，实现产品销售10万余元。

在线上，武隆则积极推进品牌农产
品体验中心、专柜、专卖店等营销网络建
设，分别在仙女山游客接待中心、白马山
游客接待中心、羊角古镇等旅游景区搭
建“寻味武隆”线下体验店。

不仅如此，他们还走出武隆，大力拓
展外围推广渠道，在山东、重庆中心城区
及其他区县搭建“寻味武隆形象店”5
家，在沙坪坝商圈、高速服务中心、洪崖
洞景区等设立“寻味武隆”农产品专柜
20余个。同时，有效链接淘宝、有赞、建
行、832社会扶贫网、西交网等电商平
台，推动品牌农产品线上营销，搭建“寻
味武隆”线上店铺，实现全区“寻味武隆”
产品挂网销售。

目前各大平台共培育粉丝约 40万
人，培育忠实会员2.5万名。

以“销”为目标
积极推动“走出去”

为了进一步扩大“寻味武隆”区域

公用品牌影响力，近年来武隆还制定了
《武隆区“寻味武隆”公用品牌推广和管
理办法（试行）》，与专业团队合作制定
了《寻味武隆区域公用品牌塑造与宣传
推广第一阶段实施方案》，从 2018 年
起，每年开展一场寻味武隆专题宣传推
广活动。

就在今年 4月 26日，2023年爱尚重
庆·聚惠武隆第五届寻味武隆“4.26”电
商节暨消费帮扶活动就在武隆城区南滨
路步行街举行，除了武隆农户产品外，现
场还吸引山东济南、四川乐山以及涪陵
区的产品前来参展。

当天，26个镇街实现现场销售 26.4
万元，带动网上销售123.68万元。同时，
四川省乐山市商务局、中邮武隆分公司
等还达成多项合作协议，有力促进了多
方交流、合作，同时加大了“寻味武隆”品
牌知名度。

目前，武隆已举办“426 电商日”
“618”“双 11”等品牌与电商活动相结合
的营销活动30余场。

据悉，为将“寻味武隆”品牌“带出
去”，武隆还先后组织参加山东、云南、南
京、贵州、北京等地大型农产品品牌展销
宣传活动20余次；2020年以来开展寻味
武隆直播活动30场；注册了“寻味武隆”
官方抖音账号，开启短视频宣传……如
今，“寻味武隆”平台自营年销售额 1860
万元，联农带农促农作用日益增强。

□ 重庆日报记者 郑三波

9月 19日，“渝你启航 筑梦九天”太空营·航天科
普艺术体验中心签约仪式在南岸区举行。

该项目位于南岸区南滨路，占地 8000余平方米，
总投资 1.3亿元，由南岸区人民政府、重庆元未来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打造。

项目分三期完成：一期工程将在 2023年内完成，
包括太空营航天艺术科普体验中心主体场馆等整体园
区场馆建设；二期工程将在 2024年底前完成，建设内
容包括园区研学课堂、太空育种体验中心、太空餐厅
等；三期工程将在2025年底前完成，将打造太空旅馆、
中国航天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等。

全国首个航天主题沉浸式
研学科普教育基地落户南岸

黔江区濯水古镇“天理良心”调解室

将古镇文化融入基层治理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品牌建设典型案例

“寻味武隆”区域公用品牌何以入选？

彭水

辣椒丰收
红红火火

□ 南川报记者 李崎君

9月 12日，加贝（重庆）食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
片忙碌，刚刚处理好的新鲜方竹笋被工作人员逐一放
进液氮速冻机，只需8分钟就实现了速冻保鲜。

“液氮速冻能够锁住方竹笋的水分、纤维、组织结
构等，让其保持原有的新鲜口感。”该公司生产主管张
双梅说。

方竹笋是南川区“3+2”特色产业之一，但由于产季
短、保鲜期短，过去想品尝鲜笋的味道就必须抓住秋季
方竹笋采摘期，而现在，在这一项“冷”技术加持下，方
竹笋实现了鲜笋自由，全年不断档。

据介绍，对于新鲜方竹笋而言，使用液氮速冻机快
速降温，可以迅速将竹笋中的水分结冰，防止细胞破
裂，从而保留了方竹笋中大部分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
养成分，让方竹笋在解冻后仍然保持较高的营养价值、
脆嫩口感和原有质地。同时，低温能有效地抑制微生
物的繁殖和酶活性，使得液氮速冻的方竹笋能够长时
间储存。

过去方竹笋多以泡笋、干笋等深加工销售为主，
如今通过液氮冷冻保鲜技术，鲜笋打破了秋采秋卖的
局限，也为加工企业拓宽了产品销路，提升了产值。
张双梅说，目前速冻鲜笋每公斤销售价格达到 30元，
今年该公司预计产量能达到1000吨、产值能达到3000
万元。

南川

“冷”技术加持实现鲜笋自由

□ 江北报记者 王偲媞

9月 15日，日立能源全球变压器智能制造基地正
式在鱼复工业园区投产。该基地是日立能源全球最
大、最智能化的生产基地之一，年生产能力超50000兆
瓦，实现了数字化技术与生产制造的深度融合，可满足
国内外客户日益增长的业务需求。

据悉，该项目是重庆市级重大项目之一，占地面积
约 16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7.5万平方米。该项目
是全球生产单台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电压等级最高的
变压器制造基地，也是世界先进的变压器制造基地和
全球变压器设计中心及绝缘件加工中心。

项目的建成，对完善重庆变压器产业链条，促进重
庆相关产业提档升级，形成以重庆为中心、辐射全国乃
至世界变压器生产的配套体系，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乃至全国的清洁能源转型具有重要作用。

据悉，1998年，日立能源以重庆为起点建立了在
中国西部的首家合资企业——重庆日立能源变压器有
限公司。发展至今，该企业已成为日立能源全球最大
的变压器研发和制造基地之一，拥有电力变压器、电抗
器、高压直流换流变压器及变压器成套绝缘件产品和
服务。

江北

日立能源全球变压器
智能制造基地投产

□ 荣昌报记者 郑光慧

9月19日，荣昌区召开“千年荣昌·品味巴蜀”中秋
国庆系列活动新闻发布会。9月 28日—10月 6日期
间，文艺汇演、国风盛宴、美食体验、非遗活动等8个大
项18个子活动将纷至沓来。

其中，“千年荣昌·梦回盛唐”活动于9月29日—10
月6日在夏布小镇举行，将进行汉服游园会、汉唐风韵
服装秀、主题灯会等系列国风活动。届时，各类国风灯
饰将点亮夏布小镇，同时设置多个互动小活动、灯饰打
卡点和汉服租赁点，为市民游客提供汉服出租、妆造及
摄影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濑溪河河面，还将有花船
巡游表演，以水为媒、以光为辅，让大家切身感受千年
荣昌汉唐风韵。

在美食文化活动方面，9月29日，艺梦廊桥举办中
秋赏月宴活动，市民游客可到此品尝卤鹅、黄凉粉、凉
糕、猪儿粑等 15道荣昌本地特色美食；9月 29日—30
日，联昇廊桥上的中秋团圆宴，以中秋美食为特色，现
场烹制精美菜品，赏表演、品美食、话团圆；9月29日—
10月 6日，开展巴蜀特色大荟萃、花好月圆夜市，打造
雅韵与民俗并重的集市体验。此外，川渝厨师PK、主
题美食街区、全城餐饮消费券放送、美食直播带货等活
动也将一一亮相。

非遗活动方面，第八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
遗产节重庆分会场活动将在荣昌举行，通过非遗购物
节、研学体验活动、非遗图文展等形式，带领市民游客
一同领略非遗魅力。

“千年荣昌·品味巴蜀”
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即将开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