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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8 日，在重庆市城口县葛
城街道“忘我”大漆艺术空间，负责
人袁秋（中）和残障员工在进行漆器
产品制作。

位于重庆市城口县的“忘我”大
漆艺术空间集残疾人漆艺培训、辅
助性就业、职业康复、日间照料等功
能于一体，利用当地的大木漆资源，
组织残疾人创作漆器产品。自2022
年6月举办第一期大木漆漆艺免费
培训以来，现已培训漆艺文化传承
人16名，吸收11名残疾人和2名残
疾人家长实现了就近就业。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城口

打造大漆艺术空间
“巧”手“制”出就业路

9月19日，俯瞰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生态农
业园，景色如同画卷，美不胜收。

近年来，当地认真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抢抓土地整治项目机遇，科学布局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统筹开展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走出了一条
绿色发展之路。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曹永龙

□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9月 19日，东方希望集团与永川区政府举行签约
仪式，在该区投资建设百亿级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全
产业链项目。

东方希望集团由民营企业家刘永行创立于 1982
年，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成长的第一批民营企业，经过
40余年的逐步积累，已发展成为集重化工业、农业于
一体的特大型跨国民营企业集团。目前，东方希望集
团在我国 28个省区市，以及越南、印尼、新加坡、柬埔
寨等国家拥有 300余家子公司，员工总人数超过 3万
人，2022年营业收入超过1900亿元，位列“2023中国民
营企业 500强”第 35位、“2023中国制造业民营企业
500强”第24位。

根据协议，东方希望集团此次在永川投资建设的
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全产业链项目，包括年产 100万
吨玻璃纤维、30万吨热固性塑料增强用玻璃纤维、20
万吨连续无捻粗纱、12万吨超细玻璃纤维、毡布制品
及配套自用的天然气（页岩气）燃气电站等。

据了解，东方希望集团玻璃纤维及复合材料全产
业链项目选址在永川高新区港桥产业园，这里紧邻长
江永川港，即将规划建设临江国际物流枢纽，交通物流
优势突出。

□ 半月谈记者 李松

以“狮子头、熊猫眼、罗汉肚”等外形
特征闻名的荣昌猪，是我国三大优良地
方猪种之一。近年来，作为荣昌猪的发
源地和主产区，重庆荣昌区对荣昌猪既
保护，更开发，通过保种育种，品牌建设，
让消费者不仅知道了荣昌猪的品牌，更
享受到了荣昌猪的美味，走出了一条地
方猪产业发展壮大的新路。

高科技手段保种育种

相比于国内不少地方猪种陷入濒危

状态，在荣昌区，荣昌猪母猪存栏量 2.2
万头，一年达到40万多头的出栏量。荣
昌猪养殖规模在全国地方猪种中位居前
列，这得益于荣昌当地较为完善的荣昌
猪种质资源保护。

在荣昌区，荣昌猪保种设施完善，分
层建有国家、市、区级荣昌猪保种场、保
护区，除可以活体保护之外，还依托重庆
市畜科院、国家生猪技术创新中心等科
研机构，建有地方猪种中少见的完整遗
传资源冷冻保存库，实现了荣昌猪冻精、
冻胚、组织样本等多重保存和利用。

在保种基础上，荣昌猪良繁体系也
不断推进。“荣昌猪良种繁育以市场需求
为导向，保用结合，以用促保，由重庆市
畜科院和重庆琪泰佳牧畜禽养殖有限公
司组建‘科企联合体’，推进多种选育路
径。通过近 3年创新培育，产子数提高
了0.9头，瘦肉率提高4%，日增重提高了
120克……”荣昌区畜牧发展中心主任
林丹介绍。

由于具有耐粗饲、好配种、口感好等
优势，荣昌区有大量农户养殖荣昌猪。

“我家养了两头荣昌猪，种了 10多亩玉
米、红薯，用自家这些粗粮就可以养活，
猪粪能还田。”荣昌区昌元街道螺罐村村

民刘玄富说。

为猪品牌赋能增效

由于地方猪种在生产性能上与洋种
猪差距大，养殖成本高，近年来不少养殖
户“养不起、卖不掉”，消费者又“吃不
到”。为此，荣昌猪在市场开发上注重突
出口感好、品质好的特色，组建荣昌猪发
展协会，重点开拓中高端差异化消费市
场。目前，在不少城市猪肉销售终端都
能见到荣昌猪的身影。

林丹说，荣昌猪消费市场培育注重
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开辟荣昌
猪销售专卖店、超市专区等，研发推出
荣昌猪冷鲜肉、火腿制品、灌装制品等
多样态商品，满足消费者对优质畜产品
的需求。

“我们还通过大数据手段，力争为每
头荣昌猪都注册一个属于自己的电子户
口，实现品源可监控、质量可追溯。”国家
级重庆（荣昌）生猪大数据中心主任钟绍
智告诉半月谈记者，荣昌猪注册了“猪户
口”，相关养殖、屠宰、加工、销售信息都
录入数据库，消费者一扫码，就可以了解
生产全过程。

加强科企合作

基层干部和专家认为，要持续推动
像荣昌猪这类地方猪种种质资源保护和
利用，推动地方猪种产业高质量发展，科
学选育仍是关键。

首先，强化政策扶持，加大对保种农
户资金补贴力度，进一步稳定地方猪种
养殖规模。荣昌区设立了荣昌仔猪保
险，地方财政每年投入约 500万元补贴
保费。建议统一制定地方猪种全生命周
期保险体系，将类似仔猪保险这样的新
险种纳入中央财政补助范围，由各级财
政合理分摊。

其次，建立龙头企业牵头，科研机
构配合的地方猪种市场化商业选育机
制，并完善配套支持体系。为推动荣
昌猪商业选育，重庆搭建了“科企联合
体”机制，但地方猪新品种选育时间
长、投入大、风险高，也给养殖企业带
来较大资金压力。建议国家支持龙头
企业围绕关键技术进行攻关，推动生
猪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提高企业、科
研机构商业选育积极性，缩小与洋种
猪在产仔数、瘦肉率等关键指标上的
差距。

一头地方猪的种业“翻身仗”

荣昌猪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波光粼粼的长江边，草木葱茏，青黛
含翠……“可沿江慢跑，也可闲看落日余
晖，满眼绿意让人赏心悦目。”近日，渝中
区长滨岸线黄沙溪段，家住附近的何桂
元正坐在一棵黄葛树下休憩。天气晴好
时，他总会约上好友来江边跑步锻炼，眺
望长江两岸的滨江美景。

全长 8公里的渝中区长滨岸线（东
储段至黄沙溪段）是两江四岸整体提升
工程的一部分，于今年5月全线贯通。

治理后的滨江岸线不仅成为周边居
民的共享游憩带，还带动城市产业升级。

滨江“锈带”亟待修复

作为重庆主城四大核心滨江路之一
的长滨路，连接黄沙溪与朝天门两江交
汇处，沿途湖广会馆、珊瑚公园、滨江公
园等地标，承载着许多老重庆人的回忆。

长滨路最早修建于重庆直辖之初，
由旧城马路改造而来，与嘉滨路贯通，是
渝中半岛的交通要道。然而，快速扩张
的城市逐渐挤占水岸资源，这条融合了
重庆繁华商埠历史和现代城市发展的

“黄金岸线”，渐渐失去往日风采，成为滨
江“锈带”。

“以前长滨路上到处都是滩涂地，环
境也不好。”60多岁的何桂元在渝中区
土生土长，从他家老房子望去，正好是长
滨路储奇门至南纪门段。紧邻滨江线的
南纪门中药材市场曾是川渝地区重要的
中药材集散地，分布着大大小小的物流
仓储基地、批发市场、汽车维修厂等，但
经营户大多缺乏统一管理，以致滨江沿
线到处是私搭乱建的钢架棚，汽修店、餐
饮店占道经营现象严重。

亲水空间破碎，产业初级、零散，空
间利用率低……早在“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工作启动之初，渝中区政府就对长
滨路现状进行了摸排，制定了整体提升
方案，围绕修复生态水岸、优化滨江功
能和布局、营造亲水空间等，着力开展
治污、增绿、减量、留白、整容，实现滨江
岸线的功能、环境、生态、交通、设施的系
统提升。

2018年，渝中区长滨路岸线整治工
程启动，全长8公里的治理岸线，包括了
长滨路菜储段、东储段、珊瑚公园滨江公
园改造等9个项目。

珊瑚坝又热闹起来

长滨路黄沙溪段，江水奔腾流过，一
座高高隆起的狭长沙洲屹立江心，不时
有飞鸟从空中划过，这就是重庆市民最
熟知的十二座江心绿岛之一——珊瑚
坝。在江水常年冲刷下，渝中区长江水
域左岸形成了这块最大的沙洲，每年汛
期结束，珊瑚坝便从江心露出来。

“珊瑚坝是天然的踏青胜地，以前许
多市民都会来这里游玩，累了就在坝子
上露营野餐，是重庆的重要一景。”渝中
区交通局滨江中心负责人姚辉说，可随
着时间的推移，珊瑚坝逐渐沦为长滨路
一带货运商贩堆放废物杂货的场所，岛
上的生态植被也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

对珊瑚坝的改造提升，曾有过激烈
的争执。

姚辉告诉记者，最初，他们想利用中
心城区的地理优势，在珊瑚坝植入高端
业态，打造集高档度假会所、休闲娱乐于
一体的滨江生态区，带动渝中区商贸旅
游发展，“我们先后起草了三个版本的设
计方案，但最终都被区里否决了。”

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珊瑚坝面积
不大，遇上洪水猛烈的年份，整个小岛都
会被淹没，过去岛上曾修建过机场、游乐
场，但最终都被一一拆除。二是，珊瑚坝
独有的湿地系统对保护长江生态有着极
其重要的作用，大规模工程性开发难免
会带来人为破坏。

城市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为
代价。在一次次研讨中，渝中区委区政
府最终拍板，对珊瑚坝加大保护和自然
修复力度，减少人为干预，增强滨江地带
的生态屏障功能。

“在修复过程中，我们也遇到了很多
难题。”姚辉说，“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
态共同体，如何兼具生态林与景观林的
双重效应，并非易事。”

经过专家多次论证，他们提出了消
落带治理，在珊瑚坝175米水位以下，合

理栽种了耐淹、固土、根系发达、稳固性
的野青茅、笔管草、牛鞭草、狗牙根等本
土植物；在 175米以上则采取修复受损
植被，补种卡开芦、白茅、甜根子草、芦竹
等植物形成植物种群规模，保障绿量，为
湿地生物多样性创造条件。

今年 5月，长滨路全线贯通，生态
治理后的珊瑚坝重现水清岸绿的美好
景象，吸引不少市民慕名而来，吹江
风、看江景、闻花香……珊瑚坝又热闹
起来。

7处山形墙绿化带成新晋网红点

滨江河畔，江风徐徐。今年6月，渝
中区菜园坝街道首届“社区杯”三人制篮
球赛，在长滨路黄沙溪段的江畔篮球场
火热开赛，不仅社区居民踊跃参加，还吸
引了市民、游客驻足围观，随着看台上一
声声“雄起”，现场氛围被瞬间拉满。

“以前打球找不到地方，现在篮球场
建在家门口，不仅方便，周围环境也不
错。”这天，报名参赛的菜园坝街道居民
杨皓越高兴地说。

从东水门大桥一路向前，沿途树木
林立，花圃、草墙处处可见，篮球场、健身
步道、观景平台依江而建，拓展了城市游
憩空间。

“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整治和风貌改

造，我们在长滨路的治理提升中，系统性
考虑了城市功能、空间布局、历史文化传
承等，以长滨路为载体提升城市产业能
级，增强城市发展活力。”渝中区相关负
责人说。

去年以来，渝中区结合“两江滨江休
闲产业带”功能布局，统筹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加快形成与城市建设相匹配的
空间格局、产业结构。譬如，针对渝中区
的山形地貌特征，对边坡、堡坎、陡崖等
边角地段进行拓宽、平整，打造了一个个
健身、游憩“微空间”，使不少滨江岸线的

“城市边角”转变为能够提升城市品质的
“金边银角”。

在长滨路东储段，连接上层滨江主
干道和下层亲水步道的山体墙由一块块

“黑砖”拼成，墙面上吊兰、三角梅、常春
藤等多种植物交错生长，生机盎然。目
前，长滨路上共打造了 7处这样的山形
墙绿化带。

不仅如此，渝中区还通过碑刻、雕塑
等形式，在山形墙上植入母城文化，将三
千年江州府、八百年重庆城的历史人文
娓娓道来，形成一个个吸引游客驻足打
卡的新晋网红点。

渝中：精心设计修复方案 珊瑚坝重现水清岸绿

生态治理后的珊瑚坝重现水清岸绿的美好景象。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摄

万盛

昔日闲置地 今朝满眼绿

日前，记者来到云阳县龙脊岭公园云顶之上看到，
磐石城保护利用项目一标段（云街配套建筑）的6栋配
套用房主体建筑基本完工，正在进行内外墙装饰，整个
项目有序推进实施。

磐石城是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云阳县新
县城至高处，形如巨大磨盘故名。为进一步挖掘龙脊
岭公园的历史文化底蕴，让山地特色生态之城更具韵
味，云阳启动了三峡后续规划项目云阳磐石城保护与
利用项目，将用 3年时间打造一座三峡库区国家级遗
址公园。

磐石城保护与利用项目是重庆三峡后续文化遗产
保护七个重大项目之一，也是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和
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整个项目分为文物本体保
护、保护基础设施、旅游配套设施三个部分，建成后将
极大补充和优化磐石城遗址本体的保存条件，改善遗
址本体面临的各种危害，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与此
同时，项目还有效串联了磐石城遗址、三峡文物园及龙
脊岭公园，有助于提升打造云阳新名片，深入发掘磐石
城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据了解，云阳磐石城保护利用项目总占地面积21
万余平方米，分三标段推进建设，一标段为云街配套建
筑，二标段为城内建筑改造及三峡库区文物风险管控
中心，三标段是文物本体保护及配套设施。属于三峡
后续规划和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重点项目，也是一
个大遗址公园建设项目，被列为国家级的三峡大遗址
公园建设体系内。 据华龙网

云阳

将打造一座三峡库区国家级遗址公园

永川

东方希望集团布局百亿级玻璃
纤维及复合材料全产业链项目

□ 江津报记者 杨安迪

日前，江津区农村产权流转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流转服务公司”）正式揭牌成立，标志着由市级交易
平台、区级交易平台、镇（街）服务工作站、村级服务网
点组成的四级农村产权市场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据了解，流转服务公司是经江津区委区政府批准，
由该区农业农村委牵头，该区属国有企业（重庆市江津
区津兴市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的，以农村集
体资源、资产为主，物权、股权、产权等农村生产要素为
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产权交易综合服务平台。

该公司主要负责江津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信息发
布，召开各类农村产权交易推介会，交易撮合、组织交
易、指导合同签订、出具交易鉴证、协助办理产权变更
登记和资金结算等综合服务，提供农村产权流转交易
政策咨询、农村综合金融、农业项目包装推介、农村电
商等延伸服务。

目前，流转服务公司已启动十三大类交易品种，包
括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经营权、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

“四荒地”经营权、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使用权、农村小型
水利设施使用权等，按照与市交易平台“六统一”的运
行模式，健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运行体系，为全
面盘活乡村生产要素提供积极助力。

江津

成立农村产权流转服务公司
让农村闲置资源“活”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