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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1日，位于沙坪坝区青凤科
创城的赛力斯凤凰智慧工厂，一派繁
忙景象。

近年来，沙坪坝区加快引导汽
车产业向智能化、新能源化方向转
型，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
集群补链、延链、强链，新能源汽车
的整车、“三电”、轻量化车身、新材
料等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在
加速形成。

沙坪坝报记者 孙凯芳 摄

沙坪坝

新能源汽车
智慧工厂生产忙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清晨，距离忠县城区约 6公里的皇
华岛，在云雾霞光中宛如江中仙境，静谧
得只有水鸟翩飞的轻响。

今年国庆长假，皇华岛将告别这份安
宁，正式迎来首批登岛游客。在这里，游
客不仅可以领略洲岛湿地的生态美，还
能追思历史遗存，感受先贤的忠义精神。

“统筹生态与人文，突出保护与利
用，培育新兴业态，发展文旅经济。”9月
24日，忠县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忠
县落实“保护好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要
求，因地制宜打造石宝寨盆景特色小镇、
中国柑橘城·三峡橘海、皇华城考古遗址
公园、独珠江村、㽏井沟风景名胜区、三
峡港湾旅游度假区、三峡留城·忠州老街
和白公祠文博景区等具有忠县文化辨识
度的“忠州八景”，让生态更美、让文物

“说话”、让业态创收，下活文旅这盘棋。

景区建设生态保护先行
国家级湿地公园皇华岛等“忠州八

景”都在长江沿线，加强江岸治理、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至关重要

长江奔流至忠县，与沿线的独珠半
岛、三峡港湾、鸡公咀半岛相拥相合，构
成壮美开阔的“心”字景观，皇华岛恰如

“心”头那一点，而岛屿本身也呈心形。
皇华岛面积约1.5平方公里，地势由

岛周向内逐渐抬高，形成岛周陡坡、岛中
缓丘的地形特征，岛内总体呈现出“一圈
湿地、一坡密林、一坝良田”的生态格局。

“岛屿湿地特征显著、形态自然，兼具
水、陆、消落带湿地三种生态系统特征。”
忠县湿地保护管理站负责人介绍，皇华岛
拥有大面积形态各异的湿地，是由河流湿
地、岛屿湿地、库塘、稻田和人工渠系等构
成的自然与人工复合湿地系统，是我国水
库消落带湿地和岛屿湿地的典型代表。

三峡移民搬迁后，忠县依托稻田种
植湿地植物，建设梯田小微湿地景观，与
岛上现有的沟、渠、堰、塘、井、泉、溪等岛
屿小微湿地体系形成网络，构成了岛屿
小微湿地群。

2015年，忠县又对皇华岛消落带开
展保护修复工作，逐步构建起乔灌草搭

配、颜色丰富多彩的生态屏障。2016
年，皇华岛正式成为国家级湿地公园。
现在，岛上拥有植物358种，其中国家级
保护植物12种；野生动物329种，其中国
家和市级重点保护动物36种。

“生态保护，责任重大。”忠县相关负
责人介绍，忠县拥有 88公里长江岸线，
包括皇华岛在内的“忠州八景”都分布在
长江沿线，加强江岸治理，筑牢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任重道远。他表示，“打造

‘忠州八景’，生态保护必须先行。”
与皇华岛一江之隔的独珠江村，三

面临江，一面靠山，号称“万里长江独一
珠”。忠县以“江-村”为魂，打造“护山·
理水·营林·疏田”生态共同体。

13公里长江岸线宛若轻纱，1811亩
生态丛林遍布全村，790亩梯田错落有
序，荷叶铁线蕨、白额雁等珍稀动植物在
这里和谐共生，一幅山清水秀的秀美画
卷尽收眼底。

讲好长江文化忠县故事
忠县系统梳理历史遗迹等文物文化

资源，深入研究自身在长江文化中的位
置，着重发掘忠文化、汉阙文化、盐文化、
冶锌文化

皇华岛不只是生态示范岛，更是人
文魅力岛。忠县过去叫忠州，是南宋宋
度宗赵禥即位前的封地。宋度宗登基
后，年号咸淳，升忠州为咸淳府，后府治
迁往江中皇华岛，后称作皇华城。

皇华城也是宋元山城体系中唯一的
岛城，公元1277年底毁于战火。除了南
宋军事及生产生活设施遗址，岛上目前
还有晚清村落遗址、古墓群、摩崖题记、
明清石刻等人文景观。

“‘一城、一府、一帝’为城址增添了
厚重历史底蕴。”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大遗址保护中心副主任蔡亚林介绍，经
考古确认，皇华城城址由岛顶内城，西北
外城和南、北一字城墙组成，目前已重点
发掘了大湾、冉屋丘、一号城门等9个片
区，“基本厘清了城址的沿革变迁、布局
结构与功能分区，部分发现可填补宋元
山城乃至中国城市考古的空白。”

2021年，皇华城遗址获评重庆市“十
三五”期间重大考古发现。作为首批长江

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重点项目之一，集
“考古发掘、遗址保护、文化展示、旅游休
闲”于一体的皇华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启
动，着手打造“三峡生态岛·千年忠义城”。

“保护优先，深挖独特文化标识。”忠
县副县长李臣介绍，忠县系统梳理历史
遗迹、文化古迹、红色资源、非遗项目等
文物文化资源，深入研究忠县在长江文
化中的位置，着重研究忠文化、汉阙文
化、盐文化、冶锌文化，“让历史说话、让
文物说话，讲好长江文化忠县故事。”

一条街融入“三峡老城”味
修旧如旧的老街，集聚特色商品、文

化展示等业态，让优秀传统文化活在当
下，既能让人们记住乡愁，又能服务当代

忠县素有“中国汉阙之乡”美誉。在
忠州老街入口，忠县建起了汉阙广场和
忠州展览馆，集中展示老街所蕴含的

“忠”文化、“汉阙文化”及三峡移民历史。
“与其他古镇老街相比，忠州老街至少

有三个特点。”忠县住房城乡建委主任田海
滨介绍，一是老街既是文旅项目更是民生
项目，带火了旅游，也改善了居住环境；二
是“微更新”保留了城市肌理，保护了不同
发展阶段建筑历史风貌；三是留住了原有
居民，1.3万余名原有居民在此安居乐业。

修旧如旧的老街，吸引来了重庆北
仓文化创意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北仓
集团”）。

在老街保护与修缮的基础上，北仓
集团适当植入公共艺术廊道、堤岸遗址
公园、当代体验区、传统商业集市、现代
文创片区、文化教育片区等多种业态，打
造川剧团、非遗文化馆、民宿、物业等，以

“文化、文创、文旅”为核心元素，打造充
满三峡原真老城气息的生活街区。

目前，已有45家文创企业落户老街
经营怀古业态，打造了临江鱼（春华秋
实）、后火锅等特色餐饮品牌，以及老巷
子民宿、川渝购物店、陶艺体验店、银饰
DIY体验馆、川剧表演等，形成特色餐
饮、特色商品、文化展示、民宿、服务配套
五大业态布局。

“让优秀传统文化活在当下，既能让
人记住乡愁，又能服务当代。”忠县相关
负责人称，通过在保护中利用、在利用中
保护，忠县积极探索“文化遗产＋旅游、
文创、乡村振兴”等活化利用创新模式，
让历史文化与时代发展相互交融，推动

“忠州八景”串点成线、连珠成景，形成旅
游资源的集群效应。

记者在现场看到，皇华城考古遗址
公园内分为城门展示区、考古体验区、军
事体验区、衙署展示区和梯田湿地区、水
岸休闲区。开园后，岛上既可以开展湿
地科普宣教，也可以举行考古体验活动。

□ 渝北时报记者 周新宇 文/图

为进一步加快基层医疗卫生事业建
设，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和水平，
去年 7月以来，渝北区卫生健康系统深
入实施城乡医疗“反哺计划”，以抓实“精
品家医”为突破口，由渝北区级公立医院
牵头，在全区21个基层医疗机构打造慢
病管理服务部、中医养生服务部、妇幼健
康服务部、特色专科服务部，提升基层医
疗机构能力，让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

质医疗服务。
“‘反哺计划’采取挂图作战，绘好设

计图，创新施工图，呈现惠民效果图。”渝
北区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反哺计划”
以推进紧密型医共体建设为抓手，以充分
调动医务人员工作能动性为关键，逐渐建
立“凉寒感冒不出村、一般疾病不出镇、大
病不出区”的群众就医理念。通过积极发
挥区级医疗机构的辐射引领作用及对基
层的帮扶带动作用，倡导“一次接触，终身
服务”的服务理念，打造“家庭医生全程管

理”服务新模式，实施“一老一小”为重点
的“三全三有”（全周期、全方位、全过程；
有温度、有情感、有人文）服务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渝北区选定茨竹中
心卫生院、龙兴中心卫生院、统景中心卫
生院、宝圣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凤桥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双龙湖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仙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7家基
层医疗机构为首批试点医院，计划用
2—3年的时间，在各基层医疗机构建成

“四大部”，打造一批能力强、技术硬、群
众夸的家庭医生团队，逐步形成基层首
诊、双向转诊、上下联动、急慢分治的就
医新格局。如今，在基层医疗机构新建
消化内科门诊 1个，新建儿科门诊 1个，
新建特色口腔专科门诊1个。

如何实现区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
机构双向提升？渝北打好“反哺计划”惠
民“组合拳”，以经费反哺、技术反哺、人
才反哺、能力反哺等务实举措深化反哺
内涵。以“县聘乡用”改革激活卫生人

“一池春水”，让骨干医生“沉下去”，将群
众获得感“提上来”。全区 55名区级医
生全脱产1年，深入基层医疗机构坐诊，
开展技术帮扶、助力家庭医生服务等，填
补基层临床技术空白82项，在提升基层
医疗队伍能力和学科建设的同时，更为
群众送去安全有效、惠民便捷的医疗服

务。今年1—6月，全区医保基金分配中
公办医院占比从50%左右增至68%。

一年多来，随着“反哺计划”内涵不
断扩展，区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
实现“双向奔赴”，一支支精品家庭医生
团队建起来，真正做到第一时间发现群
众异常身体指标、第一时间会诊治疗、第
一时间开启双向转诊绿色通道。

在渝北，有一种幸福叫有家庭医生
“管”着。家庭医生团队在不断提升专业
技能的同时，主动作为、精准服务，将更
优质、更暖心的医疗服务送到群众心坎
上，让群众享受到家门口的幸福。接下
来，渝北区卫健委将开展家庭医生急诊
急救培训和家庭医生辅助检查、检验结
果解读培训，促进家医业务能力提升和
医院内部质控管理一体化，营造家庭医
生“比学赶超”的良好局面。

数据显示，渝北区城乡医疗“反哺计
划”开展一年多来，基层年诊疗人次突破
400万。今年 1—7月，全区 21家基层医
疗机构总诊疗人次 64.8 万，同比增长
51.04%；出院人次 1.56 万，同比增长
28.75%。今年1—6月，基层医疗卫生机
构门诊次均费用 265.74 元，同比下降
11.10%，全区农村地区医疗服务水平显
著提升，人民群众健康需求获得感显著
增强。

家庭医生现场签约。

忠县统筹生态、人文培育新兴业态——

打造“忠州八景”下活文旅一盘棋

独珠江村三面临江，一面靠山，号称“万里长江独一珠”。（受访者供图）

渝北深入实施城乡医疗“反哺计划”

精品家医惠民生 群众更有“医”靠

9月20日，酉阳县毛坝乡细沙村，“四好农村路”沿
圆梁山盘旋而上，在苍翠的青山间蜿蜒向前，勾勒出一
幅壮美的乡村画卷。

细沙村地处圆梁山下，山高谷深、沟壑纵横，常年
云雾缭绕。近年来，当地打通出村通道，串联起城市和
乡村，为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夯实了基础。

重庆日报通讯员 邱洪斌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9月 21日，记者从市林投公司获悉，自 2019年以
来国储林项目在城口县已投入近 1.29亿元，营造珍贵
树种、乡土树种、彩叶林及大径级用材林等优质高效多
功能森林18.61万亩。

城口县地处大巴山腹地，全县森林面积359万亩，
森林覆盖率高达 72.8%。2019年，城口县成为中林集
团储备林项目落地重庆的第一站。市林投公司与城口
县委、县政府谋定共建国储林模式，组建国储林建设领
导小组，同步统筹整合天然林保护、国土绿化提升、长
江防护林体系建设等重大林业政策及项目支持国储林
建设。

据了解，为促进森林资源变资产，我市探索实施了
“储备林+N”，让森林资源发挥更好的经济效益。譬如，
重庆林投公司就依靠村集体经济组织，动员引导农民
将林地入股村集体经济组织，再流转到重庆林投公司
收取流转费用，并组织农民参与国储林项目经营管理。

“我们按照每年每亩 50元标准，已为城口兑付村
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林地流转费用6.8亿余元，惠及当
地1.5万余户林农。”市林投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与此同时，城口县还通过以商招商、资源招商模
式，多方引进林下种植企业。截至目前，该县累计投入
资金 5500余万元，在国储林区种植大黄、独活 700亩、
天麻2100亩、淫羊藿1100亩、黄连400亩。

接下来，市林投公司还将进一步整合资金，围绕
“国储林+康养旅游”，促进森林景观、人文和林地资源
利用，打造城口县森林康养示范基地，拓宽绿水青山转
化为金山银山的通道。

城口

4年投入1.29亿元
建设国储林18.61万亩

□ 綦江日报记者 张静 马卓

9月 23日晚，夜幕之下，万达商圈，綦江区人才夜
市招聘活动火热举行，为企业和求职者牵线搭桥，用夜
市“烟火气”带动就业服务“接地气”。

本次招聘夜市的举办时间是晚上7点至9点，记者
在现场看到，招聘企业提前赶到现场布置展位，吸引大
批求职者聚集，大家穿梭于各个摊位前，不时与企业人
事专员交谈，询问工作时长、工资待遇等情况。本次招
聘会共有 24家企业提供 200多个岗位供求职者选择，
涉及制造业、食品行业、零售业、服务业等行业，包含运
营总监、售后服务、营业员、车工、普工等，可满足不同
求职者的需求，现场257人次达成就业意向。

招聘者像“摆地摊”一样亮岗位，求职者像“逛夜
市”一样找工作，突破时间限制，将白天招聘变为“夜市
招聘”，让大家在休闲逛街之余就能物色心仪岗位，搭
建了更加便利化、多样化的交流平台。

“接下来，我们还将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扩展零
工市场的业务范围，降低就业门槛，为广大就业困难群
体，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为符合条件的夜间经济
创业者，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和一次性创业补贴，依托夜
间经济，实现低成本创业和就业。”綦江区就业和人才
中心市场科科长王钰说。

綦江

招聘夜市火热“出摊”

□ 武隆报记者 王一竹

近年来，武隆区白马镇依靠丰富的自然资源，积极
鼓励扶持广大农户发展壮大蜜蜂产业，有力推动养蜂
产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真正把养蜂产业建成特色
鲜明、效益凸显、农户受益的富民产业。

每年的夏秋季节，白马山各类开花植物众多，蜂农
李刚都会拉着他的蜂箱赶往白马山，完成一场与大自
然的“约定”。“我们背靠白马山，有最好的蜜源，五倍
子、金银花、千里光、野菊花，这些都是药材，对我们身
体的需求有极大的帮助。我们在养蜂中，都是根据花
季的开放，拉着蜂箱跟着跑，采到了纯天然的野蜂蜜。”

像李刚一样，在每年的盛花期带着蜂群前往白马山
的蜂农还有很多。近年来，白马镇把中蜂产业作为全镇
农业特色产业和推进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通过扩大
中蜂养殖规模，加强资源保护，强化技术推广，拓展营
销渠道等方式，大力发展蜂蜜产业，让“甜蜜事业”成为
当地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据统计，截至目前，白马镇
已有蜂农500余户，年产蜂蜜60吨，产值近2000万元。

武隆

立足资源优势 酿造甜蜜产业

酉阳

“四好农村路”畅连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