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3年11月2日 星期四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黎刚强看重庆

□ 铜梁报记者 冉若含

10月25日，记者走进位于铜梁区少云镇
的重庆香即福农产品加工有限公司看到，生
产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工人
在不停地忙碌。经过解冻、清洗、炒料、包装
等系列程序后，一袋袋铜梁特色泡椒凤爪从
企业“走出”，销往全国各地甚至国外。

近年来，铜梁积极发挥资源优势、聚焦特
色产品，按照“深抓重点领域、推进梯次培育”
思路，构建以冷链食品、休闲食品为主攻产
业，以肉蛋、火锅食材为重点产业，以果蔬、粮
油、中药材为辅助产业的“2+2+3”铜梁特色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体系。

据了解，铜梁泡椒凤爪有30多年生产经
营历史，已成为铜梁美食的特色品牌，在地方
旅游产品带货榜上长期占据榜首，名气享誉
川、渝、贵等地。目前，铜梁正以“铜梁凤爪”
为休闲食品主导产业，争创“铜梁凤爪”全国

知名品牌。
“以前，铜梁泡椒凤爪以小作坊家庭式生

产为主，产量低、效益不高。为了把泡椒凤爪
产业化，我们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建立泡椒凤
爪生产基地，实行一体化作业，全程臭氧杀菌
生产，确保食品安全。”重庆香即福农产品加
工有限公司总经理傅培说，公司有 4个生产
车间，除了生产泡椒凤爪外，还同步生产冷链
食品香即福美蛙鱼。

据悉，2020年9月，铜梁区食品商会凤爪
分会正式成立。“秦老幺”“华爪爪”“杨鸡爪”

“鑫佳宝”等味道鲜美、包装精美的铜梁泡椒
凤爪产品在市场上大放异彩。目前，铜梁销
售泡椒凤爪的商店已有上百家，年销售额达
3亿元。

除了主攻产业外，铜梁还在其他特色农
产品培育上下足了功夫。如铜梁黑鸡、白羊
咸菜、铜梁美蛙鱼头、铜梁葛粉、铜梁葛面、
铜梁枳壳等。截至 2023年 10月，全区现有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领域科技型企业 128家，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4家，市级以上农业龙
头企业 42家，规模以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企业61家。

为了进一步做大做强特色农产品，今年
铜梁区成立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
发展工作专班，制订了《铜梁区加快推进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
案》。根据《方案》，从今年起，铜梁区将实施
产业园区规划建设行动、“头羊计划”推进行
动、种养基地打造行动、特色品牌创建行动、
实施服务平台培育建设行动、食品安全质量
提升行动，紧紧围绕打响“龙乡水土生”区域
公用品牌及系列具有铜梁特色的食品品牌，
多措并举、精雕细琢，建设集“标准化原料基
地、集约化农产品加工、体系化物流配送和
营销网络”于一体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
园区。

到2027年，力争全区食品及农产品加工

产业年产值达到 200亿元，新培育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领域科技型企业80家，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20家，新培育市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20家，规模以上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20
家，力争打造 2个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具有一
定影响力和知名度的“爆品”。

“接下来，我们将积极开发各类精深加
工农产品，联动‘巴味渝珍’和‘龙乡水土
生’品牌，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铜梁
区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区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综合协
调组负责人古玉平说，专班组工作人员将
全覆盖走访 61家特色食品及农产品加工规
上企业，全面了解企业的困难问题，分层次
分类别推动问题解决，并力争引进一批市
场前景好、经济效益优、带动能力强的企业
落户铜梁，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推
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勇 韩振 周凯

长江、嘉陵江在此交汇，朝天门向东而
立，这里就是重庆“母城”——渝中区。

三千年江州城，八百年重庆府。作为重
庆的“根”和“源”，这个陆地面积仅20.08平方
公里的“母城”，如何谱写新时代篇章、实现高
质量发展？记者近日走进渝中区，在历史底
蕴厚度、山城烟火温度、商贸消费高度中，感
受这座重庆“母城”的蓬勃生机。

历史厚度：一条街穿越千年

从解放碑沿邹容路往长江边行走，高楼
环抱的重庆老鼓楼遗址公园内，建于宋代的
谯楼台基遗址正在有序修复。作为全国考古
出土的第一个谯楼、201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
发现，未来这里复原的谯楼，将和鼓楼、重庆
府衙、巴县县衙遗迹等一起再现 800年重庆
府的历史演变。

以邹容路为轴线，这里有解放碑商圈、太
平门城墙公园、重庆海关公署旧址、白象街传
统风貌区等，涵盖了重庆标志性的巴渝文化、
红色文化、抗战文化、开埠文化。重庆市文物
考古研究院副院长袁东山说，重庆老鼓楼遗
址公园建好后将激活整个历史街区，展示重
庆母城变迁与格局特征。

“母城”渝中区有大量的历史文物和遗迹，
但过去有不少藏在深闺人未识。近年来，渝中
区大力建设历史文化传承区，提升“红岩村、曾
家岩周公馆、虎头岩《新华日报》总馆旧址”等革
命遗址群保护水平，实施驻渝外国机构旧址
群、抗战金融机构旧址群等文物保护工程及活
化利用项目，开展母城环城墙游研学活动。

设置透明玻璃让观众近距离观看文物修复
过程，以数字化科普考古知识，运用声光电技术
推出的沉浸式话剧《雾起江州》一票难求……位
于渝中区的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推出系列
文化服务和创意产品，深受消费者好评。

历史文化保护、活化和产业相得益彰，让
“人文”成为渝中区的鲜明特征。解放碑CBD
旁的“十八梯”，曾是重庆老城重要的交通纽
带、商贸中心，历经百年逐渐成为“最后的棚
户区”。经过 4年多的精心改造，如今的“十

八梯”再现重庆爬坡上坎的老街巷……漫步
渝中区，在林立高楼和传统建筑中，让人真切
感受到一座城市的传统和现代。

烟火温度：山城烟火中的美好城市

霓虹灯下邮政主题火锅店、餐饮小店生
意火爆，不同时期的邮票、邮政文化展示墙引
来游客驻足拍照，

邮政网点内各种创意邮戳让人忍不住盖
戳留念……位于渝中区解放碑 CBD的中国
邮政“督邮街”，成为当地又一网红打卡地。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渝中区分公司负
责人介绍，“督邮街”因清末这里设置的东川
邮政管理局而得名，几年前还是条老旧背街
小巷，2020年通过整体打造“全国唯一邮政
文化街”，这条百余米的背街小巷焕发新活
力。“今年截至国庆节，我们这条街里的邮政
网点综合收入约 1100万元，其中邮政咖啡、
邮政火锅底料等文创产品销售了 700多万
元，超过了我们的传统主营业务。”

在渝中区，像“督邮街”这样从老街巷、老
小区、老楼宇等蜕变成打卡地、新兴产业聚集
地、历史文脉传承地的，并不鲜见。常住人口
58.8万人、陆地面积 20.08平方公里，面对空
间逼仄、老旧城区面积大的问题，渝中区不搞
大拆大建，大力实施城市有机更新、完善老城
功能，让“母城”成为有烟火气、山城味的宜居
宜业宜游之城。

从城中山到江边水，落差百余米，再加上
高楼林立、道路弯多狭小，解放碑片区交通拥
堵、停车难问题突出，网友戏称“导航都找不
到北”。为解决这一问题，渝中区克服地下施
工重重困难、历时 10年，建成解放碑地下环
道并试运行。渝中区城投公司董事长戴柯
说，解放碑地下环道虽然只有 7.5公里长，但
最深处达到地下60多米，将解放碑CBD数十
栋高层楼宇的 28个地下车库、近 2.3万个车
位串联在一起，未来还将通过大数据技术实
现智慧停车、规避拥堵等功能。

完成约400万平方米、正在推进420余万
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新建改建教育、养老、
社区食堂等一批便民服务设施，形成“10分
钟公共服务圈”；推进3处历史文化街区、9处

传统风貌区、7处山城老街区建设……作为
国家首批城市更新试点的渝中区，延续记忆、
留下乡愁、完善配套，变的是城市环境，不变
的是“母城”味道。

消费高度：西部第一高楼折
射产业活力

在嘉陵江畔，458米高的“陆海国际中心”
主塔楼已经封顶，工人们正抓紧建设装修。主
塔楼旁的商业项目重庆印象城已经开门迎客，
国庆节期间这里成为重庆市民重要的消费场
所。“国庆长假我们接待消费者约125万人次，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重庆印象城负责人说。

2021年，重庆成为全国率先开展国际消
费中心城市培育建设的5个城市之一。这个
西部第一高楼、重庆国际商务区标志性项目，
成为重庆构建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新“高
度”、新增长点。消费是提振信心、拉动经济
的主要动力，近年来渝中区打造消费新地标、
培育消费新业态、建设消费新场景，推动金
融、商贸、文旅产业转型升级。

海拔 520米的云端之眼高空观景台，是
渝中区完善设施条件后“变废为宝”的代表

作。“观景台所在的大厦曾是一栋写字楼，楼
顶有个长期闲置的停机坪。我们通过重修登
台楼梯，完善旅游配套设施，将停机坪改造为
网红观景台，两江四岸美景尽收眼底。”重庆
菲尼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全线连接“解放碑—朝天门—十八梯”城
市消费主轴，加速向千亿级商圈迈进；丰富夜
购、夜玩、夜赏、夜味等产品，繁荣发展夜间消
费；集成“立体山城、光影江城、魅力母城”资源
要素，深化“江岸、悬崖、老街、防空洞、天台”特
色消费场景建设，如依托独有的“防空洞”空
间，推出酒吧、艺术空间、隧道遗址等；解放碑
商圈环球购物中心内的陆海新通道国际消费
中心，借助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渠
道优势，汇聚了23个国家的上万种单品。

将老城包袱变为转型优势、在存量空间
寻求发展增量，渝中区在赓续城市文脉、提升
城市品质、升级城市产业中践行新发展理
念。这座古老“母城”的高质量发展如同两江
之水澎湃不竭。

历史厚度 烟火温度 消费高度

三个维度看重庆“母城”高质量发展

俯瞰渝中鳞次栉比的繁华。渝中报记者 何超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罗静雯
见习记者 兰沫渃 文/图

近日，记者在綦江区赶水镇三居社区
桥城体育公园看到，来此运动散步的居民
络绎不绝，打羽毛球、乒乓球，凑在一起聊
家常……处处洋溢着欢乐和惬意。

“以前这个地方是老铁厂，空气质量差，
环境也不好，现在变化很大。”作为老铁厂员
工子女，谭德维感慨地说，“这个公园真是修
到我们老百姓心坎上了！”

赶水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桥城体育
公园所在的位置原是赶水铁厂，后经规划建
设成为桥城广场，但广场只有光秃秃的平坝，
利用度不高。

去年下半年，修建桥城体育公园被提上
镇党委政府议事日程，还被纳入了2023年重
庆市十大体育公园重点民生实事工程。

现场协商凝聚共识与合力

如何把体育公园修得巴巴适适，符合更

多居民的意愿？綦江区政协创新打造的履职
平台——“渝事好商量·一镇一事商量办”现
场协商会发挥了关键作用。

5月下旬，围绕修建体育公园主题，一场
“渝事好商量·一镇一事商量办”现场协商会
在三居社区滨河花园古城墙外举行。綦江区
政协组织相关区级部门负责人、部分政协委
员、镇社区干部及居民代表 30余人，敞开心
扉进行协商。

“建公园能不能不砍那两棵陪伴我们几
十年的大黄葛树？”“建足球场不得不占用那
块地，但我们绝不会损毁树木，会就近移栽，
古树还会在大家身边。”

“公园建成后，体育器材能不能直接在公
园管理处借用？”“后续会购置一批体育器材，
并且增设器材管理室，届时居民登记即可免
费借用。”

……
协商会现场，社区居民、社区干部和政协

委员谈想法、提建议，区级部门负责人和镇有
关负责人仔细听、认真答，各方形成良性互
动，为建好体育公园凝聚起共识与合力。

“商量办”提升群众幸福感

在该体育公园的整体建设过程中，
“商量办”贯穿始终。社区党员代表和广
大居民群众全程参与监督建设，及时提出
合理意见建议；通过社区“茶谈院坝会”等
载体，对施工过程产生的矛盾纠纷进行协
商调解；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建议，结合赶
水场镇现状及周边环境，合理规划公园功

能分区；结合群众改善公园环境的建议，
清理周边建筑垃圾 10余吨，栽种花草绿植
3万余株……

赶水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公园总占地面
积约2万平方米，总投资近600万元，截至10
月，公园内计划建设项目已全面建成。建设
项目包含健身步道、灯光篮球场、五人制足球
场、活动广场、轮滑场、停车场等。此外还实
施了绿化亮化美化工程，进一步提升辖区广
大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感。

议前调研让12万群众受益

据了解，2022年以来，綦江区政协务实
落实市政协“渝事好商量”协商平台建设要
求，搭建“渝事好商量·一镇一事商量办”履职
平台，探索提出“七个防止”负面清单，切实促
进委员赋能、平台提级、成效转化，推动政协
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

目前，履职平台已在全区31个镇街全面
铺开，31个镇街均设立了政协工作办公室，
全覆盖安排365名政协委员到镇街履职。政
协委员们积极投入到议题前期调研、提案撰
写、协商发言、监督落实等过程，确保委员“发
声”有质量，全过程推动协商议题落实落地。

截至目前，綦江区政协已开展议前调
研协商 151场次，现场协商活动 65场次，参
加人员 4200余人次，助推解决民生问题 60
余个，受益群众达 12万余人，涉及资金 1.2
亿元。履职平台协商 62个议题均有群众参
与议前调研、现场协商，群众发言率达到
100%。

一镇一事商量办 群众参与议前调研

綦江废旧铁厂“变身”体育公园

铜梁：推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綦江区赶水镇，居民在体育公园打羽毛球。

□ 沙坪坝报记者 杨飞

近日，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沙坪坝区人民医
院）在全市首批上线慢特病门诊医保移动支付。这意味
着，参加重庆居民医保或职工医保的患者，在该院慢特病
门诊就诊、开药后，可以直接在手机上报销医保费用。

10月 25日，王先生到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就
诊。他因患甲状腺恶性肿瘤，术后需要常年吃药来维持体
内的激素水平，每个月都会到医院开药。医生开药后，他
在医院微信公众号智慧医院上点击几下，就完成了门诊慢
特病费用医保移动支付。“以前要到缴费窗口排队、刷医
保卡才能报销，现在只需在手机上动动手指就可以支付、
结算，金额和药品数量一清二楚，特别方便。”王先生说。

“今年初，医院就上线了医保移动支付，起初仅支持普
通门诊费用的报销，无法满足慢特病患者的需求。”重庆大
学附属沙坪坝医院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数字化更好服
务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该院医保科和信息科联动，突
破技术难关，扩宽业务场景，系统升级后，符合报销条件
的门诊费用均可通过医院微信公众号，或通过微信、支付
宝小程序搜索“重庆市沙坪坝区人民医院”进行支付。

医院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将
持续用好数字化手段，全面梳理患者就医服务流程，持续
优化便民数字化应用，把“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贯穿于
医疗服务的各个环节，持续提升患者就医体验。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举旗帜、拥核心，‘两个确立’铸辉煌……”近日，在江
津区鼎山街道党建公益集市“小板凳”宣讲广场，伴随着一
声声清脆响亮的快板声，一场别开生面的以“传递党的声
音”为主题的小板凳宣讲在此上演。在双福街道新华书店
文明实践点，一场好书分享活动吸引了60余名居民参与。

今年，江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以“筑牢文明实践
阵地、深化文明实践活动、建立文明实践机制”为重点，精
心打造“有你更津彩”文明实践品牌。一方面依托江津名
人、楹联、影视等文化优势，整合人流量较大的聂帅馆、陈
独秀旧居、重庆影视城（江津白沙）等阵地资源，打造便民
阅读、红色教育、思政教育、农耕文化体验等100余个“有
你更津彩”文明实践点（基地），构建形成“1+30+301+N”
的文明实践阵地体系，方便群众就近就便参与文明实践
活动；一方面围绕全区中心工作，坚持“一所一品牌、一站
一亮点”工作思路，精心打造“鸿鹄护鱼”“美丽江津”“津
城帮帮团”“百岁百福”等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有你更津
彩+”系列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品牌30余个，引导广大
人民群众自觉加入志愿服务队伍，主动参与文明实践活
动，营造文明江津“有你参与，更加精彩”的浓厚氛围。

此外，江津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还有“江理论津”
“津津乐道”“江小宣”等“有你更津彩+”理论宣讲品牌20
余个，将党的创新理论翻译成“江津话”“家常话”，既讲理
论，又谈需求，当好广大群众的“理论快递员”。

江津

打造“有你更津彩”品牌

□ 大渡口报记者 张永香

近日，由大渡口区妇联主办、重庆市手工编织协会会
长单位“壹秋堂”承建运营的“义渡巾帼非遗工坊”正式挂
牌运行。

工坊位于新山村街道平安社区，集亲子DIY、团建、
培训、生产、直播、定制、展示、销售于一体，切实为妇女释
放创造活力、实现自我价值搭建平台，帮助辖区困难妇女
群体实现创业就业，助力基层妇女点燃梦想、追寻梦想、
共筑梦想。

自“义渡巾帼非遗工坊”项目启动以来，壹秋堂组织
专业师资团队，开展了城乡妇女致富带头人培训、创业就
业技能培训、创业指导及创业分享培训、产品标准化手工
技能提升培训等，共计服务妇女群众170人次。

挂牌运行后，工坊将定期举办各类非遗文化讲座、手
工艺技能培训和DIY活动，还提供生产、设计、定制等服
务，可根据客户的需求，定制如布艺、饰品、家居用品等各
类手工制品。

据工坊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努力把“义渡巾
帼非遗工坊”打造成社区非遗产业发展样板，形成有特
色、有亮点、有成效、能借鉴推广的经验，为促进大渡口区
经济发展和文化传承、推进新时代妇女事业高质量发展
作出积极贡献。

大渡口

打造社区非遗产业发展样板

全市首批上线

重庆大学附属沙坪坝医院慢特病
门诊可手机报销医保费用

11 月 1 日拍摄的重庆市黔江区五福岭风电场晨景
（无人机照片）。

近年来，重庆市黔江区走绿色低碳发展之路，发展清
洁能源产业，在高山地区建起风电场、光伏发电站，为乡
村振兴注入新能源。 新华社发（杨敏 摄）

黔江

发展清洁能源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