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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渝都市报记者 谭艳华

涪陵，以“江城”闻名，“涪”泛指水流壮阔
丰盈。这里，江河流淌，不舍昼夜，77公里长
江、33公里乌江相互交融，238条中小河流孕
育城市向上生长的力量。

近两年，涪陵区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
明思想，多措并举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
和流域水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辖区水环
境质量持续向好，这座山水之城正在焕发蓬
勃生机。

精准整治入河排污
一江碧水荡清波

近日，三峡库区新一轮175米蓄水完成，
库区高水位运行，位于两江交汇处的涪陵区

正是“一半江水一半城”的好风景：江面微波荡
漾、船行不休，江边芦苇飘飘、鲜花悠悠……
诗意之秋、山水之城，如诗如画，美不胜收。

而这样的美景与涪陵区大力开展入河排
污口整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2023年，涪陵区先后对辖区内长乌江干流
390个入河排污口开展了两轮次核查，修订印
发了《涪陵区长江乌江入河排污口整治方案》，
分类细化制定了“一口一策”，精准推进长江乌
江入河排污口整治。根据入河排污口问题清
单，按照“三个一批”整治原则，明确入河排污口
整治措施，清理合并37个、规范整治353个。

同时，涪陵区全面实行固定污染源排污
许可制，建立排污许可证联审核查评估机制，
制定《涪陵区环评与排污许可统一受理、同步
办理试点工作实施方案》，积极探索“双证合
一”试点，推进环评与排污许可领域“放管服”

改革，将环评与排污许可统一受理，统一进行
技术评估和审批，实现“一次性受理、一次性
审查、一次性审批”的便民服务目标，不断强
化排污许可管理、生态环境监测、执法监管联
动，促进排污许可全过程、全要素闭环监管。

此外，涪陵区以整治污水直排偷排乱排、
雨污混排等为工作重点，将沿江城镇雨洪排
口整治纳入涪陵区水环境综合治理 PPP项
目，投资近4亿元，实施老城区和高新区排水
管网改造及修复工程，加快补齐水生态环境
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控制了雨污合流引起的
溢流污染。

涪陵区还建成投用了环保智慧平台、水
生态智能化监管系统，覆盖“万人千吨”水源
地、园区及城镇污水处理厂、沿江排污口等
100个重点监管对象，实现长江、乌江及重点
次级河流 24小时在线监控，形成了“纵向到
底、横向到边、辐射到点”的环境安全管理体
系，乱排乱放等违法违规行为在“电子眼”的
监控下无处遁形。

生活污水变肥水
浇灌甜蜜产业

眼下，正是蜜柚成熟的季节，走进涪陵区
义和街道石岭村的蜜柚林中，果实清香扑鼻，
令人不禁垂涎。蜜柚是石岭村的主导产业之
一，全村共种植了350亩，而灌溉这些果树的
水源是处理后资源化利用的“生活污水”。

2021年，石岭村农村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设施建成投用，汩汩清流喷涌而出，浸入土地。

该设施采用资源化利用方式处理生活污
水，设计规模为5立方米/天，通过生活污水智
能化生态调控池、还田管网系统，建立起“化

粪池出水+生态调控池（自动调节控制水
量）+管网延伸至庄稼地+智能化浇灌”模
型。生活污水经格栅池、生态调控池进行厌
氧发酵，再通过还土管网输送到旱地进行灌
溉，实现了污水治理和资源利用的有机结合。

设施建成后，居民点生活污水得到有效
治理，人居环境得到极大改善，年节约水资源
量约 1800立方米，灌溉面积 53亩，肥水资源
促进了当地村民柑橘、蜜柚等产业增产丰收。

石岭村的生活污水治理并不是个例。目
前，涪陵区已建成并落实运营单位的农村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 206座，处理能力达到 1.64
万吨/天。从2020年至今，新建成农村生活污
水资源化利用设施95座，一体化处理设施27
座，全区 25个涉农乡镇街道中常住人口 100
户以上的农村聚居点实现了污水处理设施全
覆盖，2022年底全区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
到 44.2%，今年有望突破 50%，提前实现“十
四五”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目标。

长、乌江干流水质连续三年稳定达优。
去年，长江清溪场、乌江菜场沱和麻柳嘴、碧
溪河百汇段等国考、市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
100％；涪陵区 19个水功能区水质达标率为
100％，全区无劣Ⅴ类断面；城市及乡镇集中
式饮用水源水质达标率为 100%；城市、乡镇
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分别达到 98％、85％以
上；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模式入选全国示
范案例，为全市唯一。

一项项数据与荣誉，既是涪陵区深入打好
碧水保卫战的亮眼成绩单，也是涪陵区大力推
进水环境保护工作取得实效的有力佐证。

碧浪清波迎风荡，一半山水一半城的美
丽蓝图，正在这座两江之滨的魅力城市变为
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

□ 华龙网记者 羊华 殷睿 陆丹

潼南是“西部菜都”，对农业的喜爱被刻
在了基因里。

潼南种植柠檬历史悠久，基地规模化标
准化生产领跑全国，从柠檬种苗、种植再到加
工，形成了全产业链。

重庆市委、市政府提出“以潼南为核心建
设百亿级柠檬产业链，带动全市及周边形成
千亿级产业集群”，更为潼南柠檬打造全国第
一品牌注入了动力。

潼南柠檬产业有自己的叠加优势，资源
层面，有“全国农业科技现代化先行县”做后
盾；结构层面，有重庆（潼南）农科城（以下简称
农科城）做引领；产业层面，有32万亩果园做
支撑，积资源优势为产业胜势可谓水到渠成。

一棵苗

好苗子才能种出好果子，潼南区尤为重
视柠檬选种育种，并将其打造为产业链中的
重要一环。

为了让柠檬植株健壮、少生病，潼南区从
源头抓起，于2017年自建了柠檬脱毒种苗繁
育中心。

“潼南地处北纬 30度附近的潼南区，具
有偏酸性的土壤和便利的灌溉条件，是种植
优质柠檬的绝佳之地。”潼南区农业农村委柠
檬产业发展站站长付强说。

好的土壤和气候，也为潼南柠檬育种制
苗产业创造了优渥条件。

记者在位于柏梓镇的柠檬脱毒育苗中心
看到，工人将特制营养土装杯压实，送进连栋
网室，移栽砧木苗，不仅要对营养土、网室进
行消毒，还要对培育砧木苗种子和柠檬母株
进行脱毒。在超净无菌的条件下培养不带病
菌的植株，进行营养繁殖，从源头保证柠檬幼
苗不受母本病毒感染，快速繁育和生产出无
病毒的种苗，应用于柠檬基地移栽。

占地2880平方米的连栋温室大棚，通过
计算机系统对温度、光度、水、肥等进行智能
化调节，营造适合柠檬生长的环境。大棚内
安装的湿度传感器、光照传感器等传感器，将
监测数据通过采集器发送至后台，工作人员
可以根据传送的数据，适时调节大棚内相应

的系统。
一两个人就能控制整个育苗中心运作，

除了让运行成本大幅下降，幼苗也更有品质
保障。从柠檬选种到采收的全流程数字化、
信息化跟踪管理，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实现了
节本增效，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无毒柠檬
种苗。

“采用脱毒育苗两年可出成品苗，比传统
方式提前一年左右，还具有长势快，抗逆性强
等优点。”柠檬脱毒育苗中心负责人说，他们
依托西南大学、中国柑橘研究所、重庆市农科
院等科研院所的技术力量，实现了柠檬良种
无毒化，可为重庆市及周边省市、乃至全国提
供安全可靠种苗。目前可提供柠檬脱毒良种
接穗 200万枝，年育砧木芽苗 140万株，脱毒
种苗60万株，其中柠檬苗28万株，柑橘苗32
万株，年产值600余万元。

有了柠檬脱毒育苗中心＋柠檬移栽基地
进行大规模“孵化”，潼南区定下了一个目标：
力争到2025年，建成年产苗1亿株高标准、现
代化的柠檬脱毒种苗繁育中心，矢志打造中
国第一柠檬种苗基地。

一片田

优质可靠的种苗，让潼南柠檬“脱胎换
骨”，种植规模一下子干到了32万亩。

雁群飞得远，全靠头雁带。
铁得祥是柏梓镇郭坡村驻村第一书记，

也是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下
属子公司琼江农旅负责人，因为姓铁，又吃得
了苦，被村民们称为“铁汉子”。

“只要脚踩在田坎上，我就格外踏实。”铁
得祥说，从农技员到致富带头人，他为能够带
动乡亲们种植柠檬致富感到高兴。

在铁得祥的努力下，全村建设了柠檬试
验示范基地50亩，高标准品种展示示范基地
500亩，牵头实施市级农业产业项目 5个，示
范推广项目1个。他也因此入选了潼南区高
层次人才，还跻身了重庆市乡村产业振兴带
头人培育“头雁”项目。

为了更好地发挥“头雁”作用，潼南区还
配套建设了多个田间学校，以促进产教融合。

柏梓镇小岭村的田间学校，建在柠檬果
园旁边。农户纷纷告诉记者，每到种植、除

虫、采摘等重要节点，这里的田间学校就会提
前“开课”，头雁和该区里请来的专家，会召集
果农学习柠檬专业知识。这样接地气的田间
学校深受欢迎，开课的时候，有很多邻村的果
农会来旁听。

学到了硬核知识，果农心里就更有底。
柏梓镇万亩柠檬种植基地，柠檬挂满了

枝头，清香怡人。
“基地建设初期，我们就以柠檬标准化种

植示范园区为目标，以提高柠檬品质和产量
为核心，全面提高柠檬种植技术和果园管理
水平，从而推进柠檬种植环节科学化、标准
化。”柏梓镇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园区排灌
系统、交通系统、机电系统一应俱全，严格按
照每公顷不超过800株果苗的行距标准栽种
柠檬，完全做到了标准化生产。

“为确保柠檬绿色无公害，我们按照绿
色标准进行生产，严格套袋、打无公害农药、
按配方施肥，由于品质从源头就得到了保
证，柠檬才挂果就被订购一空。”该种植园区
负责人说。

潼南产教融合，除了头雁和田间学校的
传帮带，还注重校企融合，该区联合领域内6
所顶尖院校、24家龙头企业组建联盟，共建
了两个涪江流域科技特派员精英团队；投入
1032万元，建立农产品质量检测双认证中心
综合实验室，共享产教融合的红利。

同一片田，从“靠天吃饭”到产教融合，潼
南柠檬“熟”了。

一座城

站在潼南柠檬种植业背后的，是一座引
领之“城”。

位于潼南城郊的农科城，基础设施正加
紧建设，科研平台加速聚集，重点项目也在加
快落地。

农科城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推动农
科城建设，潼南区成立了由区委副书记杨宏
任指挥长的建设指挥部，负责农科城开发建
设中涉及重大事项的决策和协调工作；潼南
区科技局、区农业农村委等22个成员单位参
与建设，从各自职能来赋能农科城的建设。

有了农科城，潼南区获得的国家现代农
业示范区、乡村振兴示范县等多块国家级“金

字招牌”，也就有了主载体。潼南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全国72个县（区）农
业科技现代化共建先行县之一，潼南正加快
探索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机制新模式。现已
布局建设农科服务综合中心，西部种业创新
区、休闲农业体验区、智慧物流与加工研发服
务区，农机创新示范园、种业育繁推示范园、
智慧农业示范园、高效农业综合示范园，投入
了3.6亿元启动乡村振兴示范EPC建设项目，
招引了华智生物、中一种业等科技型企业33
家落地入驻，总投资79.9亿。

除了招商，还有引智。
潼南区人民政府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签

订了“战略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双方将在
聚焦柠檬精深加工领域、开展战略咨询服务、
共建“1+N”科研平台、建立研发应用团队、申
报实施重大项目、共建农科城、推进农业产业
化品牌打造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打造院地
合作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潼南样板。

中国工程院院士、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学
术委员会主任单杨对潼南柠檬格外重视，多
次前来调研，这里有一个以他名字命名的“单
杨院士创新团队潼南食品工作室”，主攻方向
正是柠檬精深加工。

目前，农科城已搭建和落户一大批科创
平台，华中农业大学潼南泷泮生物科技研究
院正式揭牌，上海海洋大学、四川美术学院和
西部科学城签订了战略协议，种质创制大科
学中心潼南分中心和农科城产业科技研究院
亦先后挂牌，重庆潼南柠檬生物特色产业基
地，则入选了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地名单。

按照进度，农科城聚集的科创平台年内
有望突破30个。

“2023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
出将农科城打造为高效能科创体系，建设成
科创核心承载区，由重庆市潼南区政府与重
庆市科技局、重庆市农业农村委三方联建，此
举给潼南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信心和动力。”潼
南区相关负责人倍感振奋。

众志成“城”，潼南柠檬注定大有可为。

11 月 3 日，垫江县高新区重庆捷力
轮毂制造有限公司，智能化生产线快速
运转，赶制近期发往印度的轮毂产品。

今年1—9月，该公司产值7.5亿元，
出口到印度、巴基斯坦、菲律宾等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的产品产值超2亿元。
近年来，该县把捷力轮毂公司作为

龙头企业重点打造，借助共建“一带一
路”的东风，轮毂产品畅销共建国家，既
促进轮毂产业发展和轮毂技术提升，又
助力经济社会发展。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涪陵：精准治水护清波

碧波荡漾的铜鼓湖湿地公园。巴渝都市报记者 何乾健 摄

潼南：打造中国柠檬第一品牌

垫江

共建“一带一路”添活力
轮毂产品出国门

近年来，彭水县太原镇花园村依托当地丰富的水资
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通过“村集体+企业+农户”的模
式，做好生态渔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村民增收
致富。

今年初，在东西部协作帮扶工作中，山东省聊城市将
黄河鲤、高唐锦鲤引入彭水太原镇，着力打造现代化、智
能化的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基地，推动彭水水产业由传统
渔业向现代化渔业转型升级，让锦鲤等养殖产业逐渐成
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支柱产业。图为村民正在查看锦
鲤的长势。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赵勇

□ 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尹诗语

11月 4日，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投用。该
院是由荣昌区人民政府与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共同
组建的独立法人新型研发机构，也是重庆高新技术产业
研究院与区县合作共建的第一家专业研究院。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于 2019年注册成立。该
院在国内率先探索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研
究院经济”模式，定位为“生成高新技术企业的企业”。截
至目前，已孵化落地“硬科技”项目53个，成功培育出1家

“中国行业100强企业”，3个“重庆英才”创新创业团队，4
家重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家重庆市新型研发机
构，6家重庆博士后工作站，12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的建成投用，标志着我们
在打造‘总院+专业研究院’专精特新企业孵化培育体系
上迈出了第一步！”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董事长陈锦
说，今后，总院将作为“中央厨房”，承担资源集聚、项目筛
选、孵化培育等职能；专业研究院作为具体项目承载地，
负责提供分行业领域的孵化服务，聚焦打造错位互补的
产业集群。

据介绍，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将聚焦“碳达峰碳
中和”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以“搭平台、强效益、促转化、
育产业、聚人才”为抓手，重点围绕降碳、减污、扩绿等领
域开展技术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着力建设特色鲜明、成效
显著的绿色低碳高端人才聚集基地、优质成果转移转化
基地、先进绿色产业孵化基地。

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还将探索打造西南片区首家
低碳检验检测平台，积极创办全国首家低碳工程师学院。

重庆荣昌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投用

近日，记者从长寿区市场监管局获悉，截至 2023年
10月底，长寿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22.53件，比全市平均
高出3.69件。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指每万人拥有经国内外知
识产权行政部门授权且在有效期内的发明专利件数。“万
人发明专利拥有量”是衡量一个地区科研产出质量和市
场应用水平的重要综合指标，也是一个地区自主创新能
力的体现。

近年来，长寿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工作，配套出台了多
项鼓励措施，并强化商标、发明专利的保护，聚焦重点领
域、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开展保护知识产权“进企业”“进
单位”“进社区”“进学校”等活动。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
培育工作，不断优化布局、整合资源、提升服务，推动全区
知识产权工作高质量发展。 据长寿区融媒体中心

长寿

万人发明专利高于全市平均水平

□ 渝北时报记者 王彦雪

11月 2日，渝北区首例政府采购跨省远程异地评标
项目——“渝北区人民医院打印、复印外包服务采购项
目”由渝北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与四川省广安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共同顺利完成，这标志着渝北区远程异地评
标工作迈上新台阶，对推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常态化、深
化公共资源交易领域合作、持续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
具有重要意义。

据记者了解，此次跨省远程异地评标以渝北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为主场，四川省广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为副场，全流程依托重庆市政府采购电子招采系统进
行。为确保此次远程异地评标顺利进行，两地交易中心
提前建立有效沟通渠道，并认真开展前期设备互联互通、
评标系统功能调试、评审专家抽取等工作。

开标过程中，5家投标供应商通过系统解密投标文
件，20分钟完成系统唱标并进行电子签章确认。进入评
标阶段后，两地专家在线交流、在线打分，评审过程音视
频同步传输，评标结果由系统自动生成。过程中，监督人
员通过音视频监控系统进行实时远程在线监督，实现了异
地同步在线评审、线上监督的远程智能化交易模式。在两
地密切协作下，经过1小时高效评审后项目圆满完成。

据渝北区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跨省远程异地评
标工作是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不仅可以
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打破地域空间限制，消除信息孤岛，
还将实现优质评标专家资源跨区域合作共享，最大限度
防范评标专家“熟面孔”“圈子化”“打人情分”等廉政风险，
有效降低了人为因素干扰，保障项目评审公平公正。

渝北

首例政府采购跨省远程
异地评标项目顺利完成

彭水

锦鲤“游”出富农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