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丰都日报记者 向陈

近年来，丰都县累计投入专项资金9000余万元，改造
学校食堂160所，成功创建A级标准校园食堂89所，完小及
以上学校实现标准化食堂全覆盖，广大师生吃上满意校餐。

在位于兴龙镇的接龙完小，原有的校园食堂由于厨房
设备不达标，师生的就餐环境相对落后。去年以来，学校
食堂进行了A级改造提升。改造后的食堂十分整洁，重新
粉刷后的墙面焕然一新，“珍惜粮食、浪费可耻”等文明用
餐标语贴在食堂最现眼的位置，提醒大家养成文明用餐习
惯，营造了良好的就餐环境。

“农村学校食堂标准化改造之前，我校师生只能露天
用餐，条件非常艰苦。随着学生食堂的修建，餐桌椅的标
准化配置，‘明厨亮灶’的打造，净水系统的更新，师生用餐
环境大大改善。”兴龙镇接龙完小食堂负责人余秀青说。

据了解，近年来，丰都县相继投入9000多万元资金，对
全县160所公办中小学（幼儿园）的学校食堂进行改造提
升，并对食堂冰柜、灶具等内部设施进行更新，确保食堂功
能齐备，布局合理、设施完善。此外，丰都县广泛推行“互联
网+校园食品安全智治平台”等智慧管理模式，建设“智能阳
光厨房”，实现“明厨亮灶”，提升学校食堂智慧监管水平。
截至目前，丰都县已成功创建A级标准校园食堂89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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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审批速度加快了，刚点击了提交按钮，
几秒钟后手机就收到了申办成功提示。”近
日，云阳县个体工商户梁科在云阳县政务服
务大厅帮办工作人员的引导下，通过“渝快
办”提交了“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业务，经过
手机自主申请、后台自动审批等环节，5分钟
就办了证照。

这也是云阳县首张通过RPA政务数字
机器人审批办理的营业执照。

机器人“智能秒办”、343项业务“一窗综
办”、30个事项“扫码办事”……记者了解到，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在服务企业、服务
基层、服务群众上聚力发力，不断畅通便民便

企服务通道，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效能。
“以前，我们要随时刷新审批页面，逐项

核对提交材料，生怕信息出错导致审批有误，
耽误了群众和企业办事。”云阳县行政服务中
心工作人员金萍告诉记者，现在，群众和企业
可以直接在网上提交办事申请，RPA政务数
字机器人就可以自动进行业务审批，申办主
体不用填写表格，不用提交纸质材料，只要有
网络，随时都可以办理，大大提高了审批效率。

据了解，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云阳县对市
场监管类20余个事项进行调研梳理，开发了
RPA政务数字机器人，通过政务数据共享利
用、表单智能填报、数据跨网录入等功能，实
现高频事项“个体工商户设立登记”自动审批
试点应用，让该事项由原来的 1个工作日审

批完成到全程自动审批、“智能秒办”。
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王孟平介

绍，RPA智能审批系统通过将AI智能模型嵌
入到系统中，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采取模
拟办件和实际办件相结合的方式，实现7×24
小时AI智能在线审核材料，既节省了群众和
企业办事时间，也减轻工作人员审批压力，让
群众少跑腿、数据多跑路。

“以前办理证照，须携带各种材料不说，
还要跑了东家跑西家，来来回回很是麻烦。”
前不久，在云阳县行政服务中心无差别综合
窗口，市民李玲不到半个小时就完成了诊所
备案凭证业务，并当场领证。

只进一扇门，只到一个窗，只取一次号，
办事群众就能在综合窗口办理诸多政务服务

事项，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该县深入推进“一窗
综办”改革，推行“一窗受理、集成服务、统一出
件”运行模式，形成“一号申请，一网办理，线上
线下，同步办结”的一体化政务服务架构。

目前，该县共设置了 8个无差别综合窗
口，涉及卫生健康、文化旅游委等 14个部门
的 343 项业务，群众办事等待时间缩减
50%。今年以来，无差别综合窗口共受理办
件 7500 余件，受理率、群众好评率均近
100%。与此同时，云阳县还改造升级一窗受
理业务系统，推出扫码窗口15个，推行“扫码
办事”试点事项 30个，打造“扫码办事”应用
场景 143个，实现证照材料零提交，全县“渝
快码”注册人数达14.7万人，扫码59万次，亮
码133万次。

□ 华龙网记者 陈攀

拥有上千年文化底蕴、占据全市油茶栽
培面积30%的酉阳油茶，正冲刺百亿产值，抢
占重庆油茶产业发展高地。

初冬，酉阳油茶基地枝繁叶茂、果实累累，
林农们穿梭茶树间，迎接又一个丰收季的到
来。在酉阳，一棵油茶树经过精心“萃炼”，构成
了完整价值链。从“一产”油茶种植业到“二产”
油茶加工，再到下游消费品突围升级，已然成
为重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张“名片”。

粮油安全，“国之大者”。11月11日—13日，
2023武陵山油茶产业发展大会在酉阳举行，
这是渝东南地区首次以油茶为主题举办的重
大节庆活动，为酉阳油茶产业成果展示打开
了一扇窗口。

“油”来已久
品种选育攻克产量难题

种植油茶树，酉阳有着上千年的种植历
史。在国家“支持扩大油茶种植面积、改造提
升低产林”的重大决策部署下，这抔土使得酉
阳育得先机，在油茶产业新一轮快速发展中
占得重要一席。

酉阳油茶产业的率先突破，还得从一粒
茶籽的选育和全新模式的培育说起。

在泔溪镇油茶苗圃基地，记者看到，经良
种化栽培的油茶苗舒展枝叶，因智慧大棚的

庇佑，1年生到3年生的苗木仅需一块屏幕就
能进行物联网数据采集，实现标准化精准管
理和专家远程诊疗，然而几年前这里的种植
模式还是另一番模样。

“以前的经营模式种植比较分散，管理比
较粗放，使得一直以来酉阳投产的油茶树低
产林占比高。”酉阳县林业局田永安介绍。

如何集中力量攻克困难，既能解决产量
问题，又能让散沙般分布的油茶带“聚沙成
塔”，酉阳就此展开探索。

2018年，肩负酉阳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使命而来，重庆酉州油茶科技有限公司顺
势成立。通过股权联结，创新推出“公司+村
集体经济组织+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以此
调动、激发村支两委参与的积极性和群众的
内生动力，效果立竿见影。

“我们专注育种、造林、加工三大领域，以
龙头企业为引领的全新发展模式，让良种良
法迅速得到推广。在酉阳油茶产业版图上，
38个乡镇（街道）、158个村的油茶种植面积，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拓展开来。”酉州油茶科技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表示。

几乎在同一时间，酉阳油茶研究院成立，
由其匹配的“智囊团”从一粒茶籽的选育实施
科技攻关，改良培育出适应武陵山高海拔、高
寒气候生长的优良品种。

由此，酉阳牢牢攥紧种质核心培育技术，
从根源上解决了油茶低产低质的问题。

目前，酉阳已建成油茶基地36.3万亩，占
全市油茶种植面积的30%。而苗圃基地年产
合格苗木3000余万株，不仅能满足酉阳自身
产业发展需求，而且能为中西部六省市提供
优质苗木。

“邮”内向外
茶油走出深山销往全国

初冬，酉阳油茶基地枝繁叶茂、果实累
累，林农们欢喜等待着油茶果采摘季的到来。

随着油茶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主体
数量不断增加，酉阳油茶开始向产业化发展

迈进。
酉阳的思路是：一产油茶种植业快速发

展，二产油茶加工业必须跟上。首先把茶油
做好，在加工工艺、产品配方、加工设备等方
面开展一系列研究；其次，延伸产业链，下游
产品继续向茶油“周边”拓展。

位于板溪镇的工业产业园，坐落着酉阳
规模最大的茶油加工车间。在这里，一颗油
茶籽经过繁复精细的生产工艺，最快只需24
小时就能精炼出清澈透亮的食用茶油。

茶油因为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成
为国际粮农组织推荐的植物食用油。在庞大
的全国茶油市场，“酉阳茶油”以品质取胜。

“区别于高温压榨技术，酉阳茶油采用低
温冷榨技术，可最大限度保留茶油营养成分
和原香，再加上自动化程度高、能耗低，为周
边省市茶油加工行业提供了技术示范。”茶油
加工车间有关负责人介绍。

记者在酉阳茶油加工车间看到，榨好的
茶油还需经过精炼抽样处理，最终才能得到
晶莹透亮、淡黄色的食用茶油。

在酉阳，每年约有1.4万吨油茶果从茶油
加工车间步入市场成为高端茶油，市场的反
馈供不应求。2022年，仅茶油加工产值领域
就突破了1.5亿元。

根据消费者评价，酉阳适时推出“酉阳茶
油”“琥珀茶油”等茶油品牌14个，推出精炼食
用油产品30余款，一瓶品质上乘的精炼油能
卖到300元。“酉阳茶油”还先后获得了国家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和“重庆市优质气候农产品”
称号，并通过“有机茶籽”“有机茶油”认证。

“国字牌”的诸多形象认证，让酉阳茶油
不断向高端市场进阶，茶油产品叫好又叫座，
并走出大山、走向全国。目前，酉阳茶油主要
销往重庆中心城区及成都、西安、上海、广州、
北京等地，销售达1.2亿元。

“酉”浅入深
升级产业链冲刺百亿产值

生产茶籽的油茶树除去制取茶油之外，

可谓全身都是“宝”。
放眼油茶全产业链，油茶原料利用率低，

副产品开发严重不足，是油茶深加工领域需
共同努力的方向。

“举办油茶产业发展大会，也可以视作行
业的一种探讨，围绕种苗培育、基地建设、产
品加工、衍生产品研发、品牌建设、产品销售、
标准制定、油茶大健康产业培育深入研讨，以
期破解油茶产业发展难题。”酉阳县林业局田
永安介绍。

可喜的是，酉阳通过产品研发，在延伸
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方面已取得初步
进展。在酉阳化妆品洗护用品生产线，记
者看到，以茶饼粕为原料，可用于茶皂素提
取并研发周边产品。其中，26款油茶系列
化妆品、洗护用品一经面市就受到广大消
费者欢迎，2022 年，实现化妆品销售收入
8000万元。

这些以油茶原料为核心研发的系列产
品，还首度走上中国武陵山文旅峰会和中国
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广受行业好评。

今年 8月，酉州油茶科技有限公司成功
入选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的第一批农业高
质量发展标准化示范项目（国家现代农业全
产业链标准化示范基地）创建单位名单，对于
酉阳油茶产业来讲，又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接下来，我们还将在生物农药、有机肥、
活性炭等产品方面进行攻关。”酉州油茶科技
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介绍。

按照酉阳油茶产业发展规划，10年内，
酉阳油茶产值直逼百亿。预计到2025年，全
县油茶基地面积达 50万亩，投产 20万亩，产
鲜果1.6亿斤，产值3.2亿元，全产业链可实现
综合产值20亿元。力争到2030年，构建集基
地建设、科技创新、加工营销、品牌建设、生态
休闲、健康养生于一体的油茶产业链，综合年
产值达到100亿元，成为酉阳的支柱产业。

“精炼”茶油产业 酉阳攀登“海拔经济”

11月15日，垫江县五洞镇文龙村，
稻蛙养殖基地与民房交织，一幅产业
兴、农民富、乡村美的画卷呈现出来。

近年来，该镇积极探索“种养结合”
新模式，引进养殖大户在该村发展稻蛙
养殖100余亩，以“基地+农户”管理模
式，带动周边50余户农户增收，实现一
份土地多份收益。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 万盛日报记者 刘倩

实行“首席质量官”制度，能为企业、行业
乃至产业发展带来怎样的助力？在万盛，已
经有不少企业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今年 6月中旬，重庆冠宇接到国内某品
牌手机 5000万元的订单。但是由于该订单
为客户端快充高能量密度电池项目，技术难
度高，生产工艺复杂，公司连续生产一个星期
始终坏品率持续在8%—10%，对产品交付和
公司成本影响极大。

鉴于这种情况，作为重庆冠宇电池的“首席
质量官”——滕文华出马了。他立即牵头组织
集团技术部门整合优质资源，加班加点，讨论验

证各种解决方案。经过半个月的努力，此问题
得到解决，坏品率降低至0.5%—1%，达到了预
期水平，满足了客户需求，得到了客户的高度评
价，同时内部成本每月降低30万元以上。

重庆冠宇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后，在
质量安全、质量提升、质量创新、质量方法推广
应用和质量文化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
用，今年已经帮助企业提效增益9800万余元。

万盛经开区市场监管局质量科负责人张
庆介绍，“首席质量官”又称“质量总监”，由于
企业是质量安全管理的主体，但法定代表人

往往精力有限，设立该制度，可以对企业生产
全流程层层把关，较大幅度提高企业质量安
全管理水平。“首席质量官”并非终身制，获得
任职证书被企业聘用后，每年都要接受定期
培训，通过考核后才能继续任职。

“‘首席质量官’代表董事会或企业主要
负责人行使质量管理权，责任和权力同样重
大。当企业发生重特大质量安全事故或者造
成严重社会影响，‘首席质量官’将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这就需要‘首席质量官’真正成为
企业的第一质量人，负责创建以品质为核心

的企业文化，塑造企业质量竞争力。”张庆说，
目前，全区已有重庆冠宇、川东化工、多普泰
等6家企业建立了该制度。

下一步，万盛经开区市场监管局将进一
步强化宣传实施“首席质量官”制度的目的、
作用、意义，及时总结和推广企业推进实施该
制度的好做法、好经验，鼓励区内企业积极推
行“首席质量官”制度，充分发挥“首席质量
官”作为企业第一质量人的关键作用，推动企
业提质增效，增强核心竞争力，为促进全区经
济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云阳：政务服务开启“智能秒办”新模式

万盛：“首席质量官”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垫江

稻蛙共生增收益
产业兴旺美乡村

□ 巴渝都市报记者 夏雷

进入冬季，各类蔬菜产量相对减少。不过在涪陵区
最大的鲜蔬种植基地——龙潭镇新乐村的菜臻多蔬菜种
植基地，大量的速生叶菜纷纷成熟上市，销往重庆中心城
区各大菜市和超市，日供应量 20万斤左右，丰富了市民
的餐桌。

据了解，菜臻多蔬菜基地是远近闻名的蔬菜种植基
地，蔬菜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2000亩，主要以速生叶菜类
的水白菜、芥菜、菜心、小白菜等品种为主。进入冬季后，
面对光照强度的减弱和光照时间的缩短，蔬菜植株生长
周期延长的现状，基地通过调整新的种植模式，充分改善
蔬菜生长环境，每天的新鲜蔬菜供应量仍保持在 100吨
左右。菜臻多蔬菜种植基地管理人员田茂园介绍：“冬季
是时令蔬菜比较紧缺的一个季节，基地首先通过集中育
苗移栽技术，减少蔬菜在播种环节的时间，缩短蔬菜生长
周期大概一个月。其次，利用闲置的大棚种植蔬菜，通过
现代控温技术，改善蔬菜生长环境，利于蔬菜生长。”

近年来，涪陵区坚持“标准化、规模化、绿色化”标准，
按照“水肥一体化、生态绿色化”要求，推进菜田土壤修复
和改良、绿色防控、水肥一体化。目前全区共种植近100
个品种的叶菜和茄果类蔬菜，蔬菜种植面积达53.5万亩，
年产量将在 82万吨左右，每天供应重庆主城蔬菜超过
1000吨，为市民“菜篮子”提供保障。

涪陵

鲜蔬丰富市民“菜篮子”

□ 万州时报记者 李静

近日，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周众华从万州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手中接过一张“同
线同标同质”（以下简称“三同”）企业证书。该张证书为
我市首张食品类证书，同时也实现了万州区“三同”企业
证书零的突破。

所谓“三同”，是指企业在同一生产线上按照相同标
准、相同质量要求生产既能出口又可在国内销售的产品。

在重庆市树上鲜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的生产线上，
工作人员正在加工花椒油产品，获得“三同”企业证书的
消息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我们公司的拳头产
品是花椒油，是发明专利产品，同时也荣获第十四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参展农产品金奖。我们希望借着‘三
同’的东风，充分发挥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作用，
在实现同线、同标、同质的基础上大力开拓国内市场，努
力寻找新的增长点。”该公司法人代表周众华说。

“该企业具有极强的质量意识，制定了高于国内外标
准的企业标准并严格执行，保证了‘三同’产品的产品质
量。我们帮助该企业联系内外贸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促
进联盟并申请成为会员，加入该联盟后，企业可使用‘三
同’标志，同时可与联盟一起联合各大媒体、商超、电商平
台等做宣传推广，扩大社会知名度及影响力。”万州区市
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梁平

科技创新助玻璃仪器出国门

11月14日，梁平高新区重庆欣维尔玻璃有限公司生
产车间，工人在检查玻璃仪器的质量。

梁平高新区重庆欣维尔玻璃有限公司是国家“小巨
人”企业和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拥有专利30多项，高素质
技能人才占比达75%。该企业生产的上万种常规玻璃仪
器成为国内1万多所大学、医药公司和科研单位指定使
用仪器，大量产品出口到美国、德国、英国、加拿大、日本
等国家。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

万州

“三同”企业证书实现零的突破

茶油加工。（酉阳报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