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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李晓婷

走进位于开州区的重庆天邦食品有限公
司，一颗颗饱满的柑橘依次滚落进清洗机，经
刷洗分级后压榨成一杯杯果汁，不久后将远
销多地。

从我国西南腹地大山深处的一粒柑橘种
子，到数千公里外人们餐桌上的一杯果汁，完
成这样的蜕变并不简单。

位于三峡库区腹地的开州，处于长江上
中游柑橘优势核心区。面对柑橘种植市场的
激烈竞争，开州如何依托农业科技走出一条
差异化之路？

在竹溪镇大海村柑橘园，数千余亩柑橘
散发阵阵清香。以前，竹溪镇柑橘种植规模

小、品种老化，柑橘产业整体效益不高。
竹溪镇党委书记彭昌国介绍，竹溪镇通

过扶贫项目对4000亩血橙、脐橙等老品种全
部更换，大面积栽植沃柑等新品种，实现产业
良性发展。

不仅如此，开州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
人说，近年来，开州主动调整品种结构，推动
良种繁育，依托现代农业园区重点发展春锦
橙、春橘橙等晚熟柑橘，通过早中晚品种搭
配、鲜食加工搭配，走出了一条错季上市的路
子，打造出“开县春橙”这一特色品牌。

一粒粒种子已长成一片橘海。目前，以
“开县春橙”为主的柑橘种植面积35万亩，供
给时间最长达6个月。

手机扫一扫，生产过程一览无余，施肥、

打药一键搞定；坐在家里通过土壤墒情监测
传感器，就可查看果园的温度、湿度和果树的
生长情况……这是临江镇福德村智慧果园里
的真实场景。

“有了好的种子，还要通过科学管护、智
能生产等农业科技化发展不断提升品种质
量。”福德村党支部书记熊炳科说，福德村
建成集品种优质化、水肥智能化、管理数字
化、防控绿色化于一体的标准化柑橘智慧
果园，通过对气象、水、土壤、病虫害等数据
的监测与诊断，实现优化资源配置，提升产
业质效。

开州区与西南大学建立科技合作，定期
开展现场培训和定点技术指导；建立首席专
家领衔、果品高中级技术人才组成的现代柑

橘产业技术团队，确保果园建设标准化和规
范管理。

依托科学种养，种植面积和产量年年
递增，据介绍，今年开州区柑橘产量约 35.7
万吨。

为延长产业链条，柑橘被进一步加工为
NFC鲜榨橙汁、血橙汁罐装饮品、柑橘果酒等
食品。重庆天邦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和
英介绍，公司按照绿色生产技术标准化管理，
年产 NFC鲜榨橙汁 5万吨、浓缩橙汁 1.5万
吨，整个生产周期将持续到明年4月底。

今年以来，“开县春橙”鲜果出口量达
2600吨。开州区区长陈道彬表示，“开县春
橙”全产业链已经建成，2023年“开县春橙”
品牌价值提升至52亿元。

一粒种子的蜕变
——农业科技助力开州柑橘产业发展观察

□ 华龙网记者 舒婷

“要按月跟踪企业生产情况”“要提供人
才安居、职工用房等服务”……一份《企业服
务专员标准化服务流程》详细列出了10余项
长寿区企业服务专员的“工作清单”。

据了解，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长寿区紧
扣推动高质量发展核心，落实常态化“三服
务”工作机制，搭建与现代产业相适应的“1+
6+N”全周期企业服务工作体系，构建“四上”
企业专员专服、中小微企业网格包片两条工
作闭环，千方百计为企业办实事，用心用情为
企业解难题。

企业全覆盖 专员“一对一”

所谓“1+6+N”全周期企业服务工作体系
即在“三服务”工作机制下，长寿区针对农业
文旅企业、工业企业、建筑和房地产企业、商
贸交通企业、其他服务业企业五类企业，采取
企业专员专服模式，针对其他的中小微企业
采取网格员包片模式。

据长寿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长寿区“四上”企业服务按照“区级领导挂帅、
主管部门行业分组、产业园区参与”模式，按
培育梯度精准选派了服务专员。其中规模
大、产值高的龙头规上、限上企业由区领导挂
帅，其余“四上”企业则选派行业对口、熟悉经

济政策、热心企业发展、善于综合协调的干部
担任服务专员。

“我们目前已经实现了全区‘四上’企业
全覆盖。”据了解，目前长寿区选定了 231名
专员“零距离”服务 776家“四上企业”，而针
对规下、限下的中小微企业，园区范围内的由
长寿经开区管委会和长寿高新区依托区县中
小企业服务中心等现行机构平台实行包片联
系服务，园区范围外的构建形成“街镇公共服
务中心+村级便民服务中心+网格员”三级服
务体系。

流程标准化 服务“点对点”

企业服务专员具体要做些什么？长寿区
也制定了一份标准化的服务流程。

记者注意到，主要涉及政策直达、要素保
障、生产经营保障、社会管理、问题化解、事项
协调、资源争取等10余项服务内容。如要及
时协助企业完成年度生产计划，要提供创业
培训、项目开发、知识产权、技术信息、产品研
发、技能培训等技术创新服务，要提供人才安
居、职工用房、子女教育、子女就业、医疗卫
生、公共交通等社会管理服务。

“我们需要定期走访对口企业，不仅要宣
传政策，还要了解他们的需求。”企业服务专
员张涛对口服务重庆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
司，在了解到该公司的生产项目在行业领域

具有示范带动作用后，积极主动对接市发展
改革委，将该项目成功申报为国家2023年度
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专项范围，成
功为企业争取了3000多万元的补助资金，实
现了政策精准直达，有力助推企业项目建设。

长寿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我
们按照“定期走访+企呼我应+专案解决”工
作机制，确保企业服务专员“一对一”全覆盖、

“心连心”全周期跟进，“点对点”零距离服务。

诉求清单化 助企“实打实”

今年8月，包括张涛在内的231名企业服
务专员深入长寿经开区、长寿高新区等园区
企业，对 776家重点企业开展了首轮大走访
大调研，沉下去，俯下身倾听企业心声。

“我们这次收集到 495家企业反馈的问
题700余个。”长寿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针对收集到的问题，分级分类建立“四
上”企业诉求问题清单库。

“这家企业在郊区，园区内的公共交通线
路安排不够合理，站点离厂区很远，企业员工
出行不方便。”在走访中，张涛还了解到重庆
市药研院制药有限公司员工反映的公共交通
问题，便第一时间联系了交通、高新区服务中
心等部门协调解决公交站台设立问题。

长寿区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目前长寿区已形成“服务专员解决个性问

题—工作专班解决共性问题—领导小组解决
疑难问题”的工作闭环。如针对共性问题，农
业文旅、工业、建筑和房地产企业、商贸交通、
其他服务业五个常态化服务企业办公室每月
会召开一次专题研究会，集中协调解决当月
问题并由服务专员跟踪落实，解决一个，销号
一个。

目前，首轮大走访大调研收集到的问题，
已交办220个，线下解决225个。

据悉，长寿区针对中小微企业同样也构
建了诉求问题清单库，并建立“网格员搜集企
业诉求—街镇处理涉企属地管理问题—行业
主管部门解决行业管理服务问题—领导小组
解决疑难问题”工作闭环，真正实现全覆盖、
全方位服务。

近年来，长寿区持续加大“放管服”改革，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企业认同感和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据显示，今年以
来长寿区32家企业纳入上市企业培育库，新
增创新型中小企业18家、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38家和国家“小巨人”企业 2家，力争全年升
规企业 20家。推动 53个项目开工建设、20
个项目完工投用、累计完成投资 203亿元。
储备项目140个，项目总投资917.7亿元。

企呼我应！长寿当好企业“服务员”
□ 綦江日报记者 吴明鸽

日前，綦江区首个超充标准站点（以下简称超级充电站）
建成并投用。

在位于文龙街道核桃湾社区渝南市场的超级充电
站，记者看到，该充电站除了有18个充电停车位外，还有
18个普通停车位。

“我是跑网约车的，基本上每天一充，我的车可以充
40度电左右，在这里充电离家近、很方便，大约 1个小时
就充好，方便快捷。”网约车驾驶员骆书云告诉记者，超级
充电站非常便捷，扫码即充，充电快速。

据了解，该超级充电站采用了星星充电北斗二代智
能分体式充电机，设备总功率 1080千瓦，配置有 3台
360千瓦一拖六充电堆，共计 18把充电枪，单枪最大功
率可达 250千瓦，普通新能源汽车均可在 1小时内完成
充电。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加快在城区、景区以及厂镇分
布投放充电桩，完善基础配套设施。”重庆市永诚投资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管理部负责人陈智超介绍，下一步，该公
司计划在中心城区投资“光、储、充、放”四位一体综合能
源利用站，通过储能设备将汽车放电、光伏发电、夜间谷
电收集储存，集成构建智能微电网系统并在高峰时段释
放实现能源节约利用。

綦江

首个超级充电站建成投用

日前，垫江县桂阳街道天宝社区“四好农村路”成
片彩林与汽车交相辉映，绘就了一幅路网通畅的暖冬
美图。

近年来，垫江县加快实施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不
断放大“四好农村路”综合效益，一条条乡村公路实现由

“交通线”向“风景线”、由“通上车”向“富一方”转变，成为
百姓致富的“快车道”。

垫江日报记者 龚长浩 摄

垫江

“四好农村路”成致富“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