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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隆报记者 代娟 郑仲 文/图

300米高空“纸片桥”悬空而立，45吨重
载工程车在桥上行驶如履平地。这是中交二
公局在修建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双堡特大桥过
程中，为了运输物资，减少植被破坏，在武隆
区长坝镇峡谷中架起的一座行车索道桥。

敢于创新
高跨度建“纸片桥”

早在2019年年底，施工团队就发现双堡
特大桥地处大山深处，横跨两道峡谷，存在施
工技术难度大、材料运输不便等难题。

面对崎岖的山路，如果让货车穿过深沟

运输物资，需要修建一条长7公里、宽6米的运
输便道，还会因此造成地表裂纹、植被破坏。

为了保护当地的森林植被，中交二公局
渝湘复线高速巴彭路 8标 1分部项目总工程
师尹涛决定转变思路，通过架桥代替修路。

在245米跨度、高300米的峡谷中修建一
座行车索道桥，是非常大的挑战。

为了将大桥的根基牢牢扎在 300米高
的峡谷之上，建设者在绝壁的两端打进了上
下三排 25根锚索，将每根锚索钻进山体 35
米深，才固定住了桥的两端。同时，为保证
桥的平稳性，又在桥面两侧设置了 2组 6根
稳定索。

2021年 4月，行车索道桥顺利通过荷载
试验，正式投入使用，整个工期耗时6个月。

7公里变245米
距离变短节能更优

从修建 7公里长的运输便道到建设 245
米跨度的行车索道桥，缩短的是距离，带来的
是大幅度减少生态破坏、废气排放和能源消
耗，符合低碳环保的发展战略，助力了“双碳”
目标的实现。

据估算，如果修建长 7公里、宽 6米的运
输便道，要砍伐树木2700棵、灌丛6000株、草
丛100000棵，毁掉农田近8亩，那样的代价是

不可逆转的。
“施工现场森林植被茂密，植物种类繁

多，周围都是青山绿水，我们宁愿耗费更多时
间花更高代价建桥，减少植被破坏。”中交二
公局渝湘复线高速巴彭路 8标 1分部项目书
记张毅君介绍。

与此同时，行车索道桥的建成还让整个
项目少修建了1个拌和站和1个钢筋加工厂，
减少废气排放量足有2万余立方米，减少柴油
消耗约2289升，有效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境。

“纸片桥”成网红桥
生态经济促发展

“惊险刺激，这座桥有特色。”随着行车索
道桥在网络上的曝光，双堡特大桥进入人们
的视野。

同时，被建设者们保护下来的良好生态
和绝美风光也愈发受到关注，这里有被赵立
坚点赞的挂壁水渠，有夏日游客齐聚的青龙
峡，都成为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如今，长坝这个“桥乡”篇章活络了起来，
而最令网友动容的还是建桥背后的故事，中
交二公局的建设团队在开发和保护中，不断
实现技术突破，克服重重困难，以桥代路，在
300米高的“纸片桥”上，走出了一条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每天凌晨 4点，在位于巴南区的重庆韵
新屠宰场内，工人准时将刚刚处理好的毛肚
装袋，再交由运送人员直接分车运往各个火
锅店。同样，在巴南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
植基地，刚刚从地里采摘的辣椒、番茄、豆芽
等火锅食材也正在源源不断送往各大市场，
以供火锅店选购。

从规模种养到精深加工，从田间地头到
百姓餐桌。近年来，巴南区聚焦火锅食材产
业，积极推进“从田间到餐桌”的火锅全产业
链建设，按照“一产往后延、二产两头连、三产
走精端”的发展思路，从“泥巴”到“大巴”再到

“嘴巴”，这条火锅食材产业链正在巴南逐渐
发展壮大。

一产往后延
聚焦种植养殖端最根本

一大早，在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植基
地，村民们正在田间地头忙碌着。“现在正在
采收香菜，这可是烫火锅的重要食材。”大中
村党支部书记廖大全乐呵呵地说。

据介绍，大中村蔬菜种植基地的香菜年
产量能达 500吨，占主城中心城区香菜供应
量 60%以上，不仅有香菜，这里还有辣椒、番
茄、花菜、黄瓜等多种类蔬菜，也是烫火锅的
重要食材。廖大全透露，目前，大中村正在打
造中坝岛火锅食材原辅料基地，未来将打造
成重庆市一流的香菜、葱类生产基地，实现高
品质产品供应。

这也是巴南火锅产业链中最接地气的一

环——“泥巴”。
作为重庆中心城区农产品供应大区，巴

南区葱、姜、蒜、辣椒等火锅原辅料年产量可
达 4.69万吨，蔬菜及食用菌年产量达 52.2万
吨，渔业年产量 2.4万吨，生猪、牛羊年出栏
21万头。

聚焦火锅食材的种植养殖端，巴南区积
极发展订单农业，分别在石龙、姜家、鱼洞等
地开展葱、姜、蒜、菇类以及辣椒种植，实施

“姜家黑”豆腐等火锅食材的定制，并引进芽
苗菜龙头企业深圳禾顺公司，投资 1400万
元，打造重庆最大豆芽设施农业基地，预计豆
芽年产量达1.8万吨。此外，巴南区还引进麦
麦科技集团，投资 1.5亿元，打造全市第一设
施蔬菜基地，也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工厂化设
施蔬菜基地。

二产两头连
聚焦加工运输新模式

在位于巴南区的重庆翔翔食品加工有限
公司车间内，工人们正在进行鲜毛肚、鸭肠等
火锅食材的加工处理……在工人精挑细选
下，一袋袋新鲜的毛肚包装完成，整个过程井
然有序。

今年，以重庆翔翔食品加工有限公司为
主的5家火锅食材加工企业将集体入驻重庆
公路物流基地，全力打造火锅食材产业园。
目前，巴南区已发展火锅食材产业规上企业
15家、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11家、全产
业链链主企业 4家、屠宰企业 3家，火锅食材
加工企业年产值超过10亿元。

今年，巴南区新农合公司与老挝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以后每年，将有 50万头高品质
肉牛配额全部定向配送到巴南，这也标志着
巴南海外养殖基地正式建立。

依托自身优势，今年，巴南区将打造“巴
实毛肚”区域品牌，开展巴实屠场毛肚、巴实
鲜毛肚、巴实发毛肚等品类高端产品生产标
准和产品质量分级标准制定工作。同时，利
用好区内奶牛梦工厂、重庆茶叶集团等优质
企业，将解辣的酸奶、解腻的茶饮等“搬上”
火锅餐桌。

巴南区还积极推进覆盖全球的全产业
链供应模式建设，打造连接东盟、辐射西南
的火锅食材运输网络，利用北京新发地东盟
国际食品产业园，形成连接东盟，覆盖全国
的全产业链供应新模式。此外，巴南区还将
依托“耘间·农业产业互联网”“巴实游”等平
台，建立全市的毛肚类火锅食材集采集配体
系，这样一来，巴南火锅食材全产业链也跨出
了“大巴”这一新的步伐。

三产走精端
聚焦餐饮文化消费相结合

作为巴文化的发源地，巴南区有着丰富
的历史文化底蕴，“老巴县火锅”更是一笔宝
贵的财富。

为了让“到巴南烫火锅”成为一种时尚和
趋势，巴南区将文化旅游与火锅产业相结合，
精心策划火锅文旅板块，包括“巴食谈”沙龙、
火锅主题川剧等。同时，推动建立重庆火锅
标准模式，树立最具重庆火锅特色的标准化
模式，积极开展“火锅调味”专项能力培训，便
于食客品尝最地道重庆火锅。

巴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川
渝市民熟悉的刘一手火锅，也在巴南区有新
的“大动作”。

那就是，刘一手火锅将投资 10亿元，通
过整村打造，在巴南形成新的火锅产业基
地。项目投产后，产值将达到100亿元，每年
接待至少200万人。

未来，巴南区将立足打造高品质、高附加
值的“双高”农业先行区，不断加强火锅食材
加工能力建设，开发火锅伴手礼，因地制宜打
造剧场火锅、花园火锅、温泉火锅等多形式多
场景的火锅产业，推行健康绿色的火锅新业
态，推动“泥巴、大巴、嘴巴”的“三巴”全链条
产业走深走实，不断助推火锅全产业链做大
做强，实现致富增收。

12月11日，垫江县高新区永晟新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在生产车间有
序作业。

据了解，今年1到11月，该公司实现
产值1.5亿元，同比增加3000万元，全年
产值有望突破1.7亿元。

近年来，该公司围绕新能源产业发
展，引进生产新能源汽车、电动摩托车、
智能装备、通用机械等相关电线线缆、连
接线束的配套产品，并与宁德时代、小鹏
汽车建立长期合作关系，产品畅销欧美、
东南亚及全球近40个国家和地区。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 新华社记者 吴燕霞

冬日清晨，云雾掩映着青山，小村庄房前
屋后黄澄澄的脐橙挂满枝头。在璧山区七塘
镇将军村，一度凋敝的村落经艺术活化后，呈
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

村舍间建起美术馆、博物馆、剧场、民宿、
咖啡厅，曾经在工厂打工的村民成了咖啡师，
在家务农的村民经营起特色民宿。

这个名叫“莲花穴院落艺术活化项目”的
艺术乡建试点，由璧山区七塘镇人民政府、四
川美术学院、重庆市雕塑学会等单位共同实
施，结合当地人居环境、村落文化等，打造十

大主题核心艺术区。
璧山区七塘镇将军村驻村第一书记苏成

洪说，经过艺术家和当地村民联手改造，莲花
穴旧貌换新颜。

以村落中心的美术馆为例，在村民的记
忆里，那是一栋木架倒塌、杂草丛生的破败房
屋。改造过程中，原始木架得到修复，部分土
坯墙体被保留，原本局促的结构被打通，呈现
出宽敞的大空间。

今年 50岁的村民甘遐学曾在皮鞋厂工

作，随着艺术院落建成，她留在家乡工作，还
拾起在皮鞋厂工作的老本行，成为一名“皮革
艺人”。

在村里的咖啡厅，甘遐学有一个小小的
工作台，她学会了做咖啡，成为一名咖啡师，
闲暇时也做一点皮革小物件卖给游客。甘遐
学说：“现在就在家门口工作，年收入近 5万
元，稳定又安心。”

乡村艺术集、重庆市雕塑大展，越来越多
的展览、艺术活动在莲花穴举行。“村民们曾

经认为艺术离自己很遥远，现在大家不仅能
欣赏艺术作品，还能参与艺术创作。”苏成洪
指着村里油菜花田里的艺术作品说，这些都
是村民们和艺术家一起创作完成的。

离莲花穴不远的江家坪艺术农旅创新
区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当地计划以莲花
穴艺术院落为品牌中心，以江家坪为产业
中心，建成集艺术、生态、研学、乡村市集于
一体的乡村振兴产业业态，促进片区共同
发展。

武隆：“纸片桥”背后的生态故事

“纸片桥”鸟瞰图。

从“泥巴”到“大巴”再到“嘴巴”

巴南从火锅里“烫”出大产业

巴南区莲花街道大中村蔬菜种植基地
（巴南日报资料图）

璧山：艺术重塑乡村魅力

垫江

出口产品 产销两旺

□ 江津报记者 胡杰

“二手房贷款利息降低了，现在买房好划算！”近日，
在江津区不动产登记大厅，刚办理完二手房买卖手续的
市民刘彩英兴奋地同前来办理手续的市民们讨论。

随着二手房贷款利率的下调，重庆市关于认房不认
贷、居民换购住房退税优惠等政策的相继出台，以及二手
房双预告“带押过户”的全面推广，江津区二手房市场明
显回暖，截至11月底，江津区二手房成交量达9272件，较
去年同期增加32%。

据江津区规划自然资源局工作人员介绍，为帮助企
业盘活资产，增强市场竞争力，江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一
方面通过遗留问题解决部分企业因历史原因未能确权的
不动产，另一方面加快线上企业融资抵押登记办理效率，
每天安排专人专项办理。2023年为企业办理抵押登记
807件。

据了解，近5年来，江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业务量年
均突破 17万件，人均办件量长期位居全市第一。此外，
江津区不动产登记中心推出“一窗办理”“税费同缴”“二
手房交易与水电气联动过户”“交房即交证”等一系列惠
民措施，切实提高了办事群众的获得感。

江津

持续释放利民政策
二手房成交量大增

忠县

36.5万亩柑橘迎来产销旺季

□ 长寿日报记者 但宇

近日，一辆满载燃料电池氢的氢气管束车从中国石
化重庆石油分公司长寿供氢中心发出，这是中国石化西
南地区首个“一体化”供氢中心建成后发出的第一车氢
气，标志着中国石化重庆地区最大燃料电池供氢中心正
式投入使用。

据了解，长寿供氢中心氢气由同属中国石化旗下的
川维化工和重庆石油建设，充分发挥上下游一体化的优
势，以天然气蒸汽重整工艺副产品为原料，采用中国石化
自主提纯技术，新建氢气提纯和增压加注装置，采取管道
直送方式，具有原料氢气纯度高、综合成本低、能耗和排
放低等优势。供氢中心设计装车压力 20MPa，日压缩氢
气3000多公斤，可依托重庆石油长寿综合能源站直接为
加氢车辆供氢，可同时为 10余辆管束车进行充装，预计
全年可实现减排二氧化碳1万余吨。

该供氢中心的投运，将为重庆石油加氢站网络建设
和终端市场拓展提供坚实的能源保障，持续为成渝双城
经济圈建设赋能，为成渝氢走廊和西部氢谷建设提供基
础配套，助力氢能产业发展。

长寿

西南首个“一体化”供氢中心投用

□ 开州日报记者 李菱 郑玅 向萍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遇到困难何处求助？有问题何处
反馈？近日，开州区道路客运“投诉”一码通正式上线运
行，集投诉、求助、建议、咨询于一体，实现线上线下深度
融合、前台后台无缝衔接、网上网下良性互动。这是第二
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开州区交通局大力践行民呼我应，
创新实施为民服务的一项利民举措。

“我的挎包能失而复得，全靠道路客运‘投诉’一码
通。”前几日，家住开州区汉丰街道永兴社区的小美在乘
坐出租车时不小心将挎包掉在车上，包里有不少重要的
个人物品。小美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拿出手机扫描二维
码，按要求填写了诉求，留下了联系方式。没想到，没过
多久就通过道路客运“投诉”一码通找回了挎包。

“在主题教育中，我们着力推进主题教育与民生实事
互融互进，把惠民生的事办实、暖民心的事办细、顺民意
的事办好。开通的道路客运‘投诉’一码通，可以让市民
的诉求不经转办、交办流程，第一时间传递到交通主管部
门，实现机关科室、运输单位共享网页、协同处理，同步落
实行政处罚、信用考核、集中教育等制度，真正让市民诉
求迈上‘快车道’、服务民生走上‘高速路’。”开州区交通
局副局长张伟介绍，截至目前，开州区交通局已在城区
134辆公交车、310辆巡游出租车、548辆班线车和 40辆
平湖快车等客运车辆上张贴 1500多张道路客运“投诉”
一码通二维码，后续还将推广至物流监管等平台。市民
遇到涉及交通运输行业急难愁盼问题，均可通过手机扫
描二维码填写有关信息，开州区交通局有专人负责收集
整理交办反馈。

开州

道路客运“投诉”一码通上线运行

近日，在忠县黄金镇甘田村柑橘种植基地，一群果农
背着刚采摘的柑橘行走在柑橘林里。

忠县现已建成标准化果园36.5万亩，年产柑橘39万
吨，实现综合产值40亿元。近年来，忠县构建“企业+联
合社+合作社+基地+农户”模式，积极探索农企合作、土
地流转、产品直销等方式，大力发展商品果、加工果两大

“订单农业”，解决了柑橘销售的后顾之忧。
忠州日报记者 吴建华 成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