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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阳报记者 徐锐 刘婷

交通是经济的“大动脉”，发展的“先手
棋”。今年，云阳以市委“一号工程”为总抓
手、总牵引，加快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
镇化建设，形成“强县富民”“大镇带村”格局，
构建内畅外联的交通体系。

加快构建“四横一纵一联线”高速网

复兴长江大桥是江龙高速的重点控制
性工程，全长超过 1500 米，主跨达到 1208
米，全桥共 81个梁段。近日，在施工现场，
工人们正忙着进行桥梁钢箱梁架设等各项
工作。

“整个桥梁钢箱梁架设分为两个阶段，第
一阶段吊装 25片钢箱梁，第二阶段吊装 56
片。目前已经吊装了 43片，预计明年 1月吊
装全部完成。”中国十九冶江龙高速项目现场
施工员黄易妹介绍。

复兴长江大桥设计桥型是单跨钢箱梁悬
索桥，大桥采取“一跨过江”的施工技术，主跨
达到 1208米，创下全市悬索桥的新纪录，成
为长江上游跨度最大的悬索桥，目前已经完
成整个工程量的83％。

道路通则百业兴，交通是城市发展的重
要驱动力量。江龙高速是三峡库区新的一条
南北走向的高速公路，桥隧比达到78%，设计
时速 80公里/小时，为双向 4车道，建成投用
后不仅可实现云阳与开州、城口、利川和恩施
的高速公路互联互通，还将有效加密三峡库
区高速路网，串联起三峡库区高速公路横向

通道，形成互联互通，助推长江经济带及渝东
北地区经济发展。

当前，云阳高速公路建设突飞猛进，各条
道路齐头并进，江龙高速年度计划完成投资
31.5亿元，现已超额完成年度目标，完成总工
程量占比 78%；巫云开高速年度计划完成投
资 26亿元，累计完成年度投资 30亿元，完成
项目总工程量65%。

今年，云阳县紧紧把握市级高速路网规
划修编机遇，将江龙高速南北延伸段（龙缸
至利川、云阳至万源）、开州至云阳小江高
速、巫溪至云阳高速、万州三正至清水、
G42高速梁平至云阳至巫山段拓宽共 6条高
速公路纳入规划，高速路网呈现“四横一纵
一联线”新格局，对外大通道辐射能力进一
步增强。

全力推进干线公路网建设

路网是一座城市的“筋骨”，不仅事关着
老百姓的生产生活，也极大地影响着城市的
发展。在今年的第三届“天生云阳”金秋节
上，三坝溪大桥工程正式开工。目前已经开
始驻地建设，完成工程量的5%。正在办理通
航影响评价，积极开展现场征地，推进项目建
设，预计在2025年底完工。

云阳县三坝溪大桥项目连接青龙街
道、栖霞镇、云阳镇，是全县“十四五”交通
建设重点项目、是“1小时云阳”重要组成部
分，建成后将显著缩短云阳镇及周边到县
城的通勤时间，有力促进强县带镇、强镇带
村一体化发展格局，助推区域协调发展和

乡村振兴战略。
云阳各乡镇之间的通达时间飞速缩减，

人们之间的时空距离快速拉近。一个个项
目、一个个标段，成为云阳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依托。为畅通交通发展动脉，今年，云
阳县聚焦“半小时通勤圈、半小时高速、一小
时云阳”交通格局构建，完成半小时通勤圈
规划编制；完成G348万云快速路（一期）、三
坝溪大桥、云阳县高铁站停车场及综合交通
枢纽工程（第二期）前期工作并开工建设；南
溪至县城快速通道完工通车，S507普安至龙
角于今年 4月完工通车，S504桑坪至双土
段、S504红狮至龙洞段建设序时推进，形象
进度分别达到 20%和 40%，推动万云滨江快
速路（一期）、水口至外环等项目尽快开工建
设；力争 2027年全县所有乡镇全面实现“半
小时高速、一小时云阳”目标。同时借助干
线公路改建契机，投资 4000余万元实施洞
鹿、红狮、后叶、普安等乡场镇油化 16万多
平方米。

全面提升“四好农村路”建设水平

在人和街道晒经村，一条宽阔的水泥公
路沿着山坡蜿蜒前行，道路两旁黄澄澄的橙
子挂满枝头，为乡村增添了一抹亮色。

农村公路是保障农民群众生产生活的基
本条件，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基础性设施。对
当地村民来讲，这些年他们的产业发展经历
了从“闹心”到“舒心”的转变。

“水果运输需要大货车，以前道路狭窄，
没有硬化，一下雨货车就陷到泥巴里。”回忆

起这些，当地村民还是一阵唏嘘。但这年，却
大不一样了。

去年六月，人和街道晒经村道路扩宽改
造工程顺利完工，这给当地村民的出行以及
产业发展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路好走了，
今年的柑橘更好卖了，生活也越来越有盼头
了！”对于交通发展的变化，村民王大爷竖起
了大拇指。

农村公路的快速发展，让越来越多的村
民吃上了“旅游饭”。一条条道路串联起美丽
乡村、致富产业、旅游景区，云阳红橙、泥溪黑
木耳、大阳鸡蛋、石门风萝卜等农特产品，依
托平坦通达的道路走出乡村、走出云阳，走上
了千家万户的餐桌。

今年，云阳聚焦乡村振兴，围绕旅游、产
业、便民三大核心要素，以“五指印江”田园综
合体、“清水湖美丽家园”等农业综合开发项
目为重点，实施农村公路改扩建114公里，新
增115个村民小组实现通畅，里程合计264公
里，补助资金 1.5235亿元，已全面完工，村民
小组通畅率达 100%；已完成建设安防工程
187公里，完成年度投资2805万元，项目进度
达到市级目标任务的133%。

路通百业兴，先行在交通。接下来，云
阳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重大战略机遇，紧
紧围绕市委“一号工程”，锚定“万开云全国
性综合交通枢纽”“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发
展目标，加快推进“半小时通勤圈、半小时
高速、一小时云阳”建设，聚焦“骨干交通”

“通勤交通”两大重点，升级构建“外捷内
畅”交通格局。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冬日暖阳，位于梁平区合兴街道龙滩村
的中华梁平柚海一片金黄。眼下，正是梁平
柚喜获丰收的季节。

“要吃百年老柚？”龙滩柚子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张文辉打开手机，点了点屏幕上“梁平
柚一张图”，很快就锁定几株百年老树的柚
子，随即为客户下了单。他挥了挥手机说，

“有了智慧柚园，生产管理就是方便！”
近年来，梁平区建设农业农村大数据平

台，打造多跨应用场景，数字农业正“慧”就和
美乡村新图景。

“一张图”搞定5000余亩柚园

龙滩村是梁平柚发源地，有标准化柚园
5000余亩，百年以上柚树就有 2000余株，50
年以上柚树有10000余株。

“过去管理费劲儿，整天都在柚园跑。”张
文辉告诉记者，柚园涉及种植大户 20余户，
柚农600余户，过去要实现柚子统一生产、管
理、销售等难度不小。他感慨，“有了数字化
这个‘新农具’，我们就轻松多了！”

张文辉口中的“新农具”，指的就是“梁平
柚产业一张图”。这张图包括梁平柚生产、服
务、加工、销售四个方面，展示了全区梁平柚
种植面积、产量、大户种植、农户种植情况；社
会化服务组织个数、常年服务面积、主要服务
环节；加工产品种类、产值情况；每年销售进
展、销售区域以及当前各地区销售额及均价
等情况。

记者在现场看到，柚海的关键位置都安
装了气象监测、土壤监测、物联网阀门、视频
监控等设备，帮助农户了解园内各时节温度、
湿度、降雨量、光照强度等数值。在农事管理
板块，每年由村集体制定农事计划指导农户
种植，先设定农事任务事项、约定任务时间，
由村委会督促农事任务按时完成，实现标准
化、精细化种植。

“原来生产管理技术稍不注意就走了样
儿。”张文辉说，现在有了数字柚园大数据平

台辅助农户进行数字化管理，实现了远程监
测、智能灌溉、销售可追溯了。他透露，下一
步将继续朝“柚产业大脑”方向深耕，引入智
能算法、模型构建等技术，打造集生产加工、
流通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数字化农业平台。

数字工厂里种菜养鱼

1月3日，位于梁平区金带街道的重庆数
谷农场，室外温度13℃，室内植物灯光工场里
平均温度稳定在25℃，种着小白菜、生菜等叶
菜类蔬菜。

“植物灯光工场是 24小时恒温控湿，生
长光源是植物生长补光灯，会根据植物生长
每个时期不同的需要自动调节。”重庆数谷农
场副总经理王辰新介绍，把控这一切的就是
数谷农场的“智慧大脑”——智联总控中心。
农场内的土壤温湿度、空气温湿度、光照强
度、二氧化碳浓度等实时监测数据都在这里
汇总，工作人员通过电脑24小时在线观察农
作物生长状况，调控温度、湿度、照明等生态
环境数据，“只要设置农作物生长环境的自动
运行模式，所需的光照、水肥等都会按需自动
处理。”

在 400余亩番茄工场，只有两三名工人
进行日常管护。他们告诉记者，番茄幼苗生
长所需的营养物质通过传感器进行检测，水
肥一体化灌溉系统可自动适时输送营养液。

就在数谷农场一旁，全市首个鱼菜共生
数字工厂于 2023年 2月建成投用。记者看
到，这个工厂用循环水养殖，水质传感器精准
监测预警、自动投饵、自动捕捞分级，补水、投
饲、供氧、温控、粪污处理等各环节全程智能化。

“节约了土地、水资源和肥料。”梁平鱼菜
共生数字工厂总工程师王玉海告诉记者，这
样养鱼的养殖密度每立方米50到60公斤，养
殖量是传统养鱼的10倍，处理后的养殖尾水
还可以种植蔬菜。工厂目前有 4个养殖单
元，24个鱼池。照此计算，整个鱼菜共生数
字工厂占地不足8000平方米，却可年产绿色
蔬菜50吨、加州鲈鱼180吨，年创收600万元
左右。

去年 9月，鱼菜共生数字工厂第一批鲜
活鲈鱼出厂，随即送往中心城区的农贸市场
售卖，很受欢迎。

传统渔村转型智慧渔场

现在，鱼菜共生数字工厂种养模式正在
逐步推广。就在梁平区礼让镇，川西渔村采
用相同技术原理建起了低投入、易推广鱼菜
共生微工厂。

“川西渔村的智慧渔业起步较早。”礼让
镇党委书记汪建祥介绍，川西渔村主要包括
礼让镇川西村、同河村、民中村，明达镇字库
村、红八村和仁贤街道长龙村，10多年来累
计培育新型渔业经营主体 100余个，流转土
地 1万余亩，建成集良种繁育、养殖加工、休
闲观光于一体的现代渔业园，“早在2015年，
川西渔村就成立了三峡库区生态渔场自动恒
温孵化中心。”

该中心的自动加热恒温设备、微粒机等

实现孵化用水自动恒温、循环利用。同时，运
用智慧渔业管理系统，通过装配水温、溶解
氧、pH值、氨氮、亚硝酸盐、重量等智能传感
系统，对流水养殖槽道实时自动监测水质、自
动增氧、自动精准投料。

“这样养殖的鱼环保生态，鱼肉无泥腥
味，味道更鲜美。”梁平区跑道鱼渔业有限公
司负责人潘传均说，智能化养鱼折合亩产量
约3000公斤、亩产值约4.5万元，价格较传统
鱼每公斤高出1元左右。

尝到智能养鱼甜头，梁平区正推进实施
川西村智慧渔场建设项目，在渔场养殖基地
中布设大量物联网设备，实时观测、获取水
质、水温等数据，推动渔情信息采集常态化，
推进数据和信息整合共享，形成梁平区智慧
渔业养殖标准。

1月3日，大熊猫“巧月”在重庆永川
乐和乐都动物主题乐园熊猫馆吃竹笋。

近日，来自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
心的四只大熊猫——“青花”“青露”“巧
月”“爱莲”正式入住重庆永川乐和乐都
动物主题乐园熊猫馆。目前，四只大熊
猫情况稳定，正在适应新环境。适应期
结束后将正式与游客见面。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云阳：以交通格局牵引城镇体系优化 畅通发展大动脉

梁平：数字农业“慧”就和美乡村新图景

鱼菜共生数字工厂，工人在观察蔬菜种植情况。重庆日报通讯员 熊伟 摄

四只大熊猫
“落户”永川

1月2日，女工在黔江正阳工业园区一丝绸公司生产
车间劳作。当天是元旦假期后上班第一天。正阳工业园
区是以农产品加工、新材料、生物医药、轻纺服装、节能环
保等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元旦节后，园区企业一上班就
开足马力，加班加点赶制订单，冲刺新年“开门红”。

武陵都市报记者 杨敏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

1月3日，成渝双城国际数字贸易港启用仪式在九龙
坡区举行，近 20家覆盖铜、铝、钢、煤等大宗商品贸易的
优质企业签约入驻，达产贸易额约850亿元。2025年前，
成渝双城国际数字贸易港将力争引进50到100家知名大
宗商品贸易企业入驻，实现年入统贸易额1000亿元以上
目标。

记者了解到，成渝双城国际数字贸易港将立足区域
特色产业优势，推动产业链横向协同、供应链纵向耦合，
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
之间的贸易合作，通过资源载体导入、专业团队运营、金
融链联通、“一站式”政务服务，全面打造“高新、智能、高
效、数字化、国际化”内外贸易高地、重庆首个面向“一带
一路”的千亿级大宗商品贸易聚集中心。除了目前已经
签约入驻的找钢网、卓钢链、华创国控等近 20家优质贸
易企业，成渝双城国际数字贸易港还正在积极对接能源、
食品、钢、铁、铝、铜等方面数十个项目，将陆续引进入驻。

“接下来，我们将在九龙坡区打造百亿级钢铁大宗商
品线上交易平台。”入驻企业、上海找钢网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西南区总监罗春辉说，他们是一家以互联网、大数据
为工具，为行业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年交易额上千亿元
的产业科技服务平台公司，入驻成渝双城国际数字贸易
港后，将加快落成辐射重庆、四川、广西、云南等地的线上
物流中心，建成服务四省份客户服务的供应链金融中心。

成渝双城国际数字
贸易港在九龙坡启用

□ 万州时报记者 应凤林

1月 2日，万州人自己的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三峡天
丛”旗舰店精彩亮相。集万州地产名茶于一体的店铺，不
仅将为广大消费者带来全品类茶叶的新享受，也将对当
地茶叶行业的发展格局及消费理念升级产生深远影响。

记者在驿鑫广场看到，中式风格的旗舰店里，对外展
示展销绿茶、红茶、茉莉花茶等地方茗茶产品。这里是集
线下展示展销中心、沉浸式体验中心、茶文化科普及品牌
宣传的推介阵地。

“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体的发展方式，激发市场主体
的主动性，今年我们打造了‘三峡天丛’茶叶旗舰店，进一
步挖掘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三峡茶历史文化，打造更具
市场影响力的茶品牌和拳头产品，畅通特色农产品市场
通道，助推乡村振兴。”万州区经济作物发展中心副主任
鞠丽萍表示。

嫩芽香且灵，吾谓草中英。茶叶，这棵挺拔的南方嘉
木，这枚神奇的东方树叶，在万州这片山高多云雾的优渥
土地上孕育出了独具高峡特色的针形绿茶、工夫红茶、茉
莉花茶以及“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为宣传推广

“三峡天丛”茶叶区域公用品牌，进一步挖掘具有鲜明地
域特色的三峡茶历史文化，打造更具市场影响力的茶品
牌和拳头产品，畅通特色农产品市场通道，由万州区农业
农村委指导，万州区茶叶协会牵头组建了万州区“三峡天
丛”茶叶旗舰店，集中展示展销品鉴万州区域茶叶。

万州

“三峡天丛”茶叶区域
公用品牌旗舰店正式亮相

□ 璧山报记者 简易

日前，冬日暖阳洒向大地，在璧山区丁家街道高古
村的儿菜田里，十多名村民正忙着采收身大叶厚的青嫩
儿菜，去叶、砍菜、装袋、转运、装车……菜地旁的一辆货
运车已整装待发，数千斤新鲜采摘的儿菜即将运往市场
销售。

“今年收成还不错，一亩地产量在 6000斤左右。”种
植大户毛家喜一边忙着采摘儿菜一边向记者介绍，丰收
的喜悦溢于言表。

据了解，“璧山儿菜”发源于丁家街道，有着近 70年
的种植历史，是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随着种植技术更新
迭代、品种不断改良优化，儿菜慢慢彰显出“芽肥饱满宝
塔型、嫩脆微甘口感好”的产品特色。通过政企合作，“璧
山儿菜”为种植户带来了丰厚的收益，栽种面积和产量也
逐年递增，成为丁家街道坚实有力的农业产业支柱。

据丁家街道农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唐远伦介绍，如今
该街道儿菜种植面积有两万多亩，年产儿菜 4000余万
斤，销往云南、贵州、北京、上海、浙江等二十多个省市，今
年可以为种植户带来2000余万元经济收入。

璧山

“儿菜”喜获丰收

黔江

工业园区节后赶制订单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