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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川报记者 谌永恒 文/图

近年来，合川区积极布局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引导企业以科技促发展、向创新要效
益、以需求为牵引，打造出系列具有带动效应
和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工厂和优秀场景，推动
火锅食材产业发展“热辣滚烫”。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向“智”造
转型升级

位于合川高新区的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
有限公司，占地10万平方米，年产能10万吨，
旗下有聚慧餐调、火锅魔方、川好美等品牌及
多项发明专利。近年来，该公司始终坚持科
技创新、深耕数字化建设、建立了企业技术中
心、工业设计中心，火锅底料和油辣子数字化
车间，其“人机协同制造”“工艺动态优化”两
个场景入选工信部“2023年优秀智能制造场
景”，实现了科技与产业共融，企业发展提质、
降本、增效的多赢局面。

走进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火
锅底料数字化车间，偌大的厂房仅有数名
技术工人，他们正关注着显示屏上的各项
参数，指尖轻触设备按钮，辣椒、花椒等原
材料便通过传送管道送至反应釜内，“火力
全开”炒制不同风味的调味料。这是企业
投资 3000万元研发的工艺动态优化——复
合调味料智能反应生产和动态调优控制场
景，釜内的湿度、水分、压力、辣度均由电脑
控制。反应釜代替传统炒锅，攻克了依靠
人工经验控制火候、温度、时间等参数、判

断不同炒制程度和风味品质、异物污染风
险高、品质波动大、标准化难度高等行业痛
点和难点，实现了化繁为简、精细高效的标
准化生产，生产效率提升 50%，质量合格率
提升 30%，资源综合利用率提升 30%，运营
成本降低 20%。

据介绍，在“人机协同制造”方面，企业投
资500万元研发了基于机器视觉的辣椒智能
精选和质量管控场景，定制研发设计集工业
相机一体的辣椒色选机，通过精准定位、高速
拍照、智能光电识别、机械手和喷阀自动剔除
次品，实现辣椒精选自动化、数字化，生产效
率提升30%，质量合格率提升20%，资源综合
利用率提升10%，运营成本降低15%，实现了
生产环节从制造到“智”造的转型升级。

抢抓数字经济赛道赋能新质
生产力发展

合川区加快提升火锅食材产业“新能
级”，构建精深加工链，推动食品工业龙头企
业培育产业新质生产力，领跑数字经济新赛
道。聚慧食品项目（三期）、汤嫂食品（二期）、
凯鸿食品（二期）等12个扩能项目相继完工，
企业顺利实现扩产扩能，投产后产能将同比
增长35%以上。

在推动火锅食材优质供给方面，位于合
川区火锅食材产业园的重庆牧哥食品有限公
司，是全国最大的火锅牛油生产企业，去年产
值达 4.6亿元，创税 1900余万元。该公司二
期工程即将投用，得益于国内首条牛油智能
化生产线的引进，随着新生产线的投用，企业

将迈入发展快车道，产品质量及稳定性将进
一步提升，预计今年全年营收保持 30%以上
的增幅。今年，合川区将聚力产业升级，做大
产业存量，力争招引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企业
30家以上，火锅食材全产业链产值达 430亿
元，增速达20%以上。

这些个案和数据只是合川区推进火锅
食材产业向智能化、数字化、高端化、绿色
化转型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合川区

新培育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4家（共计 16
家）、市级智能工厂 1 个、数字化车间 2 个
（共计 8 个）和企业技术中心 1 个（共计 5
个），累计创建市级研发平台 11个、绿色工
厂 5个（其中国家级绿色工厂 1个、市级绿
色工厂 4个）。重庆火锅食材产业研究院
基本建成，创建市级研发平台 11个，取得
产品专利 278件，研究发布毛肚、牛油等火
锅食材 15个团体标准。

□ 华龙网记者 李燊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是推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

建设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文化是灵魂，旅
游是载体。云阳县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文化
和旅游资源丰富。近年来，云阳抓住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契机，把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建设作为了全县文化旅游工作的总抓手、
总牵引，擦亮世界恐龙之都、天下龙缸、张飞
庙、三峡梯城、岐山草原、环湖绿道六张“名
片”，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助推云阳山区库
区强县富民现代化示范县建设。

向山水要颜值
发掘弘扬长江文化

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游带，是巴蜀文化
旅游走廊建设之中，“三带”空间布局之一。

云阳是峡江之滨一座美丽的移民新城，
也是一座文化古城，是长江上游生态文化旅
游带中的一个重要节点。生态和人文，是云
阳的两个宝贝。在向山水要“颜值”的同时，云
阳更结合“文旅体”融合，用人文增添“气质”。

人间最美四月天，跟着春风来到龙缸国
家 5A 级旅游景区。这里拥有“天下第一
缸”——龙缸天坑，集雄、奇、险、俊、静、秀、丽
各种神韵于一体，被誉为“长江三峡最后的香
格里拉”。

近年来，为进一步做靓这一“金字招牌”，
云阳以“找短板、促提升、保质量、见成效”为
思路，不断推进景区优化提升，开启龙缸景区
的蝶变之旅。

国家 4A级旅游景区云阳张飞庙是国家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距今已有1700余年历
史。建筑古朴典雅，充满了浓厚的巴蜀文化
气息，享有“巴蜀胜景、文藻胜地”的盛名。

依托张飞庙景区，云阳拓展出提档升级项
目——三国印巷，成为游客又一竞相打卡之地。

“城即是景，景亦为城”，云阳把城市按景
区建设，把城区当客厅管理，让城市融入好山
好水好风光。三峡梯城景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4A级旅游景区。

这里有世界最长的城市人字梯——登云
梯，横卧着3.6平方公里的龙脊岭公园，还有着
33公里的环湖绿道环绕着云阳的两江四岸，西
南地区最大连片草坪、海沙沙滩镶嵌其中……

依托丰富独特的资源，云阳推动山地度
假、都市休闲、生态康养、乡村旅游等业态蓬
勃发展。

云阳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云阳策
划储备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旅融合建设项目
共计22个，总投资102.4亿元。云阳将以“打
造世界级旅游吸引物、开展世界级品牌营销、
完善世界级服务体系”三大任务为主线，积极
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巴蜀文化旅游走廊、
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建设，全力打造国
际旅游目的地。

文物活化利用
厚植历史人文辨识度

三维文物、数字拓印、文物趣味彩绘……
记者在云阳博物馆看到，这里拥有重庆区县
级博物馆首个独立数字体验馆，通过智能大
屏、互动投影、三维动画等数字化手段，对文
物进行全方位展示，受到了市民欢迎。

为了让文物更好地走进当下、融入生活、
走向未来，云阳正大力推进博物馆软件和硬
件迭代升级。

在云阳的北部新区，一座比现有博物馆
规模大几倍的新馆正在建设之中。该工程包
括博物馆、旅游集散中心、博物馆主题酒店
等，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

云阳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说，修建新馆，是
让文物亮出来、“活”起来的必要举措。

云阳是文物大县，古称“朐忍”，建县已超
过 2300年，累积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文物保
有量居渝东北区县前列。

但是，受现有博物场馆体量限制，云阳博
物馆馆藏文物展出展示率不足5%，众多精品
文物还“养在深闺人未识”。

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云阳县委、县政府决定按照国家一级
博物馆标准，斥资在北部新区建设云阳县博
物馆新馆，把文物亮出来，让市民特别是广大

青少年群体，在博物馆中感受中华文化、三峡
文化的独特魅力，进一步坚定文化自信。

云阳旅游集散中心及云阳博物馆建设项
目也成为全市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10项
行动计划的重点项目之一，是云阳融入巴蜀
文化旅游走廊24项县级重点事项之一。

走进云阳旅游集散中心及云阳博物馆建
设项目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运输
车来回穿梭，工人们铆足干劲，有序地施工，
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项目预计今年 7月初主体结构封顶。”
该项目负责人说。

该项目建成后，将集旅游接待、文物利
用、文物教学研究和文物收藏及展览于一体，
成为云阳推进实施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中，具有辨识度的标志性成果。

保护历史文脉，挖掘人文资源，云阳把文
化元素融入旅游发展，致力于让传统文化活
在当下、服务当代。

龙文化照进现实
地质公园创建助力“融圈”

传说，云阳是龙的故乡。
唐人《十道志》曰：“云阳氏，古之仙人。”

汉代《遁甲开山图》称：“绛北有阳石山，有神
龙祠，黄帝时遣云阳先生养龙于此……”

云阳流传着很多龙的传说，民众非常喜欢
龙文化。他们认为，横穿整个县城的公园——
龙脊岭，从地图上看就宛若一条巨龙入江饮
水。云阳龙缸也是将龙文化与现代旅游结合
的鲜活案例。

而云阳恐龙化石的发现，以及恐龙地质
公园的创建，则更让龙的传说，照进了现实。

2015年1月，云阳一位农民，在普安乡老
君村一处山坡上，发现了少量的骨头状石
头。从此，一条绵延18.2公里密集分布、被古
生物学界誉为“恐龙化石长城”的世界级史前
恐龙化石群，逐渐揭开面纱。

普安恐龙化石的发现，引起了云阳县委、
县政府的高度重视，据此提出了打造具有世
界影响力和云阳辨识度“世界恐龙之都”的宏

伟目标。
2017年，云阳县成立了专门机构，负责

普安恐龙化石的保护开发，建设管理。2020
年 3月，重庆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被授予
国家地质公园资格。

9年来，云阳县一直坚持新发展理念，严
格遵循“保护中开发，开发中保护”的原则，不
断强化地质遗迹保护措施，推进恐龙地质公
园建设。

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云
阳县依托世界级恐龙化石资源，积极融入长
江国家文化公园、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云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成为川渝共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 160个重大项目之一，川渝恐
龙研究合作得以快速推进。

2023年，云阳再次迎来黄金机遇。我国
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荐云阳申报世界地质
公园，并成功入选候选地名单。目前，项目正
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示，按计划将在今年
下半年迎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实地评估。

云阳世界地质公园申报，是以云阳恐龙
国家地质公园和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为基
础，以云阳中侏罗世恐龙化石群世界级地质
遗迹为核心，范围包括云阳县境内长江以南
的13个乡镇（街道）全域，同时包括长江以北
的环湖绿道、龙脊岭公园、磐石城和该范围内
的长江水域，申报面积1124.05平方公里。

云阳世界地质公园申报成功后，将填补
重庆至今未有世界地质公园的空白，建立又
一世界级品牌。同时，必将有助于云阳发挥
成渝地区东向开放桥头堡作用，为扎实推动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走实贡献云阳
力量；为云阳建设山区库区强县富民现代化
示范县，增添强劲的新动能。

云阳正全力以赴做好世界地质公园申报
各项工作，力争申报成功，取得实效。

龙行龘龘，前程朤朤。今年恰逢中国农
历甲辰龙年，云阳借助创建世界恐龙地质公
园，加速把“让世界知道云阳”变为现实。

建设巴渝文旅走廊 云阳擦亮这六张“名片”

近日，南川区金佛山景区杜鹃花盛
放，进入最佳赏花期。据了解，金佛山是
国内高山乔木杜鹃品种最多、数量最集
中的地区之一，存活着许多百年乃至千
年的高山乔木杜鹃树。图为南川区金佛
山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新华社发（瞿明斌 摄）

重庆梅香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智能化车间。

合川：“数智”赋能火锅食材产业高质量发展

南川

金佛山杜鹃花绽放迎客

近日，在康佳半导体光电产业园，技术人员在商显
MLED 量产线上忙碌。近年来，璧山区把电子信息产
业作为该区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强化科技创新
引领，提供场景应用支撑，大力推动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
发展。今年，璧山区电子信息产业重点瞄准第三代半导
体、芯片设计与封测、晶圆制造、MLED显示等领域，向高
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摄

□ 梁平日报记者 高柔

日前，商务部等 14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消费品以旧
换新行动方案》，组织在全国范围开展汽车、家电以旧换
新和家装厨卫“焕新”，梁平的商家具体有哪些举措呢？
记者进行了走访了解。

近日，记者在双桂城区某大型商场看到，“以旧换新”
的标识牌十分显眼，不少市民冲着这个政策前来选购家
居产品。

“最初我联系了一家附近的家具回收商，对方并未上
门，看了我发过去的照片，表示床和衣柜太旧了，卖不起
价钱，如果全部搬走只能给 100元。”市民张兴月计划把
家里的旧家具、旧家电全部换新，然而这些“大块头”却面
临难出售、不好扔的尴尬处境。随着该政策的推出，张兴
月的烦恼得以解决，还在商场内选到了心仪的家具，更节
省了费用。

“紧扣国家促进家居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我们整合了
工厂以及商场等40多家品牌资源，涵盖电器、家居、建材
等品类。从拖旧到换新，以高补贴、高效率的方式，为消
费者提供更优质，更便捷的家居换新服务，让梁平消费者
能享受到舒适美好的家居生活。”双桂城区某大型商场负
责人介绍。

据了解，该商场推出了以券抵现、旧物折现、免费拖
旧等惠民活动，市民持以旧换新券，可享受购物抵现权
益，最高可抵 1000元。在品牌购买新产品后，旧物还可
按旧物实际核定价值进行补贴折现或兑换等值礼品，同
时，商家还提供免费上门回收旧物、免费拆卸、免费搬运
等服务，进一步方便市民处理旧物。

梁平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积极组织
各商家开展以旧换新惠民活动，加大惠民支持力度，提升
便民服务水平，培育家居市场新的消费增长点。

梁平

推出家居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
培育消费新增长点

□ 铜梁报记者 龙贻鑫

近日，记者在铜梁区侣俸镇三石村看到，乡村振兴车
间里一派忙碌的生产景象。

“前几年我都在外面打工。去年回到家乡后，直接在
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工人吴有余是侣俸镇当地村民。
他说，现在一个月工资有 3000多元，平常下班后还能照
顾家里。这样的日子真心觉得不错。

“车间现有工人 20余人，全都是三石村周边的村
民。大家的平均工资在3500元，加班另算加班费。”铜梁
区顺宏纸制品加工厂法人钱刚表示，车间生产的纸制品
一般销往铜梁本地及周边区县，销售量在持续增长。下
一步，车间准备扩大生产规模，增加更多就业岗位，进一
步助农增收。

同样，走进侣俸镇南南街乡村振兴车间，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木森林（重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新采购的数台先
进设备。据了解，该企业成立于2023年10月，车间厂房
主要为侣俸镇当地的闲置资产。目前正在开展包装加工
和玻璃半成品加工，产品生产采取订单模式，能够直接销
往全国各地。

“在侣俸镇党委和政府的帮扶支持下，我们正准备在
车间新建一条板石生产线，用于生产高端板石家具。目
前已完成了设备采购工作。”谈起发展打算，木森林（重
庆）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法人李娜说，待这条板石生产线全
面投入生产后，车间还将继续在侣俸镇当地招聘20余名
作业人员。整个车间的从业人员将超过50人，年产值可
实现300万元。

近年来，侣俸镇持续推进乡村振兴车间建设发展，努
力把车间建到村民的家门口，让越来越多的村民在家门
口走上工作岗位，逐步把乡村振兴车间建设成为“发展车
间”和“致富车间”，实现产业发展与村民增收双利双赢。

为建好用好乡村振兴车间，侣俸镇一方面把好选址
关，及时摸清全镇的闲置厂房、闲置房屋等资源，不断挖
潜盘活“家底”；另一方面把好项目关，大力引进劳动力密
集型企业，为当地群众提供更多就业岗位，持续激活农村
富余劳动力。

此外，侣俸镇还积极创新经营模式，结合乡村振兴车
间发展实际，采取“公司+村集体+农户”多方合作，进一
步发挥村集体组织承接作用，完善助农增收利益联结机
制，探索乡村振兴车间建设方式，全力促使乡村振兴车间
能落地、留得住、发展好，也切实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实
现挣钱顾家两不误。

铜梁

小车间有大作为
助农增收促振兴

璧山

电子信息产业点燃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