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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吴楠 赵佳乐 吴燕霞

还未完全进入奉节县青龙镇大窝社区，
错落有致的高山奇峰、沟壑纵横的幽深峡谷、
绿意葱茏的茂密植被……一道独特的高山立
体风景线已映入眼帘。近年来，该社区依托
自然禀赋、找准优势产业、坚持绿色发展，实
现了从“矿区”到“景区”的嬗变。

大窝社区位于原四川省地方国营奉节一
磺厂所在地，如今仍能看到当年生产车间、办
公厂房以及高炉等的遗迹。始建于 1951年
的一磺厂，全盛时年产硫磺逾7000吨。1998
年，原厂转成煤矿，关停前共产煤170万吨。

“当地有句俗语：儿要进厂，女要嫁厂，幸
福大家享。”曾在一磺厂工作的大窝社区党支
部书记文金平说，繁盛时期的一磺厂里有子
弟学校、职工医院、电影院等配套设施，一份
一磺厂的工作是令许多当地人羡慕不已的

“香饽饽”。为国家生产硫磺和煤，是大窝社
区的辉煌历史，也是大窝人曾经的骄傲。

然而，资源的过度开采给生态环境带来
的破坏也不容忽视：土地受硫磺侵蚀酸化严
重，厂部核心区域寸草不生，许多庄稼地严重
石漠化。原一磺厂工人罗益福回忆说：“每逢
下雨，雨水夹杂泥土顺坡而下，有时流入居民
家中，难以清理。”

2015年，一磺厂被政策性关停，不少失
去“铁饭碗”的工人选择搬出社区。面对满目
疮痍的荒山废土及居民外迁，文金平等社区
干部痛定思痛，决心发展可持续的生态产业，
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近年来，社区努力消除原来的工业对生
态环境的影响。通过飞播造林与人工栽种，
在荒山种植柏树、落叶松等 4000余亩；结合
当地海拔较高、日照充足等特点，种植软籽石
榴、脆李等经果林 2500余亩。如今，植被得

到有效恢复，森林覆盖率达90%。
走进社区广场，记者发现高耸的牌坊由

球磨机的机体组成，硕大的“Love”标识由从
前运煤的铁轨改造而来，路灯底座则来自废
旧煤炉的回收再利用。“我们将一些旧厂房和
废弃的设备等工业‘老面孔’改造为文旅‘新
名片’，不仅留住几代矿山人的记忆，还吸引
了不少游客。”文金平笑着说。

利用一磺厂留下的工业遗迹与社区内的峡
谷、溶洞等自然风光，文金平带领居民打造出一
个包括自然景观游览区、极限运动体验区、工业
文化参观区等的乡村旅游点。景区总面积17.6
平方公里，每年可接待游客30万人次。

如今，大窝社区遵循“生态优先、绿色发
展”理念，以“公司+农户+集体经济”的运营
模式发展乡村旅游。现已建成农家乐13家，
带动200余人就业，年收益超700万元。

55岁的宋光勋曾在一磺厂工作，工厂关

停后他在社区经营一家超市。随着景区开园
后，社区人气进一步旺起来，超市的生意也蒸
蒸日上，他用赚来的钱翻修了自家房屋、供孩
子上大学。过去常年在外跑长途货运的司机
罗良顺，几年前也返乡开办农家乐，景区人多
的时候，他一天内接待 400多名游客用餐，
2023年营业收入逾72万元。

大窝社区的转变，是奉节县绿色生态发
展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该县全力推动传统
产业向可持续、环境友好转型，加快培育新动
能、新增长点。目前，奉节县生态经济占GDP
的比重超过 70%。产业绿、生态美、百姓富，
绿色均衡的发展模式让奉节县高质量发展的
步伐愈发稳健。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记者近日从重庆海关获悉，自重庆首发
中欧班列以来，重庆海关持续提升监管效能
和服务水平，助推班列速度更快、成本更低、运
能更大、线路更多。今年1—4月，重庆国际物
流枢纽园区到发中欧班列破1000列，开行量、
箱量、货值三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口岸功能不断拓展完善

近日，一批价值约 160万元的冷冻肉类
产品顺利运抵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在重
庆海关所属渝州海关监管下放行。这是重庆
铁路口岸进境肉类指定监管场地通过验收
后，首批经重庆中欧班列进口的肉类产品。

去回程不平衡，回程空返导致运费居高
不下，是开行初期制约班列高质量发展的难
题。如何帮助重庆中欧班列回程货源由少变
多？在海关总署支持下，重庆海关围绕拓展

口岸功能，先后帮助园区顺利建成整车进口
口岸、进口药品和生物制品口岸、进口肉类指
定监管场地等。今年 4月 30日，国务院批复
同意设立重庆国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口岸
发展再添新引擎。

如今，班列回程货源覆盖到食品、机电产
品、医疗器械等上万种商品，班列到发量从1
年 10班发展到 1天 10班。2024年 1—4月，
渝州海关监管重庆中欧班列进口药品4.45亿
元，同比增长4.68倍；监管进口整车2287辆，
涉及货值 14.98亿元，数量、品类均居内陆铁
路口岸前列。

“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当前，“渝车出海”已成为拉动重庆汽车
产业发展的新引擎。为进一步提升班列承载
能力和运行效率，重庆海关持续走访班列运
营平台和物流企业，形成集装箱托盘运输、集
装箱车架运输、JSQ型笼车运输等多项物流解

决方案，运能较传统集装箱班列最多增加1.5
倍。凭借稳定高效的物流优势，“渝车出海”的
步伐不断加快。2024年1至4月，渝州海关监
管放行出口汽车1.86万辆、货值20.08亿元。

为推动“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转型，
重庆海关还助力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2020年，重庆海关以跨境电商B2B出口监管
试点为契机，推动全国首个跨境电商B2B出
口专列开行。截至目前，重庆中欧班列已累
计运送跨境电商货物超过 1.5万标箱。2022
年，在重庆获批成为全国新一批市场采购贸
易方式试点城市之际，重庆海关积极探索“市
场采购+中欧班列”业务模式，截至目前，共
有超过4亿元的本地小商品通过重庆中欧班
列跨越山海、走向世界。

开放环境吸引力进一步释放

近日，一列满载55个集装箱的重庆中欧班
列抵达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企业在国际贸

易“单一窗口”收到海关“确认舱单归并”反馈
后，随即开始报关，数分钟货物便通关放行。

“原本一个舱单需要申报一票或多票报
关单，一趟班列就要申报数十次。通过将数
个舱单归并为一个舱单，报关次数和成本大
幅降低。”重庆安捷国际运输代理有限公司关
务经理郑影说。

舱单归并只是重庆海关深化监管改革，
提升班列便利化、智能化水平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重庆海关在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投用
关区首台H986大型集装箱检查设备，在内陆
铁路口岸率先上线舱单管理铁路子系统，落
地全国首个铁路快速通关业务模式。同时，
还自主开发“自动运抵”系统，推广“单一窗
口”查验预约功能，持续提高进出口货物通行
效率和便利化水平。

重庆海关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加
快推进智慧海关建设和“智关强国”行动，助
力重庆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
西部陆海新通道联动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 合川报记者 刘冰凌

5月 24日，记者走进重庆市合川区金星
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看到，客商络绎不绝、生产
车间机器轰鸣、玻璃产品整装待发……处处
涌动着发展的热潮。

近年来，合川区将日用玻璃产业作为构
建“两主四特”现代产业体系的特色产业，大
力支持企业向高端化、多元化、链条化、绿色
化转型，不断擦亮“中国日用玻璃产业基地”
金字招牌。同时，将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
保障作为激发市场主体“新活力”的关键之
举，聚焦“强保障、重创新、促投资”，突出“抓
服务、抓管理、抓市场”，推动产业发展向“高”

迈进、向“新”而行。今年一季度，合川日用玻
璃产业完成工业技改投资 1.86亿元，增速
188.75%；规模工业总产值达 7.55亿元，同比
增长16.19%。

为切实解决企业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
力当好企业“贴心人”，合川区完成工业企业
渠江水源替换、安装杨柳坝片区路灯、帮助
企业争取大气深度治理设施补助资金……
暖心政策、贴心服务，增强了企业专心发展
的信心。

为推动企业转型升级，合川区引导企业

实行 5S管理，探索窑炉余热再利用，实施智
能化改造，既提升企业形象、提高工作效率、
减少物料浪费，又实现了管理规范化；引导玻
璃企业科技攻关，不断开发新产品，建成国内
领先生产线，厚植工业经济发展新动能；深化

“山城玻璃工”劳务品牌、工匠工作室建设等，
有效提升产业综合竞争实力。

此外，合川区还不断巩固拓展日用玻璃
产业国内国外市场，夯实发展质效。一方
面，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基础上，调整产品风
格款式，拓宽销售渠道，开发生肖杯、六角壶

灯饰、工艺玻璃等新产品，开拓抖音、小红书
等电商销售渠道，进一步拓展国内市场。另
一方面，鼓励企业参加广交会、法兰克福展、
迪拜展等，借力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东南
亚地区市场布局，及时掌握国际外贸前沿讯
息，不断丰富拓展国际市场，更好地融入新
发展格局。

下一步，合川区将结合工业强区战略，紧
盯产业升级、创新培育、招大引强等重点工
作，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释放市场活力，
持续推动日用玻璃产业高质量发展。

合川：日用玻璃产业发展如火如荼

1—4月重庆国际物流园到发中欧班列破1000列
三项核心指标位居全市前列

矿区变景区 绿色产业旺
——奉节生态发展见闻

□ 丰都日报记者 刘先华 文/图

5月26日凌晨3点，渝万高铁建设工地传来捷报，由中
铁三局承建的渝万高铁火地堡双线特大桥连续梁中跨顺利
实现合龙，成为渝万高铁全线首座完成合龙的连续梁。

当天凌晨，记者在位于丰都县十直镇灌塘溪村的火
地堡双线特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现场灯火通明，施工人员
正紧密配合对连续梁的中跨处进行最后的混凝土浇筑。
为保证工程质量，工作人员避开高温从 23点开始浇筑，
历时4个小时完成了21立方米的混凝土浇筑，连续梁的
中跨部分顺利实现合龙。

“火地堡双线特大桥连续梁中跨顺利实现合龙，保障
了架梁通道通畅，为后续架梁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中铁
三局渝万高铁站前3标项目经理部党工委书记贺勇说。

据了解，火地堡双线特大桥连续梁下跨黄岭坡河，周
边地势起伏较大，施工作业面狭窄，施工难度大，安全风
险高。大桥梁长169.6米，为单箱单室、变截面箱梁，设计
为 25个节段，采用挂篮悬臂浇筑，此次大桥（44+80+44）
米连续梁中跨关键部位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渝万高
铁全线架梁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

据介绍，渝万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通
道包（银）海、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251公
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渝万高铁建成通车后，将极大便
利重庆东北部地区沿线群众出行，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
展，更好服务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5月28日，重庆水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线上一
片忙碌。

近日，由该企业研发制造的大型灯泡贯流式水轮发
电机组，正式在嘉陵江利泽航运枢纽工程中投产运营发
电，全面投产后，年平均发电量达3.17亿度，可满足16万
多户家庭一年的用电量。该机组与同类型机组相比，模
型最优效率达93.09%，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优良的产品
质量让越来越多的海外客户抛来橄榄枝，截至今年4月，
该企业的海外订单值约2亿元，已完成年度目标的48%。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渝万高铁首座连续梁合龙

渝万高铁火地堡双线特大桥连续梁中跨顺利实现合龙。

江津造水轮机畅销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