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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日报记者 孙莎莎

近日，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梁平区不断
加快 5G、千兆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为梁平
加快建设“双千兆城市”提供强有力保障，更
好助力全区数字经济发展。数据显示，截至
目前，梁平区已建成5G通信基站2200余个，
平均每万人拥有 5G通信基站数达到 23个；
全区所有行政村实现千兆宽带全覆盖。

据了解，“双千兆”是 5G网络和千兆宽
带的统称，二者都具有千兆级超高速率、毫
秒级超低时延等先进性能。一般来说，5G
网络适用于室外，部署方便、灵活、快速，千
兆宽带则适用于室内，如家庭、企业等，稳定
可靠。“双千兆”的使用，在移动和固定的场景

中用户可以自由切换，体验高速、稳定、无缝
衔接的网络。

中国电信梁平分公司是梁平区推进千兆
宽带覆盖的主要单位之一，近段时间，公司不
少技术人员忙于为群众安装FTTR主设备，并
向大家讲解千兆宽带网络使用的具体方法。

“安装千兆宽带后，网速特别快，下载大
型文件只需几秒钟，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家住顺盛·依山郡小区的居民邓雅婷说。

中国电信梁平分公司网络建设维护部经
理邓章毅表示，目前，梁平电信千兆网络覆盖
率已达90%，可满足30万户宽带用户的千兆

网络需求，能为广大群众提供智能、可靠、方
便、快捷的通信服务。

与此同时，在虎城镇楚家村二组，中国移
动梁平分公司的施工人员穿梭于农田和树林
间，忙着布放1公里多的光缆线，并为用户配
置数据、安装调试，解决部分偏远地区用户的
千兆宽带安装难问题。

“虎城镇楚家村千兆宽带建设完工后，将
有效改善当地宽带覆盖的深度和广度，提升
当地群众的宽带网络体验。”中国移动梁平分
公司宽带建设项目经理游帅说，截至目前，中
国移动梁平分公司累计建成100余个千兆宽

带平台，实现全区所有行政村千兆宽带全覆
盖，接入能力达33万户以上。

梁平区经济信息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梁平区已建成5G通信基站2200余个，平
均每万人拥有 5G通信基站数达到 23个，高
铁、机场、景区、医院、学校、高新区、商贸区、
农业园区、政府机关等重点场所5G网络通达
率均超过96.37%，5G网络信号电平等指标满
足国家双千兆城市建设标准。接下来，梁平
区将积极申报国家“双千兆城市”，挤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双千兆城市群”，为梁平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 南川报记者 邓的

一条“大金佛山 178环山趣驾”（以下简
称“178”环线）线路，肩负着宏伟而朴素的愿
景：让百姓幸福！

5月底，夏至未至，亦春亦夏。“178”环线
道路通畅、标识醒目、配套齐全，如丝绸蜿蜒
向前，串起沿线青山、绿水、村落，路畅景美、
生机勃勃。

以路串景、以路兴业、以业乐居……有人
说“178”环线是路，的确，“178”环线由多条路
串联而成，串联起14个镇街、68个村（社区），
是游客可驱车或乘车直达各个乡村景点的精
品线路。但它也不只是路，“178”环线是第十
届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的旅游新业态创
新发展典型案例，是以1300平方公里的大金
佛山为核心，整合、串联环金佛山沿线178公
里文旅资源，且已初具雏形的世界遗产风景
线、文旅融合聚集地、乡村振兴共富路。

农房成客房
群众吃上“旅游饭”

5月25日，往山里去，南川区德隆镇青山
环抱村落，藻渡河缓缓流淌。一大早，茶树村

“祝家小院”老板娘吴兴秀就忙得脚不沾地，
这个周末家里客人多得坐不下了，还“分”了
两批给邻居。从“178”环线带火茶树村旅游
开始，吴兴秀就添置了碗筷和桌椅，开办起农
家乐，去年家里收入比往年多挣了两三万
元。吴兴秀说，茶树村根本不愁游客，村里几
乎每家都根据自家的条件办起了农家食堂、
农家乐，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另一头，在山王坪镇山王坪村，“石林修
竹”农家乐老板韦琴也告别了在外打工的日
子，乘着“178”环线的火热和乡村旅游的东
风，她改造了自家老房，农房变客房，吃上了

“旅游饭”。“又挣钱又能顾家，这不比在外打
工好多了吗！”韦琴说。

在“178”环线上，“农家乐”“小院”“民宿”
的招牌矗立在各村民家门口，一个个特色民
宿、一片片露营基地、一处处自驾驿站如雨后
春笋般“冒”了出来，处处人头攒动。家家户
户房前屋后干净整洁，腌制了咸菜、晒了菌
子、做了鲊肉……以前谁敢想？昔日村妇的

“看家本领”如今变成农家乐老板娘的“致富
法宝”，山区也不复过往高远边穷的模样。

这些变化，正是南川区打造“178”环线、
带动群众富起来的缩影。

在“178”环线已形成“趣打卡”“趣运动”
“趣露营”“趣乡村”“趣研学”“趣度假”等“趣”
系列旅游产品。借助“178”环线的发散效应，
南川区在民宿和露营地方面取得不少成效，
去年，全区新增30家民宿和52个高品质露营
地，带动沿线超900户农户开办农家乐、民宿，
实现就业4万余人次、户均增收3000余元。

产品变商品
农文旅产业升级

走进位于“178”环线的金山镇玉泉村金佛
山糯玉米基地，放眼望去，一畦畦玉米长得青
翠，株距均匀、行距整齐，长势喜人，满地都是油
油的绿，郁郁葱葱，散发着浓浓的生命气息。

2023年起，重庆丰必达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创立了“金佛山糯玉米”品牌，以糯玉米保
价收购承诺为兜底，与农户达成了种植合作，
共同打造金佛山糯玉米种植示范基地。“金佛
山糯玉米品质好、味道好，帮村民把农特产品
卖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些‘藏在’大山里
的宝贝是我最初的想法。”该公司总经理刘练
介绍，他们通过网络直播销售金山糯玉米、南
川脆桃、青脆李、方竹笋等“178”环线的农特产
品，让这些“宝贝”从田间地头走向千家万户。

如今，刘练又有了新打算。她告诉记者，

一年多来，很多来南川的游客、网友以及相关
公司都提到过希望购买“178”环线礼品的想
法，这让她看到了新的发展机遇。“‘178’环线
特色产业丰富，要是能将它们集合在一起做

‘178’品牌的伴手礼，把农特产品变成旅游商
品，不仅能满足游客需求，还能在一定程度上
提升产品价格，也能助推‘178’环线发展。”刘
练介绍，目前丰必达正在进行“178”中高端礼
盒的设计，并积极对接沿线金佛山药蜜、方竹
笋、金山红、无花果等种植养殖企业，一同进
军“178”旅游商品市场。

丰富产品供给，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乡村
旅游品牌化发展，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
更富是“178”环线推动产业融合升级的生动
实践。为推动“178”环线产业提档升级，南川
区依托沿线山地资源，培育运动体验型文旅
产品，构建徒步道、骑行道、汽车越野道交替
错落的森林运动网络，沿线引进滑雪、滑翔伞
等山地户外运动项目 20余个。围绕山地户
外运动、康养度假、乡村旅游、研学旅游等，丰
富沿线消费业态；打造院星李、蓝莓等后备箱
基地；开发笋壳画、金山绣垫等“一镇一品”特
产20余种；推出方竹全笋宴、金佛山药膳、菌
菇山珍汤等十大特色菜品，打造“一镇一味”
美食体验；举办露营民宿冰雪欢乐节、金佛山
半程马拉松、绳命 LifeLine国际绳索救援邀
请赛、新能源汽车环金佛山 178定向赛等品
牌节会赛事活动50余场次。

面子到里子
提升群众幸福感

走进三泉镇观音村，干净整洁的道路和
洁净的墙体让人眼前一亮，街角的休憩凉亭
聚集着村里纳凉唠嗑的老人。观音村位于

“大金佛山 178环山趣驾”沿线，生态和旅游
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前景广阔。随着“龙岩
山居——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项目正式完
成，该村农房品质、院落颜值、村落价值进一
步提升，村民们的生产生活条件全面改善，人
居环境大幅提升。

变化不仅在观音村，在“178”环线的村
庄，处处都能看到干净整洁的环境，处处都是
靓丽的风景线。

去年来，南川区在“178”沿线乡镇实施人
居环境综合整治提升项目及乡村旅游风貌提
升工程，开展路边、水边、山边等区域洁化、绿化、
美化行动，优化旅游景区、旅游廊道周边环境。

“‘178’环线让大家腰包鼓了，产业旺了，
环境变得更好了，同时也让大家的精神更加
富足。”头渡镇柏枝村村民李德才是“178”环
线的志愿者，看着越来越高的村民素质，在人
人参与志愿服务的今天，他觉得“178”环线长
了面子，也美了里子。

近年来，南川区引导沿线各村修订村规
民约，成立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红白理
事会，开展“洁净家园、自照镜子、乡贤议事、
手拉手劝导、知礼明德、志愿服务、家风传承、
文明旅游”八大行动，村民的行为准则有了

“标尺”，没人再随意倾倒垃圾，私搭乱建、畜
禽散养等现象也不见了。

同时，南川区以志愿服务“户连网”建设
工程为抓手，从群众“需求侧”入手，广泛实施
风尚“178”行动，架起干群连心桥，全面提升
文明建设水平，树立文明新风尚。“茶韵小家”

“巧嘴小家”“耕读人家”等与群众生产生活息
息相关的特色“小家”应运而生，推动一项项
富有特色、充满温度的文明实践活动在南川
大地竞相开展，将理论宣讲、农技培训等特色
服务送入家家户户。

如今，在“178”环线，无处不在的越变越
好，无处不在的欣欣向荣，人人皆道“幸福”。

游客驾驶房车游览在“178”环线中。南川报资料图片

5月29日，新入驻璧山高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特色产业园的重庆肯派森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内，工人
们在汽车零部件生产线上忙碌。今年以来，璧山区加快
完善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生产、生活配套设施，做好资
金、水电路气等要素保障，为企业入驻创造良好条件。今
年璧山区将力争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入驻率超70%。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摄

□ 潼南报记者 邓瑜欣 徐利 文/图

随着气温攀升，夏季时令蔬菜开始大量上市。潼南
区作为川渝地区“菜篮子”和蔬菜保供基地，18万亩蔬菜
陆续进入采收期，每天都有辣椒、苦瓜、四季豆、黄瓜等十
多种时令蔬菜直供成渝两地，日均蔬菜供应量达到3000
吨左右。

走进桂林街道双坝蔬菜基地，千亩蔬菜长势喜人、翠
绿满园。青椒枝条、苦瓜藤上挂着成串的果实。菜农正
抓紧采收、运送成熟的蔬菜，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

“这段时间家里种的四季豆都成熟了，我们每天早上
五点就起来忙着采摘了，我和老伴一起摘，一天能摘两百
来斤，可以卖到三四百块钱。”村民许必友说。

在米绍乾蔬菜种植场，记者看到，菜农们正在抓紧时
间打包、装袋、装车新鲜采摘回来的蔬菜，不一会儿，一辆
辆满载着新鲜蔬菜的运输车缓缓驶出，运往各地。

“目前主要是收发辣椒、四季豆、苦瓜这几个品种的
蔬菜，每天每类品种大概要收发 2吨，主要销售到四川、
重庆、湖南等地。”米绍乾蔬菜种植场负责人李凤说。

作为重庆蔬菜保供核心基地，潼南区的蔬菜产业是
农业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潼南区着力打好“绿色牌”，
针对川渝两地的市场需求，因地制宜发展蔬菜产业，统筹
推进渝遂绵优质蔬菜生产带建设，既有利于解决蔬菜供
应问题，又有效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保障了市民
的“菜篮子”。

南川：“178”铺就和美幸福路

梁平：加快推进“双千兆城市”建设

潼南

18万亩蔬菜直供成渝两地市场
日供应量达3000吨

农户在基地采摘新鲜蔬菜。

璧山

今年力争新能源汽车特色产业园入驻率超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