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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江报记者 周迎迎

日前，垫江县普顺镇凤林村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
大会。现场，人头攒动，村民们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谈论着集体经济给大家带来的好处。

“我们退耕还林之后，没人管，现在村集体经济好起
来了，我一年可以分到1447元，太开心了。”谈到分红，凤
林村2组村民梁尤兴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这是凤林村村集体经济的首次分红，5个村民小组
可分配收益172800元，556户1700余人受益。

据了解，凤林村与重庆林投公司签署协议流转集体
林权，以 50元/亩价格流转凤林村 3400余亩集体林权 34
年，未来 33年，凤林村村民可持续享受集体经济红利。
流转的林地清除杂树后，用于林业开发，栽种桢楠、马褂
木、木荷等经济木，80余名村民实现就近就业，每年可增
收 5000余元，通过集体林权流转实现农民增收、村集体
经济壮大、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发展目标。

据悉，通过林权流转，普顺镇部分村集体经济组织收
入每年可达5万余元，部分农户每年收入可达2000余元，
更好地发挥了林业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更有
效地助推了乡村全面振兴。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5月12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珞璜港
1号泊位，来自浙江舟山港的万吨级货运海船

“创新5”号成功靠港卸货，标志着“舟山—重
庆”江海直达航线首航测试成功。

“首次接卸‘万吨级’海船是一次历史性
突破。”6月17日，江津区相关负责人称，江津
发挥地处共建“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
陆海新通道交汇处的区位优势，立足水公铁
多式联运、综合保税区开放平台便利，一体打
造大通道、大枢纽、大物流、大产业，口岸功能
设施日益完善，对外开放能级不断提升，“现
在，我们运输网络覆盖全球 123个国家和地
区的514个港口，进出口品类扩展至981种。”

通江达海，云济天下。今年 1—5月，西
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 630列，同
比增长 55%；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
总吞吐量 661.66万吨，其中小南垭铁路物流
中心完成 355.4万吨，珞璜港完成 306.26万
吨，同比增长4.7%。

构建起“四向齐发”格局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津是中欧班
列（重庆）和长江黄金水道交汇点，西部陆海
新通道的南向起点，“我们拥有 11条高速公
路、8条铁路、5个深水良港，织就了四通八达
综合立体交通网。”

特别是珞璜港，已成为全市五大区域性
重点港口之一，港口通过能力达 2000万吨，
集装箱作业能力达60万标箱，通过铁路专用
线可与小南垭铁路综合物流枢纽无缝接轨。

近年来，江津推动重庆港水运口岸扩大
开放至珞璜港区，推进珞璜临港产业城智慧
物流服务平台（一期）等建设，枢纽开放水平
和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江津构建起“七
干线两枢纽”的水公铁立体交通网络体系，携
手四川泸州、重庆永川加快建设泸永江融合
发展示范区，实现“半小时中心城区，一小时
江津全域，两小时周边城市”通达目标；同时
培育连接上海、四川等省市的水上穿梭巴士，
初步形成内畅外联十大通道格局，辐射带动
川渝、西部地区发展。

通过拓展通道，江津已形成东南西北“四向
齐发”格局：向东，依托长江黄金水道，加速对接

东部沿海地区，推动更多新兴产业落地布局；向
西，加快与中欧班列（成渝）衔接，联结“一带一
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向北，通过渝满俄班列连
接俄罗斯及周边地区；向南，通过陆海新通道，
辐射东南亚各国，构建起陆海内外联动通道网络。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区）集聚国家级
开放平台重庆江津综合保税区和小南垭铁路物
流中心、珞璜港两大物流枢纽，吸引中国西部
（重庆）东盟商品分拨中心等落户，“综保区+交通
枢纽+分拨中心”的复合型开放体系逐步成型。

“运贸一体化”模式日趋成熟

今年 2月 20日，来自老挝的班列抵达小
南垭铁路物流中心。这是今年首趟西部陆海
新通道进口冷链班列，标志着重庆与东盟之
间的跨境铁路冷链通道迈进“双向对开、常态
运行、特色商品”新时代。

“小南垭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起
点。”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西部陆海新通
道也已成为江津对外开放的‘主动脉’。”

自 2018年底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
开通以来，江津以中老铁路开通为契机，先后
开通中老班列、中老泰国际联运班列等跨境
线路，与成渝班列等国内通道形成多式联运
高效衔接，极大拓展了通道辐射范围。

现在，江津“运贸一体化”模式日趋成熟，

新开行东南亚进口香蕉专列，持续高质量开
行进口老挝木薯、出口东风汽车等特色专列，
赋能东盟农产品分拨中心和整车进出口综合
集成平台建设；同时发挥“通道+平台”优势，
吸引菜鸟天猫国际保税西南自营仓落地投
运，保障新加坡GKE大宗有色金属物流贸易
项目完成首单进口电解铜测试，为荷兰世天
威保税物流项目制定试单运输方案。

随着口岸功能日益完善，江津及其周边
地区的建材、纸品、化工品、粮食等通过西部
陆海新通道抵达全球。与此同时，老挝的啤
酒、水果，泰国的木薯粉、大宗塑料颗粒等东
南亚地区乃至全球各地的生产资料和消费品
在江津集结，最终发往广阔的国内市场。

“发挥珞璜港‘磁场效应’，产业聚集效果
逐渐显著。”江津区相关负责人称，目前，江津
智能仓储供应链服务中心、智能数字分拣中
心、智能科技研发中心等功能逐步完善，最终
将打造覆盖快递、整车、仓储、供应链等多元
业务的综合性产业集群。

今年1—5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
计开行630列，同比增长55%，共运输31516标
箱，累计运输货值31亿元，全市开行占比36.11%。
全力打造重庆枢纽港产业园

4月 18日，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一江两

岸、三片联动”先行区，即长江以北九龙坡西
彭片区、长江以南江津支坪片区和珞璜片区
正式启动建设，拟打造先进装备成套基地、先
进材料基地、物流及现代供应链服务业基地。

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是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的重大标志性项目。“这也是江津区以大通道带
大产业扩大开放的最大抓手。”江津区相关负责人
称，“这既是全新的挑战，也蕴藏着无限的机遇。”

据悉，江津把建设重庆枢纽港产业园作
为全区的“一号工程”来抓，全力促进重庆枢
纽港产业园成为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
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的“旗舰项目”。

目前，江津已编制枢纽港产业园规划，全
面梳理发展“本底”，形成了冶金装备、通机装
备、船舶装备等6大产业方向。

截至目前，重庆枢纽港产业园（江津片
区）已签约项目 13个，总投资 180.5亿元，已
开工项目24个，总投资120.65亿元。

现在，江津正落实“谋划一批、开工一批、
在建一批、投产一批”项目动态管理机制，滚动
推动项目落地见效，梳理储备枢纽港产业园
国际物流集散中心（双福货运铁路）、兰家沱港
升级改建等基础设施项目40多个，总投资超
过900亿元。

□ 沙坪坝报记者 张小凤 文/图

足不出户逛展览、“云端讲解员”线上
解说文物故事、智能巡查文物现状……
在沙坪坝的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郭沫
若纪念馆、张治中纪念馆、冯玉祥纪念
馆等博物馆，越来越多的数字化手段被
运用，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沉浸
式”体验博物馆里面的文化盛宴。

为让人们尤其是年轻人了解传统文
化、爱上传统文化，沙坪坝区因地制宜探
索“数智+文博”的创新融合方式，不断尝
试线上线下与观众交互的各种可能，大
力推动博物馆服务智慧化、管理智能化、
保护智治化，让历史文物在数字文明中
活起来、薪火相传，从“高冷范儿”变身市
民游客身边可亲可感的“小可爱”。

智慧导览实现“云”服务

“‘上梁不正下梁歪’原来是这么个
意思，长见识了！”6月13日上午，在巴蜀
古代建筑博物馆内，游客肖蜜站在展馆
内的“清浮雕彩绘龙凤八卦纹檩挂”文
物前，不时低头查看手机，随后便听见

“讲解员”的声音从手机内传出，不一会
儿，肖蜜脸上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来，在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有
一个“VR数字展览”功能，它就像一个可
随身携带的“活地图”般，不仅有各大展
厅的指引导览，且不少重要展品都有详

细的图文音频讲解和VR全景视图，“包
括文物展位在哪儿，有什么作用，背后
的来源都介绍得清清楚楚，无需额外请
讲解员了。”肖蜜说。

“目前，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已实
现全馆虚拟VR数字化地图智慧导览，
包括整个博物馆的全景航拍、线路导
览、文物展示、语音讲解等，让游客在身
临其境的同时，也能以第三视角观赏到
不同的内容。”沙坪坝文管所副所长李
盛虎告诉记者，馆内还设有20余个迷你
展览电子屏、电子投影等多种多媒体场
景运用。如南配殿的雕木隔扇前，运用
数字化手段表现了古巴蜀时期的四季
风光，最大程度还原古人当时临窗而坐
时观赏到的窗外美景，在古人与游客间
架起一座沉浸式的文化交互场景。

除博物馆本身，针对系列原创展、
交流展、巡回展等，沙坪坝博物馆也会
同步推出线上虚拟展览，令观众能够远
程参观展览。

就拿今年春节推出的《年画中的移
民之路——甲辰龙年新春特展》来说，
为最大限度展示年画的鲜艳色彩及展
厅的喜庆氛围，除使用高分辨率全画幅
DSLR专业相机和镜头外，还利用各种
专业建模软件，将现实的模型复刻到虚
拟空间之中，并采用点位式漫游技术，
确保在不同点位之间实现流畅的漫步
转换效果，实现足不出户却身临其境的
参观体验。“截至目前，沙坪坝博物馆已

举办线上展览10场，累计浏览观众近10
万人次。”李盛虎说。

智慧平台助力“云”守护

6月13日早上8∶30，沙坪坝街道的巡
查员李艳丽来到“重庆大学早期建筑”文
物处，按照文物巡查要求，仔细查看文物
保护标识是否完好、文物本体是否保存良
好、消防设施设备器材运行是否正常等情
况，随后拍下相关照片，联同巡查记录一
并上传至“文化·巴渝文物”文物安全监管
子系统。电脑另一端的文管所工作人员周
峻可第一时间便收到了巡查记录的消息。

据周峻可介绍，这套系统是今年 4
月刚刚升级的，该版本不仅接入了“渝
快政”政务管理系统，同时也将全区约
50名镇街文物巡查员纳入其中，让文物
巡查保护真正下沉至镇街基层末端。

今年 5月 9日，新桥街道的文物巡
查员李颜庭在巡查“第三军医大旧址”
时发现文物保护标志遗失，立即上报系
统。系统管理员随后向有关负责人反
馈，5月22日，文物保护标志便顺利找到
重新上墙。前后时间不到一个月，大大
提高了文物隐患处理效率。

“除文物安全监管系统外，我们还
针对全馆文物设立了一套监控防护系
统。”李盛虎说，该系统包括红外线感
应、摄像头、消防电话等多种设备，特别
是红外线感应，能帮助博物馆在闭馆后
第一时间发现“入侵者”。“有一次，半夜
警报响起，查看发现是附近居民的宠物
闯入，值班人员第一时间就将宠物带出
博物馆归还居民。”

令人惊喜的还有游客管理系统这一
“智慧大脑”。目前，沙坪坝博物馆正在
使用的“重庆市智慧文旅广电云”系统，
通过对游客端数据的汇聚和重点指标
分析，可帮助博物馆管理人员进行游客
画像分析，探索更好的服务方式。“就拿
巴蜀古代建筑博物馆来说，我们发现外
地游客和附近的学生游客都很多，便分
别针对这两类人群定制了节假日特展
活动，以及社教研学活动等，让博物馆
走出了一条跨界发展之路。”李盛虎说。

今年1—5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累计开行630列，同比增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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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大足供电
分公司管理规范要求，我司对客户档案清
理发现，存在2户客户高压组合式互感器
满足公司回购要求。前期通过我司工作
人员现场核实，两户客户现场均已无法进

入，门亭也无人值守，厂门已被法院张贴
封条，两户留有的联系号码已无法联系到
相关人员。鉴于以上情况，现将客户名称
以及用电户号等信息予以公示，请下表所列
单位见公告后尽快到我司核对确认或电话

联系我司进行处置。
联系人：董先生
联系电话：18580736607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五

星大道360号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司

关于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大足供电分公司高压客户互感器回购事宜的公告

□ 渝北时报记者 唐春琳

日前，悦来国际会展城城市候机楼（以下简称“悦来城市
候机楼”）正式投入运营，将更好地服务重庆市会展产业。重
庆交通开投公交集团两江公交公司提供车辆运输、候机楼问
询等服务，让会展人群、市民游客从展馆一站直达登机口。

悦来城市候机楼是西南地区第一座服务会展产业的
城市候机楼，位于悦来滨江路 26度街区北区，紧邻重庆
国际博览中心、重庆悦来温德姆酒店，为悦来国际会展城
参展参会的商旅客人，以及悦来片区、中央公园、仙桃数
据谷、礼嘉片区等周边市民提供优质便捷的联程运输中
转体验服务。该候机楼不仅可为市民提供便捷的航班信
息查询、值机手续办理、登机牌打印、机场专线接驳等服务，
还能提供行李托运、专属休息室、免费饮品等增值服务。便
捷的出行交通、齐全的候机功能，把国际机场直接“搬”到
了会展中心门口，助力各地展商、逛展市民便捷出行。

据悉，重庆交通开投公交集团两江公交公司结合市
场需求，不仅开设运营直达重庆江北机场、重庆北站/西
站的客运专线往返接驳，还将开设“红色线路一日/半日
游”“魅力夜间观光游”“魔幻重庆一日/半日游”等旅游项
目，持续优化旅客服务产品，提升展商、市民旅客体验，同
时节约旅游出行成本，优化城市服务配套功能。

西南地区第一座服务会展产业的城市候机楼——

渝北悦来城市候机楼启用

垫江

集体经济创收益 村民增收笑开颜

沙坪坝博物馆的数字转型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