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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欣薇

“茶山竹海街道萱花村箕山处有一处新
警情，请速处置。”

7月 16日，永川区茶山竹海街道护林员
接到森林防火监测系统自动报警后，第一时
间奔赴现场查看，经核实为烧灰积肥，随后进
行屏蔽处理，整个过程不到3分钟。

这一快速高效的工作场景，正是永川区
常态化运行“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场景，以
科技力量助力森林防火工作的一幕。

永川有英山、箕山等 5大山脉，林地 90.7
万亩，年防火期长达 9个月。如何做到将防
控跑在风险前面，开创一条高效、有力、快捷
的森林防火预警、处置管控新模式？

近年来，永川区不断探索新方法，创新监
管模式，以数字化手段打造“森林草原防灭
火”综合场景，进一步提升了森林草原火情

“严防、早知、快处”实战能力。目前，“森林草
原防灭火”综合场景应用包含感知预警、决策
处置、监督评价、复盘改进等 4个应用模块，
实现了区、镇街两级贯通，推动林业、应急、交
通等多个部门及毗邻地区数据联通、业务联
动，形成了实战实效。

83个“瞭望探头”
实现重点林区监控全覆盖

7月 16日，随着工作人员对“森林草原

防灭火”综合场景应用平台的操作，大屏幕
上显示出全区林区的实时动态影像。放大
屏幕，数公里外的森林山地看得一清二楚，
工作人员适时调整画面，全方位巡查林区。

“当疑似火情发生时，摄像头会根据温
度、烟雾等信息，实时抓拍，同时自动报警，
将信息立即传达就近的护林员进行处置。”
永川区林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袁凯歌表
示，为了提高技防能力，目前该系统充分融
合了林业、水利、供电等部门和江津、大足、
四川泸州等毗邻地区的视频监控、智能卡
口、无人机等设备，建立“天空地”监测网络，
实现了视频自动监控、烟点准确识别、火点
精确定位。

依靠“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场景，永川区
防火巡查从“用脚丈量”走向了“云端管理”。目
前，全区林区共设有83个监控“探头”，在巡航
过程中通过大数据、AI技术以及云端识别技术
协同分析，可实现高精度的烟雾识别，此外还
接入了无人机进行动态巡护，填补视频监控盲
区，实现了重点林区监控全覆盖。

如何利用好视频监控，进一步提高火情
“早发现、早处置”的能力？永川创新搭建了
“135”快速反应机制，一有火情报警，就会第
一时间推送给就近网格员，按照反应机制，网
格员1分钟内查看火情信息，3分钟内通过视
频或现场核实火情情况，若核实为山火，就近
应急队伍 5分钟内出动灭火，极大地提高了
火源管控工作的效率。

一键“智”达
自动生成应急响应方案

在“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场景里，工作
人员展示了指挥系统的强大功能。

只见大屏幕上，林区内所有监测站、护林
人员、防火检查站等基础数据清晰显示，各类
数据、信息一目了然，庞大的基础数据为系统
火情处置装上了“智慧大脑”，能实现一键下
达指令，自动生成相应的应急响应方案。

火情处置干什么？火情处置怎么干？通
过“森林草原防灭火”综合场景，可以实现一
键下达所有流程指令。

“核实为火情后，系统自动将火情处置任
务按职责下发至林业、应急、公安、卫健等部
门和各镇街，开展扑救工作，同时智能匹配行
业和镇街责任人，自动发布灭火指令。”袁凯
歌一边介绍，一边进行着演示。他表示，通过
系统，能自动细化相关单位、队伍工作事项，
明确各自工作的具体内容。

除此之外，系统还可以利用音视频通话功
能，实时联通指挥部和灭火前线，实现屏上调度、
屏上指挥、屏上管控，确保救援处置智能高效。

考核数字化
全过程监督提升履职能力

森林防火工作永远在路上，这是一项长
期而艰巨的任务。为了提升相关人员的履职

能力，全面筑牢森林防火“安全墙”，“森林草
原防灭火”综合场景还创新打造了“监督评
价”模块，由履职监督和分析评价组成，通过
建立评价体系，推动履职考核数字化。

“通过对政府、部门及经营主体履职进行
全过程监督，并根据镇街履职情况生成五色
图，通过履职记录、可视化图表分析、履职提
示单，实现履职分析精细化、监督评价公正
化。”袁凯歌介绍，通过可视化的形式展现履
职情况，不仅一目了然，还能依据数据分析出
防火风险，例如在查看各镇街报警数量与辖
区林地面积的对比图时，如果发现某镇街本
月的报警数量最多，但是林地面积并不是最
多，这就提示该镇近期防火工作不扎实，发生
森林火险的风险大。

此外，该系统的“复盘改进”模块也是一
大亮点。当火情妥善处置后，可在系统中调看
应急处置过程回放，通过AI算法组件，实现对
火灾处置的评估，自动生成总结评估报告和改
进方案，迭代升级防灭火综合场景，持续提高
火情应急处置的科学性、针对性和有效性。

在科技赋能下，永川区森林防火工作逐渐
由传统变现代、由静态变动态、由人工变智能，

“增绿就是增优势，护林就是护财富”的生动实
践正在不断续写。永川区林业局将进一步丰
富感知设备，不断迭代升级“森林草原防灭火”
综合场景，建构人防与技防立体式、全方位、无
死角的森林防火监测体系，开启森林防灭火智
慧模式，为永川森林安全筑起“智慧屏障”。

□ 华龙网记者 陈攀 王钰

进入大暑，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距离重
庆中心城区 240公里外的石柱县黄水镇，迎
来了一年中的高光时刻。

天上黄水，今年大不同。在一举摘得国家
级旅游度假区这张“国”字招牌后，三伏天再次
唤醒人们对石柱的向往。无数游客汇聚于此，
21℃的清凉和火热的人气成为鲜明的对比。

远方的家
偏远山区跻身第一方阵

平均海拔 1500米，夏季的黄水有多清
凉？答案是，平均气温只有21℃。

黄水的空气质量有多好，体现在退休的
王洪秋身上，就是“治住了多年的气管炎，没
得那么喘了”。

老王与石柱结缘源于1969年下乡工作，
之后也多次到黄水旅游，而真正留住他的，是
近几年的黄水。

“早年这边修第一批电梯房的时候我就
来过，但当时还觉得交通、生活不方便，前两
年来看真的大变样了，住了几个月，回去朋友
们都说气色变好了。”王洪秋告诉记者，他现
在也在当地买了房，每年都要过来住几个月，
修养身心。

前不久，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公布了全国
新一批2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名单，石柱黄
水是全市唯一入选名单的度假区，标志着黄
水成功跻身全国旅游度假区第一方阵，成为
推动石柱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清凉的温度是石柱黄水人气“火热”的重
要原因，却不是唯一原因。是什么让石柱黄
水在重庆一众避暑胜地中脱颖而出？

他的独特在于汇聚了高山气候、高原湖
泊、原始森林、特色物产，四大独特自然资源。
另外，在这些天赋异禀的条件下，石柱还不断
修炼“内功”，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服务品质。

曾经，石柱黄水还是人迹罕至的偏远山
区，交通落后、产业欠缺、人口稀少。

这些短板在2017年迎来发展转机，石柱
县启动黄水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工作，全
面提升区域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创新开发度
假产品，在9.2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深挖高山
气候、森林康养、土家文化资源，11个核心度
假产品应运而生。

炎夏，从四川、湖北、湖南、贵州、江西等
省市的游客慕名而来，只为体验夏日这份“特
供”清凉。无论在街上、公园、湖畔、森林，还

是酒店，避暑的游客不再因吃住行而烦忧。
乘兴而至，尽兴而归。

吃，度假区内有各类餐饮534家，特色餐
饮名店21家，“土司王宴”“莼菜宴”“土豆宴”

“莲藕宴”四大名宴，满足游客的味蕾；
住，有高端度假酒店、精品民宿、森林木

屋、房车营地等360余家，总接待房间数8360
间以上，可满足游客的差异化住宿需求；

行，新建沪蓉高铁黄水站及连接道路，度
假区实现 1小时重庆、3小时成都、4小时武
汉、6小时上海，还有 4条公交观光线路让游
客出行更加便捷……

随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成功创建，石
柱还将不断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的旅途更
加便捷舒适，让黄水成为游客“远方的家”。

近处的“诗”
视听盛宴助力文旅大融合

在石柱，有 21℃的清凉，亦有 100℃的视
觉和听觉盛宴。

“太阳出来啰儿，喜洋洋欧啷啰，挑起扁
担啷啷扯，哐扯，上山岗欧啷啰……”正在上
演的是重庆市首个室内旅游演出项目，土家
大型歌舞《天上黄水》。每到黄水避暑季，黄
水镇“土家大舞台”都会进行文艺演出。

台上是喜气洋洋的土家演绎，台下是人
声鼎沸的观众喝彩。

在黄水大剧院广场上，每晚7点，游客们
与身着土家民族服装的演员一起共跳土家摆
手舞，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千人长桌宴”“万人摆手舞”“万人嗨唱
啰儿调”……当21℃的清凉与100℃的视听盛
宴相遇，意味着，原汁原味的土家风情变得更
加具象化。

“退休了不喜欢太冷清，我们去周边考察
了一圈，就觉得这里最热闹，文化氛围也浓，
每天晚上还有坝坝舞，有消遣才不会待不
住。”彭阿姨去过全国很多避暑胜地旅游，但
最终选择了石柱黄水，她最看重的是这边的
特色活动和广场文化。

石柱是全国四个单一土家族自治县之
一，以土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常住人
口的81%。

“原汁原味的土家风情，主要带来参与体
验感、视觉冲击感、心灵归属感‘三个感受’，
能够让游客放松的同时成为其中一员。”石柱
县有关负责人介绍。

对此，石柱也下了一番功夫。
以文塑旅，为增强游客文化体验为出发

点和落脚点，当地改变以往“演员台上演、游
客台下看”观赏模式，倾力打造系列品牌文化
活动，为旅居中的艺术爱好者提供展示平台。

身处黄水，这里有无处不在的土家文化
元素，连片成群的土家吊脚楼、精致多彩的土
家民族服饰；还有创新打造的非遗广场、土家
风情街、文艺候鸟之家等文化体验交流空间；
更有定期举办的土家玩牛、轿夫号子、薅草锣
鼓、土家竹铃球等非遗展演……

每一个建筑，每一个活动的打造，目的都
是让游客在这里体验到真实而浪漫的土家族
生活。如此，主客共享，游客不仅是观赏者，
更是表演者、体验者，与当地居民一起，共同
演绎出一场场文化盛宴，成为度假区一道独
特的风景线。

而一场场长桌宴、摆手舞、啰儿调的欢声
笑语，正是黄水土家风情，文化之“诗”的生动
注解。

腾飞的城
暑气里升腾百亿康养经济

“当暑忆归林，陶家借柳阴。蝉从初伏
噪，客向晚凉吟……”这是唐代诗人李频笔下
的《避暑》。而在黄水避暑，不需要向谁借柳
阴，更不需要归隐于树林。

“黄水不仅有美景，更有健康。”市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专家库专家黄昌琪这样说道。

这里的健康是特色，更是康养产业。依
托着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这块金字招牌，不仅
带动了当地经济的转型升级，也带来了更多
的发展机遇。

另一方面，康养产业与旅游产业的深度

融合，不仅为游客提供了高品质的避暑体验，
更为当地商户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今年我们对客房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
服务也更加注重融入土家元素，游客们来这
里住得更舒适了。”在度假区海拔 1500米的
密林深处，花语山谷民宿马欢见证了黄水度
假区的迭代升级。

历经7年耕耘，石柱康养产业发展从“三
大特色农业产业园区、城郊休闲康养旅游区、
大黄水生态康养度假区、沿江文化康养旅游
区、地质公园自驾探秘康养旅游区、康养消费
品产业基地”大格局聚焦为“冷水森林疗愈核
心区—大黄水康养胜地—县域康养观光体验
区”三级全域旅游产业发展新格局。

同时，打破传统的避暑游观念，将休闲度
假、乡村旅游、特色餐饮、大型度假酒店和疗
养基地相结合，通过多元化的项目建设，带动
旅游区休闲观光、度假养生、亲子打卡等旅游
生态的发展，形成“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
冬戏雪”的四季游格局。

2023年，石柱全县地区生产总值 230.46
亿元，仅旅游综合收入就贡献了170亿元，成
功跻身 2023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
县市，这是石柱旅游提档，以及黄水旅游度假
区持续提升的结果。

未来，黄水旅游度假区将继续提升服务
水平和接待能力，努力成为全国最具生态美、
土家味、民族风、烟火气的国家级旅游度假
区，为石柱的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活力。

“国”字号度假区加身

石柱黄水“冷经济”的热思考

永川：构筑森林防火“智慧屏障”

黄水度假区。石柱县文旅委供图

近日，游客乘坐游船欣赏彭水苗族
土家族自治县美景的城市夜景。

近年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借
助丰富的自然资源，大力发展生态旅游，
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生态效益与经
济效益“双丰收”，积极打造“沉浸式灯光
夜游”项目，以全新的光影技术，扩展夜
间消费业态，着力打造夜间经济，给游客
带来前所未有的视觉盛宴，推进城旅融
合发展。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彭水

推进城旅融合
打造夜间经济

近日，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蔬菜基地，工作人员正在
搭建蔬菜大棚。

近年来，南川区依托南城街道、鸣玉镇、大观镇等特色
蔬菜产业带，大力发展蔬菜产业，不仅能满足当地需求，更
能辐射重庆中心城区市场。2023年，全区蔬菜播种面积近
35万亩，产量近60万吨，蔬菜总产值超23亿元。

南川报通讯员 胡波 摄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7月 18日，超 1000箱进口牛肉搭乘中欧班列，从新
疆阿拉山口入境到达团结村中心站，目前已进入重庆国
际铁路港综合保税区范围内的保税冻库锁鲜冷藏。据
悉，这批牛肉是来自俄罗斯的头等黑安格斯长前脚和后
脚肉，这也是重庆铁路口岸进口冷链（肉类）抵港交易中
心首次引进的进口肉类。

据了解，今年 5月，2024年西部冷链发展年会、国家
冷链标准研讨会上，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官宣重庆铁
路口岸进口冷链（肉类）抵港交易中心计划。该计划立足
园区通道、口岸、保税资源，积极接轨肉类集散分拨与现
货交易结算。

此次合作是园区和企业强强联合，依托园区国家骨
干冷链物流基地、进境肉类监管场地、铁路港综合保税区
等开放功能和通关便利化优势，结合企业丰富的海外供
应商、贸易商、加工厂、餐馆等资源和供应链管理及加工
履约服务经验，共建重庆铁路口岸进口冷链（肉类）抵港
交易中心。

园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批经企业平台采购的牛肉，
近期陆续会有10—20柜通过中欧班列和西部陆海新通道
到达团结村中心站，并在重庆铁路口岸完成现货交易。待
合作成熟后，将开启走量模式，进一步扩大进口规模。

首批进口肉抵达重庆
铁路口岸肉类抵港交易中心

□ 渝中报记者 刘侃

“没想到来医院看病还能借阅图书，这里‘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挺好的。”7月 18日，前来重庆市中医骨科医
院化龙桥院区就诊的市民邓女士，在新投用的“城市书
房”沉浸式阅读，感受公共文化新型空间的便捷与独特。

日前，渝中区图书馆与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共建的
“城市书房”在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化龙桥院区正式开
放，成为就医患者、医院职工文化生活中的一方静谧空
间。这是我市首家在医院开设的“城市书房”，也是渝中
区图书馆推动全民阅读，以及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进一
步改善就医体验、提升患者服务的暖心举措。

据悉，重庆市中医骨科医院“城市书房”占地面积约
90平方米。在渝中区图书馆的大力支持下，书房内藏书
量约 2000册，涵盖文学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少儿
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年龄层读者的阅读需求。书房设
有图书借阅区、阅读区，配备电子借阅设备、28个阅览座
席，是集图书借阅、阅读、自修学习于一体的现代化自助
书房。同时，在 10个病区的休闲区设置了图书漂流站，
将书香浸润到医院各个角落。

未来，该“城市书房”还将结合不同节日、不同主题开
展中医讲堂、读书沙龙、亲子阅读等文化活动，以阅读空
间为载体，不断延展新内容、挖掘新内涵，构建开放共享、
文化互动的公共文化新型空间，让人文书香充盈院区各
个角落。

渝中

全市首个医院“城市书房”投用

□ 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你有兴趣、我出方案。记者 7月 21日从两江新区获
悉，两江新区正推广“居民兴趣小组服务”一件事应用，居
民可依托自己的兴趣选教室、选老师、选课程。

两江新区于 2023年在辖区康美街道和人和街道试
点建设“社区学院”，参与居民通过“兴趣点单—活动开展
—兴趣展示—榜样礼遇”等体验，不仅加强了与邻居和社
区的联系，也实现了自我提升。

截至目前，“社区学院”已在 59个社区全面开展，累
计统筹各类公共文化活动场地 459处、专业师资 189人，
成立兴趣小组 500余个，开展各类兴趣课程（活动）2000
余场，吸引10余万居民踊跃参与。

今年，两江新区持续推进“社区学院”线上线下双向
拓展，统筹“社区学院”场地库、师资库、兴趣库，推出“居
民兴趣小组服务”一件事应用，通过数字化赋能，优化公
共文化服务供给。

据介绍，该应用已在区级治理中心实现贯通，并纳入
市级“高品质文化生活”综合场景，目前已接入“重庆两江
新区”微信公众号，初步实现了居民兴趣需求智能匹配、场
地管理一屏总览、活动调度高效协同，全程服务形成闭环。

对自己感兴趣但还未开设的课程，居民可通过该平
台进行“点单”，社区会收集居民意向，开设定制化特色兴
趣班。

两江新区

居民线上“点单”参加社区兴趣班

南川

蔬菜基地建设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