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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时报记者 尧华燕 陈敏

“这里变化太大了，不仅有养老护理员照
顾我们的生活起居，护理服务专业得很，还有
多种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让我们感觉晚年
生活越来越幸福。”近日，走进万州区甘宁镇养
老服务中心，79岁的特困老人牟一彬感叹道。

从保障“吃穿住医葬”，到享受“身心俱康
乐”，入住敬老院二十年，牟一彬老人见证了
农村养老服务翻天覆地的变化。说话间，他
拉着记者去看他的“家”。

眼前的庭院，干净整洁，环境优美，设施
设备一应俱全。崭新的电梯、牢固的护栏、高
挂的灯笼、繁盛的鲜花和绿植、随处可见的标
语和彩绘，让人眼前一亮。老人们或坐在桂
花树下聊天喝茶，或聚于娱乐室打扑克看电
视，其乐融融、温馨和谐。

巨变的背后，是万州区针对农村养老服
务缺乏专业管理团队及养护人员等短板，探
索实施“公建民营”模式取得的成效。

2019年，万州区民政部门积极探索创新
养老工作机制，在农村试点推广“公建民营”
运营管理模式，即由政府出资修建养老服务
机构，再将这些养老服务机构委托给民营企

业运营管理，借助民办企业的先进管理理念
和优质服务资源，为入住的特困供养对象提
供专业的养老服务，并在满足现有特困供养
对象养老需求外，面向社会开放养老服务，招
收农村社会老人入住，既实现了农村养老的
专业化、品牌化，又增强了农村养老服务供
给，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养老服务的需求。

当年，通过竞争性比选、广泛征求社会意
见和实地考察后，万州区结合全国对口支援三
峡库区工作，从对口支援城市南京引进了一家
知名养老品牌——银杏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将辖区28家养老院整体打包给该公司运营，探
索农村养老的专业化、品牌化发展之路。

经过五年探索实践，万州农村养老走出了
一条既能提高兜底保障特困老人集中供养水
平，又能提高农村养老服务社会化供给能力的
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擦亮了幸福生活的底色。

万州区甘宁镇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公室主任
晏吉顺介绍，在实施“公建民营”前，甘宁镇养老

服务中心入住特困老人30余人，机构大量资产
闲置，改革后，政府出资重装了养老中心，硬件
环境极大改善，银杏树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接手
运营后，入住老人连年增长，目前已有90余人，
增长了3倍，其中还有27位是农村社会老人。

89岁的王中田就是入住的社会老人之
一。此前，王中田一直在甘宁镇黑马村居家
养老，由儿子或儿媳妇照料。今年春节后，他
在儿子陪伴下“考察”了家门口的养老服务中
心，很快就决定入住。

“条件一点都不比家里差，护理、医疗更
是不在话下，来这里养老，儿子儿媳外出挣钱
没了后顾之忧，我也吃得好、睡得饱、耍得开
心。”王中田高兴地说，春节后，儿子儿媳就去
青海做了砖匠，每个月有一万多元收入。

此外，万州区民政部门还依托养老机构
社会化运营契机，发挥专业养老服务企业的
资源优势，将过去农村养老机构对失能、失
智、自理、半自理老人混住一起的供养模式进

行优化，按照“整体规划、分区安置、集中供
养”的思路分类服务，并结合实际探索“互助
养老”“开心养老”等特色养老，进一步提升农
村老人的幸福感。

“‘公建民营’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们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的短板，让农村老年人真正
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
安，幸福感、获得感成色更足。”万州区民政局
副局长向东表示，探索开展农村养老“公建民
营”改革，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农村养老服务体
系，还深挖存量设施的服务潜力，激活了农村
养老服务活力，为更多农村老人提供更优质、
有温度的养老服务。

数据显示，改革前，万州区农村地区 32
家养老服务机构共有床位 847张，集中供养
特困人员262人，入住率仅31%。改革后，32
家敬老院入住老人437人，其中特困人员348
人，社会老人89人，入住率达51%，增长了20
个百分点。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8月 10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某超
市水产品区域，许多人抢购着基围虾。

“这虾子新鲜，个大！昨天没吃够，今天
又买两斤。”

“彭水本地产的，当然新鲜！”
“彭水还能产海虾呢？难道有人拉海水

来养虾子？”
“不信自己去看，就在郁山镇南京社区郁

江边上，用的是郁山古盐井的盐水……”
郁山镇地处武陵山分支中低山带，有几

千年产盐史，在彭水及周边地区人所皆知。
可郁山盐业自1984年起已全部停产，许多盐
井早已废弃。

真的有人用盐水养虾？

20立方米盐水运送至盐城
两批虾苗成功进行试验性养殖

2021年春天，郁山镇村民发现，郁山村
和朱砂村交界处的一口废弃盐井被人挖开，
还接上了水管。这口盐井早在1984年停产，
又于20世纪90年代初因滑坡被掩埋，从此再
无人问津。

谁在挖废弃的古盐井？怀着疑问找到镇
党委书记陈君的村民们得到了这样的回答，

“有人想在郁山投资，用盐水养殖基围虾。”
想用盐水养虾的人叫吉庆伟，江苏盐

城人。用盐水养殖基围虾，吉庆伟并非头
脑发热。

“2020年夏天，我听说郁山有很多盐井，
就想着能不能引盐水养殖基围虾。”已从事基
围虾养殖 12年的吉庆伟有着丰富的养殖经
验，“我考察过彭水和周边的基围虾市场，发
现市场空间很大，如果能够实现就地养殖，不
仅虾子更新鲜，成本也更低。”

吉庆伟算过一笔账，在郁山用盐水养殖
基围虾，每斤成本会增加1元，但每斤能节约
运输成本6元，同时每千斤能降低8%至30%
的运输损耗。

于是，吉庆伟将郁山镇的盐水采样送至
专业的检测机构，发现盐水中的钙、镁、磷、
钾等元素的比例非常适合基围虾生长所需，

“盐水的浓度约为 12‰，养殖基围虾的盐水
浓度一般为 6‰，我们可以通过添加淡水进
行稀释。”

吉庆伟用货车将 20立方米盐水运送至
盐城，投放了两批虾苗进行试验性养殖并取
得了成功。

建有29个大棚虾池
每个虾池每季产虾2100斤左右

听说有人将古盐井重新利用，陈君喜出
望外，“盐井废弃了近40年，每天看着盐水白
白流走，我们也很心痛，一直想着如何利用这
盐水发展产业。”

双方一拍即合，可养殖场建在哪成了个
问题。

“养殖基地要占地 50亩左右，可镇里凡
是平坦点的地方，不是基本农田保护区就是
早已建厂盖房。”怎么办？2021年，陈君带着
吉庆伟在镇里到处转悠，寻找合适的地点。
最终，两人不约而同地将目光投向了郁江边
的一块滩涂地。

得知吉庆伟要流转这块十年九涝的滩涂
地，南京社区党支部书记陈刚喜笑颜开。

随后，吉庆伟以一年两万、三年一付的方
式流转了50亩滩涂地。

解决了养殖基地选址的问题，吉庆伟又选
定了距离最近且出水量较大的郁山村和朱砂村
交界处的盐井进行盐水引流，“盐井每天出水量
近700立方米，我们建了5公里多的引水管，每

年还向村里支付1.2万元的盐水使用费。”
2023年春天，一个占地约 50亩，拥有 29

个大棚虾池的基围虾养殖基地在郁江边建成
投用。“每个池子长 33米、宽 10米、深 0.9米，
每个虾池每季最多可产虾 2100斤。”吉庆伟
说，算下来每年基地可产基围虾20多万斤。

采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方式
年产量将成倍增长

不过，吉庆伟投放的第一批虾苗以失败
告终，“雨季，洪水涌入将盐水浓度稀释至低
于养殖标准，虾苗就死亡了。”

吸取了经验教训，吉庆伟又新建了一个
600立方米的蓄水池，常年储备盐水以备不
时之需。

2023年 6月，用盐水养殖的基围虾终于
新鲜上市并很快得到了市场认可：“新鲜、个
大味美，吃了后感觉还有回甜”“比以前买的
那些虾子都更好吃”……

当年，养殖基地产出基围虾 10万多斤，
产值约330万元。

吉庆伟介绍，盐水养殖的基围虾目前已

在彭水和黔江的主要商场超市进行售卖，“也
有一些顾客是直接到养殖基地购买，我们零
售价是每斤33元，批发价为每斤27元。”

8月11日一早，张成阳、王德志就提着水
桶来到虾池边。随着张成阳慢慢收拢池中的
虾网，网内一只只虾子活蹦乱跳，“这是黔江
的一个订单，要1500斤，得赶紧称重装箱。”

张成阳、王德志都是南京社区居民，如今
都受聘于养殖基地，“我们一共 7个人，每个
人每年工资6万元左右。”

8月的郁江边，天气依然炎热。每天早
晚凉快时，张成阳、王德志要完成一项更重要
的任务：改造虾池。

“现在的虾池一年只能产虾两季，我们正
在改造养殖基地，采取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方
式，新增锅炉设备，同时新建 8000平方米基
地。”吉庆伟介绍，改造后的养殖基地每年可
产出基围虾四到五季，产量超过 50万斤，产
值超过1800万元。

引盐水养基围虾，彭水废弃古盐井焕发新生

大山深处有了“海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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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刘恩黎

老街旧巷就像城市的脉络，文化与传承顺
其流淌、润物无声。在南岸区，青年创业者的
创意营建唤醒城市的旧时光，一条被岁月磨砺
的老街正在创新融合中重新发光发亮。

“这是龙脑香种子的标本，它是生长在

40—80米高树上的种子，成熟后会自然飘
落，被称为‘会飞’的种子，有着生命自由自在
的美好寓意。”曾进手捧一份植物标本热情地
向顾客介绍着。

曾进在下浩里老街经营着一家名为“方
舟遗留物”的标本商店，暖色调的小店布置温
馨，几十平米的店铺挤满了客人。

“标本创意产品既有观赏性，又有科普
价值。”首次创业的曾进告诉记者，小店理念
是个性化、轻量化，希望通过自然标本的创
意产品，增进人们对自然生态的了解，也为
顾客带去积极的情绪价值。

下浩里老街位于重庆南滨路中段滨江
景观带，自古是文人墨客雅集的去处。作为
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浩
里因其多元化的新场景、新业态，广受消费
者的追捧。

青砖黛瓦、古韵悠长，依山就势的老街，蜿
蜒盘行。下浩里品牌推广负责人王诗涵介绍，
老街道路普遍3—5米宽，两旁建筑多为2—3
层，老青砖、旧瓦、条石甚至居民的废弃磨具都
适度保留，让老街延续百年来的传统格局。

在老街一处支路的梯坎上，一家名为
“YEE艺术杂货”的小店吸引了记者。步入
店内，琳琅满目的艺术商品引得不少顾客一
边观赏，一边掏出手机拍照。

“我以前学过美术，所以对艺术一直很感
兴趣。”店主易杰告诉记者，自己有不少青年艺
术家朋友，店里都是这些艺术家寄卖的作品。

对于“艺术+商业”的融合，易杰有着自己
独到的见解。“艺术品不都是高大上，也可以离
生活很近。”易杰说，希望小店在展示年轻艺术
家的创作的同时，也为人们分享艺术之美。

王诗涵表示，类似曾进、易杰所经营的特
色门店，在下浩里不在少数，老街最初的理念
就是要融入“都市符号”和“现代艺术”，通过
青年创业者的灵感，赋予老街新生的活力。

一条条传统老街，不仅承载着一座城市
的记忆，也藏着一代代人们心底的乡愁。

“下雨一身泥，无雨火警频。”据下浩里原
住民讲述，曾经的下浩里居住环境脏乱差，不
少房屋都属危房，安全隐患突出，百年文化传
承的老街一度成为破落的棚户区。

为了留住老街景致和风采，自2016年以
来，当地政府对龙门浩历史文化街区开展保
护和活化，秉承着“保留、复苏、创新”的规划
理念，“变拆为留”，将自然、文化、艺术、数字
等元素融入老街的更新改造中，有序促进文
旅融合发展。

如今，新场景、新业态在老街中不断涌
现，点茶鉴赏、艺术展览、快闪空间等衍生活
动在不同季度开展，让老街拥有了持续性的
看点和活力。

南岸区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卢佃明说，在
城市演进中，下浩里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
地貌建筑等物化符号，以及原住民生活等人
文信息。同时，一群思想活跃的年轻创业者
们，让市井烟火和时尚新潮在此邂逅融合，塑
造了“老重庆、新变化”的文旅新体验。

南岸：青年创业者为百年老街注入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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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州探索养老服务机构管理新模式

“公建民营”让农村居民乐享“夕阳红”

□ 渝北时报记者 杨青

8月 9日，渝北区展览馆超充站正式投用，最快可实
现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带来“一秒钟一公里”的超
级快充体验。

据悉，该站位于渝北区仙桃街道同茂大道 56号（渝
北区展览馆），集超充、储能等于一体，共设 24个充电车
位，配备 1台 600KW液冷超充桩、23台 250KW直流双枪
快充桩以及V2G（Vehicle-to-Grid）充放电桩和液冷储能
产品，实行24小时营业模式，最快10分钟即可将电充满，
有效缓解电动车充电慢、排队久等问题。

渝北区展览馆超充站还是一座绿色低碳、电网友好
型的超充基础设施，通过配置储能、预留光伏接口、增加
V2G功能等，尽可能用新能源电充新能源车。同时，该超
充站可实现随时升级，目前所有车位具备升级为液冷超
充的能力，随着未来超充车型的推广和普及，充电站将逐
步全部升级为全液冷超充，为更多用户提供充电 5分钟
续航300公里的便捷体验。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投入使用的第一天，不少新能源
车主已迫不及待前来“尝鲜”。“真是太方便了，以前充电要
等好久，现在十来分钟就能搞定。”新能源车车主罗先生兴
奋地告诉记者，他驾驶的问界M9在超充站仅充电5分钟，
续航里程便增加了300公里，这样的效率让他倍感惊喜。

据运营方绿色能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超充站
的核心亮点在于其配置的600KW液冷超充桩，这一技术
革新使得充电效率大幅提升，理想状态下能达到“一秒一
公里”的速度。此外，站内还配备了 V2G（Vehicle-to-
Grid）充放电桩，这一创新设计不仅能为车辆提供充电服
务，还能在电网需要时将车载电池中的能量反向输送回
电网，实现车网互动，有效提高了能源利用率，促进了绿
色能源的循环利用，同时配置的液冷储充设备，在供电高
峰期可通过储能电池为电动汽车充电 200度，实现用电
削峰填谷、电网友好。

渝北区作为汽车工业大区，加快便捷超充体系建设
是完善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的必要之举。今年初，我市
启动了新能源汽车便捷超充行动计划，渝北区积极响应，
将超充站建设作为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之
一。目前，渝北区已有33个超充站正在紧锣密鼓地建设
中，预计今年底将建成并投用 65个超充站，全面覆盖城
区主要区域，让市民享受到如同加油般便捷的充电服务。

渝北

超充站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多亏了这场招聘会，让我找到了满意的工作，我对
未来生活信心满满！”不久前，毕业于重庆理工大学的朱
玲玲在巴南区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与一家企业达成
就业意向协议，即将入职公司。

据悉，今年以来，巴南区加强人力资源市场信息与企业
用工需求对接，组织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
就业专项活动，依托“渝职聘”小程序、“巴巴实”平台、“巴南
人社”微信公众号，线上发布就业岗位1万余个，开展线上线
下招聘活动41场。同时，巴南区组织企业进高校开展专场
招聘活动4场，收集214家企业的用工需求6400余个，涉及
新媒体运营师、财税顾问、软件工程师、教务管理师、视频剪
辑师、平面设计师等岗位，达成初步就业意向706人。

为更好地服务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巴南区还印
制了“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服务宣传读本”2000本，广泛
开展线下宣传。同时，常态化提供职业指导、岗位推荐、
创业培训、贷款扶持、公益性岗位兜底等一系列精准服
务；依托全区各级就业服务经办机构和委托第三方提供
服务等方式，开展高校毕业生就业意向、就业需求等数据
调查，建立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台账，对有劳动能力
和就业意愿的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施定制服务，预计全
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90%以上。

下阶段，巴南区还将认定一批社会信誉高、有一定行
业代表性、就业稳定度高的企事业单位为见习基地，促进
更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通过见习尽早实现就业，确
保实现募集岗位规模和组织见习人数双提升。

巴南

今年离校未就业高校
毕业生就业率预计超90%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文/图

8月11日，位于沙坪坝区的融汇泉里小镇特色街区，
一场夏夜烧烤音乐节正火热上演。

吃西瓜比赛、动感的音乐氛围、“烟火气”升腾的烧
烤……活动现场，结合七夕传统节日主题进行整体打造，
让夏日烟火气与艺术氛围完美碰撞，为广大消费者带来
多元化的消费体验，丰富广大市民的夏夜新生活，既点燃
了“夜经济”，也增添了城市活力。

近年来，沙坪坝区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运作协同发
力，在背街小巷的挖掘利用上，遵循“一街区一特色”的原
则，进行科学规划设计，强化文化内涵的挖掘与塑造，培
育“城市后巷”成为新的消费增长点。一方面，优化业态、
促销引流，搭建政企商三方招商平台，开展系列主题活
动，吸引优质企业落户，扩大区域品牌，让街区既有“颜
值”更有“气质”。另一方面，集成服务“套餐”，充分释放
政策“红利”，优化小微企业营商环境，让更多市场主体轻
松共享沙坪坝发展新机遇。

沙坪坝

“夜经济”点燃城市发展新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