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唐奕

穿过青石板步道，游客们推开双扇木质
大门，眼前顿时一亮：花团锦簇、庭院深深的
结庐小院，坐落于黔江区小南海镇新建村。

小院内，一处老屋正在紧锣密鼓地修缮
中，工人师傅们要在中秋节前完工，给这座闲
置多年的土家族吊脚楼添上屋顶咖啡馆。“我
们的初衷就是让这些闲置的资产焕发新生，
让老房子也能产生大效益。”重庆黔江区小南
海镇强村公司负责人喻浩东介绍说。

新建村土家十三寨，少数民族风情浓郁，
近几年逐渐成为游客们争相打卡的胜地。为
了提升游客体验，景区正在进行提档升级，以
释放更大承载力。结庐小院以其独特的魅
力，不仅丰富了景区功能，更成为游客心中的
综合性休闲场所。在这里，游客可以围炉煮
茶、品味咖啡精酿，还能进行团建活动、西式
婚礼、亲子活动等，让游客有了更多留下来的
理由。喻浩东说，截至8月底，仅团建活动一
项，就为小院带来12万元的旅游收入，“庭院

经济”的效应逐步显现。
小院“新生”，带动土家十三寨越来越多

的老房子焕新升级。荷花盛放期间，溪畔晓
荷精品民宿订单不断。一座古色古香的土家
族吊脚楼与一排智能星空房民宿相互呼应，
深受游客们的喜爱。老板李娜说，自运营以
来，民宿已接待游客上千人次，收入 20余万
元，带动当地30余人就业。

“乡村振兴不仅在于盘活闲置资产，更在
于带动百姓增收致富。”喻浩东说，“升级后的
民宿要统一定价、服务和标准，避免恶性竞争
和同质化。”

在黔江区小南海镇，旅游业发展得如火
如荼。为了整合全镇旅游资源，“小南海 look”
小程序应运而生，目前正在完成最后的测试
工作。打开小程序，武陵山民俗生态博物馆、
非遗小剧场、地震遗址公园等景点地址一目
了然。黔江区小南海镇副镇长戴雨芹告诉记
者：“我们正尝试做一些创新，做一些突破。”

与此同时，黔江区西南部的高山小镇——
水市镇也迎来了旅游业的春天。这个拥有高

森林覆盖率的小镇，以其清凉气候和秀美风光
吸引着众多游客前来避暑。35家农家乐点缀
在绿水青山之间，见证着水市镇乡村旅游的蓬
勃发展。

镇里最早开设的永秀农家乐在夏天总是
客流满满。“今天一大早就接到4桌老顾客的
预订了。”中午时分，游客们纷至沓来，老板娘
忙得不亦乐乎。

旅游旺季，老板娘身兼数职，既做服务员
又做厨娘，还要兼顾上菜。她的农家乐以地
道的土家族菜肴和热情周到的服务赢得游客
好评。老板娘告诉记者，最火爆时，她和家人
一天要接待30桌左右的游客，收入相当可观。

近年来，水市镇政府持续挖掘当地旅游
潜力，大力整合“红色+生态”资源，打造出一
系列特色旅游项目。夜晚的水车坪露营基地
星光璀璨、帐篷点点，游客在此唱歌、烧烤、观
景，享受着高山之巅的浪漫。文化广场成为
游客接受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住宿基
本上每天都爆满，从5月初至今已经接待了4
万多人次。”水车坪旅游景区工作人员说，露

营基地和文化广场已成为游客“新宠”。
从小南海镇到水市镇，旅游新业态助力

乡村振兴，不仅完善了黔江基础设施建设，满
足了游客多样化的需求体验，更为当地百姓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乡村振兴的新图景
正在徐徐展开。

黔江：新业态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

XIN YU BAO

042024年9月18日 星期三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陈丽朵看重庆

近日，交通运输部在全国征集“行在乡村游在路上”
最美自驾精品路线，从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计135
条路线中，筛选出 20条入围路线。北碚区“巴适”江东·
1314自驾环线赫然位列其中，成为重庆市唯一入围的最
美自驾精品路线。

据了解，“巴适”江东·1314自驾环线长84公里，全线
按四级公路标准实施，路基宽度6.5米，路面宽度6米，途
经三圣镇、柳荫镇、金刀峡镇、静观镇、天府镇5个镇街16
个村（社区），串联沿线金刀峡景区、偏岩古镇、奇彩东升
村、美丽天宫村以及缙北星空露营基地、青峰茶园、汪仔
星宠物文旅公园、斗鹰滑翔伞基地、既白民宿、吾居无束
民宿等几十个乡村旅游、民宿、农业景点。

“行在‘巴适’江东·1314自驾环线，可以见到广袤的
山林、古朴的村落、多彩的田园，让人心旷神怡。”北碚区
交通运输委负责人说，环线以“以路待商修路跟着项目
走、以路兴产交通围着产业转、以路促旅公路伴着需求
修”为建设理念，紧密契合区域生态旅游、特色产业、乡镇
经济、历史人文等发展需求，在构建内畅外联、高效便捷
的交通网络和出行服务同时，努力将资源优势转变为旅
游资源和产业资源优势。

该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北碚区大力推进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全区普通公路里程达 1719.299公里，路网密度
218公里/百平方公里，居中心城区第二。其中，县道
256.764公里，乡道 331.83公里，村道 905.174公里，交通
出行面貌发生根本性变化，“快进慢游”交通出行网络初
见雏形。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北碚

“巴适”江东·1314自驾环线入围全国20强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张锦辉

“稳了！”9月11日，涪陵榨菜集团技术创
新研究院爆发出一片欢呼，科研人员经过连
续多轮测试，初步确定榨菜制品不含有汞、镉
等重金属。这足以驳回第一轮意见征集时，
ISO成员国对榨菜国际标准中金属离子含量
指标的质疑。

3个月前，由涪陵区政府发起的《榨菜
（腌渍和压榨的蔬菜）—规格和测试方法》
（ISO/NP 21566）在国际标准新提案投票中，
获12名成员国全票通过并正式立项，进入各
国征求意见阶段。

这是我市首个获批立项的食品及农产品
领域国际标准，也意味着榨菜将拥有全球统
一、明确的产品标准。

困难重重
他们决定放手一搏

“12票！”时隔3个多月，涪陵区市场监管
局副书记、榨菜国际标准专项工作组成员文
何伟依然清晰记得这个数字。

“包括韩国、斯蒂兰卡、土耳其在内的12
名成员国代表，全部投出了赞成票！”喜讯传
来时，文何伟激动得热泪盈眶。

据了解，对企业而言，主导和参与标准制
定，不仅能提升行业地位，也能帮助企业更好
地了解行业趋势和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发展
策略。作为酱腌菜行业的头部企业，涪陵榨
菜集团享有较高的话语权，成为此次国际标
准制定的主导企业之一。

去年底，涪陵区首次将榨菜国际标准制定
纳入政府规划，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和市市场
监管局大力指导下，成立了榨菜国际标准专项
小组（以下简称专项组），联合企业、第三方研究
机构开展提案起草、申报等前期筹备。

“一开始我就预感到整个过程不会太顺
利。”从提出制定榨菜国际标准，到正式立项，
虽然只有短短 6个月，但文何伟的心情犹如
过山车。

早在4年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便通
过了由四川眉山牵头制定的泡菜行业国际标
准，这让同属于酱腌菜类别的涪陵榨菜处境

极为尴尬。
果然，专项组刚刚成立，就有不同的声音

向他们涌来。
“如果不能证明可行性，榨菜国际标准连

立项都难。”不少专家一针见血。在他们看
来，制作泡菜与榨菜都同样需要腌制，而且四
川泡菜的灵魂就是“万物皆可泡”，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很可能认为泡菜国际标准已经
涵盖了榨菜。

“到底有没有必要再做一个榨菜国际标
准？”甚至在专项组内部，也有不少这样的声音。

回忆起这艰难的“第一步”，文何伟感触
万千，“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标准化’是出
海的通行证。因为没有统一的榨菜标准，现
在各国的准入条款五花八门，有的国家会将
门槛设得很高，故意把我们卡在门外。”

尽管困难重重、质疑声不断，但大家还是
决定放手一搏。

把“压榨”讲通透
获全票通过立项

榨菜加工属于食品及农产品领域，在此
之前，涪陵乃至整个重庆都没有牵头制定过
这类国际标准，无经验可循。

为扭转不利局面，今年一开年，专项组就
马不停蹄奔赴四川眉山，考察学习泡菜国际
标准制定的经验做法。

“我们前后去了三次，每次都有不同的收
获。”文何伟翻开工作笔记，上面密密麻麻地
记录着标准立项流程、泡菜制作方法、营养成
分信息等。

借鉴从四川淘来的经验，大家反复研讨
学习，会同涪陵榨菜集团、中国食品发酵工业
研究院的专家学者，搜集研究重点国家技术
法规，并对这一领域上千份的行业标准进行
分析比对，试图找到突破口。

最终，大家决定把“压榨”这一核心工序
单独挖出来，做成国际标准提案。

“涪陵榨菜文化传承近百年，新鲜青菜头
除了用盐腌制外，还要经过反复压榨，排除其
中的苦水，才能加工成菜。”文何伟说，压榨是
榨菜独有的工序，如果能向评审团把这点说
通，榨菜国际标准的立项就有希望了。

今年 1月，榨菜产业国际博览会在涪陵
举行，项目组邀请负责提案审议的国际标准
化组织（ISO）食品技术委员会果蔬及其制品
分委员会部分专家实地考察，深入走访了青
菜头原料基地以及多家榨菜加工企业。鲜脆
可口的榨菜产品让外国专家连赞“Good”。

此后，专项组又通过第三方机构，与委员
会保持沟通交流，促使他们加深对榨菜文化
的了解。根据前期整理的资料，涪陵榨菜集
团技术创新研究院的科研团队熬了两个通
宵，把草案写完，又连夜翻译整理，提交到了
国际标准化组织。

今年6月，由涪陵区政府主导，涪陵榨菜
集团参与的榨菜国际标准通过了新提案立
项，且是全票通过，将涪陵榨菜标准推向了世
界舞台。

与各成员国博弈
拿下一场场“对决”

立项只是第一步，此后，分委会各成员国
还要对标准草案进行层层讨论、答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标准其实
是各国间的一次博弈。”专门负责榨菜国际标
准起草的专家组成员，涪陵榨菜集团产品技
术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刘德君说，为了便于本
国产品进入，或是对他国形成掣肘，一些国家
和机构会在意见征求时故意提出刁钻的要
求，左右标准的制定，“所幸大部分国家的建
议还是比较中肯的，这些建议也帮助我们进
一步完善了草案内容。”

据了解，此前国际上连对榨菜的翻译都
没有统一。刘德君告诉记者，比如有的国家
会用中文拼音作为榨菜的翻译，而有的国家
则会把“榨菜”翻译成Mustard Tuber ，字面
意思就是芥末的块茎，“这跟榨菜原料青菜头
毫无关系，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翻译。”

早在递交提案时，刘德君和其他起草人
便一致同意将拼音“Zha Cai”作为翻译名称，
并在标准适用范围中注明了“以青菜头为原
料”，且将产品分类确定为“蔬菜制品”。

然而，在立项通过后的各国意见征集阶
段，就有成员国代表质疑——标准在原料范
围上不应该只局限于青菜头，他们国家的萝

卜干也应该纳进来。“这样的话，再用拼音
‘Zha Cai’作翻译名称，就显得不太合适。”刘
德君说。

更棘手的是，美国的代表提出，要将榨菜
分类划入“罐头制品”。但罐头制品要求的
PH值很低，如果按罐头制品的标准生产，榨
菜就会变得很酸。

像这样的意见反馈，国内专家组收到了
100多条，覆盖了标准范围、产品指标、技术
条款等，有的成员国代表一次性会发来十几
条建议，让人应接不暇。

专家们对每一条建议逐一解释回复，有
时一整天都泡在资料堆里，从过往的案例、文
档中搜集证据，与成员国代表展开周旋。“对
于中肯的建议，我们会及时采纳，并相应调整
标准内容；但对于一些故意设置的壁垒，则会
找出其中的漏洞，从技术角度去说服对方。”
刘德君说。

为了避免文字上的歧义，他们起草提案
时就特别谨慎，甚至会死抠一个单词、语态的
用法。譬如，专家组曾将榨菜制作中的压榨
流程，翻译成“Press”，在终稿审议时却改成
了“Squeeze”。

“虽然两者都有挤压的意思，但‘Press’是
从上往下压，‘Squeeze’则强调挤压的力量来
自四面八方。而榨菜的传统做法就是用压豆
腐的木箱子四面挤压青菜头，榨出其中的苦
水，显然‘Squeeze’更加贴切。”刘德君解释。

再如，之前有成员国质疑标准中的金属
离子含量指标，专家组成员反复多次测试后，
初步确定榨菜制品不含有汞、镉等重金属，驳
回了这一意见。

收集意见建议、反馈、解释，再反馈、再解
释……通过立项以来，这成了专项组成员工
作日常。

“这些都是在为最终的大会投票做准
备。”刘德君告诉记者，一般来说，一部标准从
立项到发布要经过 2—3年的时间，届时，只
要2/3以上的成员国投出赞成票，涪陵榨菜国
际标准就能正式颁发生效。

榨菜将有全球标准
涪陵榨菜走向世界背后的故事

黔江区西南部的高山小镇——水市镇
景色。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社区牵头把屋顶水管修好了，今天下雨都不漏水
了，太好了！”9月10日，连晴高温多日后的铜梁城区迎来
了一场降雨，巴川街道东城社区龙门街126号小区内，看
着小区单元楼顶更换后的落水管在大雨中也没有雨水渗
出，小区居民罗献友和邻居们十分高兴。

龙门街 126号小区楼顶落水管得以更换，得益于铜
梁在城区社区建立的社区治理微基金。

“以前，社区普遍存在治理资金匮乏，社区工作经费
不足，无专项治理资金等问题。”铜梁区委社会工作部部
长曾永生介绍，为破解社区治理资金缺乏、群众自治活力
不足等难题，他们结合“巴川共坊”创建工作，在巴川、东
城、南城、蒲吕、旧县5个城市街道建立了35支社区治理
微基金，实现了城市社区治理微基金全覆盖，对接居民群
众需求，快速精准解决群众身边的“小急难”问题。

那么，社区治理微基金的资金从何而来？
“我们由区财政每年补助500万元、区慈善会每年捐

赠 100万元建立区社区治理基金，再由区社区治理基金
为每支社区治理微基金补贴5万元作为启动资金。”曾永
生介绍，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撬动社会捐款、居民自筹、企
业捐赠等方式做大社区治理微基金，增强社区服务群众
的能力。

龙门街 126号小区楼顶落水管修缮，是东城社区使
用社区治理微基金服务群众的首个项目。

“除了区里补贴的 5万元启动资金外，我们通过社
区产业筹一点、居民群众出一点、辖区企业捐一点等方
式另外筹集了 5万元，顺利启动了社区治理微基金。”东
城社区党委书记王安秀介绍，修缮资金使用情况向街道
办事处申报，并经社区治理基金管理委员会评审后顺利
通过。

社区治理微基金的使用范围并不局限于解决社区群
众共同问题、改善社区公共服务设施，也包括社区救助服
务、公益项目和志愿服务，以及奖励在维护社会安全、促
进德治自治法治等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等。

“35支社区治理微基金均由铜梁区慈善会设立专项
科目统一管理，不设立独立法人。”曾永生介绍，所有社区
治理微基金账目均挂靠慈善会，由慈善会进行监管。

铜梁

建立35支社区治理微基金
提升社区服务群众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