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月 9 日，垫江县砚台镇汪家社区莲
藕基地，工人正在把藕片进行腌制加工。

近年来，砚台镇打造了2000余亩莲藕
特色产业，并建立起加工厂，延长产业附加
值，莲藕畅销川渝各地。同时，大力推动农
文旅融合发展，形成“夏赏花”“秋收藕”的
农文旅新业态，走出了一条生态、绿色、富
农的新路子。

重庆日报通讯员 龚长浩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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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藕”经济“莲”起增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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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津报记者 邓浩

10月10日，位于江津区白沙工业园的年
产 3GW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组件西南基地项
目正式开工，这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钙钛
矿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标志着江津新能源
电池产业又多了一个重量级项目，也将助力
江津打造千亿级新能源光伏产业园。

无锡众能光储投资50亿元
建设第三代光伏电池新技术项目

该项目由无锡众能光储科技有限公司投
资建设，中建二局承建，占地 260亩，总投资
50亿元，分为 2期，将建设 3GW钙钛矿电池
组件生产线，项目达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超
60亿元，年入库税金达2亿元以上。

据介绍，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是一种新型
先进光伏技术，其发展在调整能源结构、推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相
对于第二代晶硅电池光伏电池技术，钙钛矿
太阳能电池作为第三代光伏电池新技术，具
有转换效率更高、单位能耗更低、生产成本更
低、应用前景更广等优势，可以更好地适应重
庆区域季节性光照条件不足，光伏产业应用
场景受限等情况。发挥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
优势，可补足重庆区域在光伏应用上的短板。

“我们的技术研发团队已在钙钛矿太阳
能行业深耕 10余年，公司建成了国际首条
550mm×650mm钙钛矿电池生产线，在国际
上首次获得了效率达到22%的柔性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众能光储董事长、首席科学家史
彦涛表示，目前，众能光储已实现多项研究成

果转化、中试线工艺贯通，具备大尺寸钙钛矿
电池的生产经验和量产能力。公司将充分发
挥钙钛矿电池的效率、成本、弱光及阴雨天发
电等特殊优势，补足传统晶硅电池在西南川
渝地区应用上的短板，打开钙钛矿太阳能电
池广阔的应用市场。

多个投资上亿元项目落户
江津“魅力”吸引光伏产业集聚

2020年，投资42亿元的武骏重庆光能有
限公司年产 8GW光伏封装材料及制品光伏
项目签约白沙工业园。

2020年，投资20亿元的和友重庆光能有
限公司年产 50万吨光能材料光伏项目签约
白沙工业园。

2021年，投资 3.5亿元的重庆渝津硅新
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60万吨超白石英砂光伏
项目签约白沙工业园。

2022年，投资18亿元的和友重庆光能有
限公司年产 8GW光伏组件光伏项目签约白
沙工业园。

……
多个投资上亿元的项目陆续落户江津，

这是什么原因？
“优质高效的服务是我们的法宝。”江津

区白沙工业园有关负责人介绍，在区委、区政
府的支持和指导下，今年以来，对光伏产业项
目用地、基础设施配套、用能、用水、用工等进
行“定制化”服务，推动项目早签约、早开工、
快投产，大部分手续就近办、尽快办。

2020年，总投资约42亿元的武骏光能年
产8GW光伏封装材料及制品项目，是白沙工

业园引进的第一个光伏项目。“园区与企业从
接触到签约只用了38天，从签约到开工只用
了3个月，从开工到投产仅用1年时间。”该负
责人称，这个项目的快速建成投产，起到良好
龙头带动作用，吸引相关光伏产业项目加快
集聚园区。

把空白的“链”补齐，将有基础的“链”补
强。为了让光伏企业发展有底气、有后劲，让
光伏企业留得住、发展得起来，让产业与政府
共同成长，白沙工业园采取“一企一策”服务
模式，创新激励发展，不断加快培育市场主
体，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加大财政补贴力度，
推动光伏产业快速发展。

“光伏产业已成为拉动园区产业升级和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江津区有
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锚定光伏行业的新
产能和行业龙头，梳理招引目标清单、组建专
业招商队伍，结合扶持政策、完善园区平台和
跟踪服务机制，科学利用市场资本力量，持续
引进产业链上下游及配套企业，从高处谋划
打造高端产业集群。

构建光伏全产业链集群
聚力打造1000亿级光伏新

能源产业园

光伏产业作为工业发展的新赛道，已然
成为各地争夺的产业高地。重庆作为国家重
要的工业制造基地，当前，正积极推动光伏产
业发展，聚力打造千亿级的光伏产业集群。
江津区作为重庆市光伏产业主要集聚地，正
着力打造白沙工业园1000亿级光伏产业园，
具备光伏产业发展的良好基础。

近年来，江津区积极贯彻落实市委有关
新能源产业的决策部署，坚定不移发展光伏
产业，并且与国内首家太阳能光伏领域专业
机构长三角光伏技术创新中心开展合作，编
制《重庆市光伏应用规划》和《江津区白沙光
伏产业发展规划》，提出到 2027年白沙光伏
产业产值规模达到 500亿元，通过进一步强
链补链，江津工业园白沙组团将形成超过
1000亿元产值的光伏产业集群。

2022年 5月，随着武骏光能的首件光伏
组件成功下线，白沙光伏产业发展正式拉开
序幕。

2023年，白沙工业园光伏产业生产总量
位居重庆市第一，一跃成为重庆市最大的光
伏产业基地。

经过持续不断的发展，江津区储备了光
伏组件、接线盒、胶膜、支架、边框等一大批
光伏项目，积极对光伏产业进行延链、补链、
强链，武骏、和友、众能光储等光伏产业的龙
头企业陆续入驻园区，围绕这些龙头企业，
不断吸引光伏产业上下游配套项目落户，构
建涵盖光伏电池片、组件、逆变器、接线盒、
胶膜、支架、边框、储能电池及光储充一体电
站为一体的光伏全产业链集群，提高江津区
光伏产业市场竞争力，进一步助推重庆光伏
产业发展。

截至目前，园区已签约各类光伏产业项
目 9个，总投资约 347亿元，预计全部达产后
可实现年产值742亿元。

下一步，江津区将持续加大光伏产业项
目招引力度，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动项目
早签约、早开工、早投产，全力以赴打造1000
亿级光伏新能源产业园。

江津开建西南地区最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生产基地

千亿级新能源光伏产业园集聚效应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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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曾经是裸露的矿坑，经过治理后，成了网红打
卡地，天气好的时候拍照特别好看，水的颜色是翡翠色
的，被称为‘重庆小九寨’。”近日，重庆市民李先生告诉记
者，最近他发现了重庆周边一个休闲的好去处——渝北
区铜锣山矿山公园。

铜锣山曾是当地有名的碎石开采矿区，大规模的露
天采矿造成土地损毁、植被破坏。前些年，当地积极推进
矿区生态修复治理，系统化推动矿区复绿新生。“这些年
来，矿区实现了颜色从‘灰’到‘绿’的转变。”作为铜锣山
矿山公园的运营方，重庆临空文旅公司文旅产业部部长
吴晓鸿告诉记者。

铜锣山矿区从废弃矿坑到美丽公园的华美蜕变是我
国“山水工程”（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
取得积极成效的一个缩影。

“山水工程”持续稳步推进，山更青水更绿，也带来显
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人民群众得以在绿水青山中
共享自然之美、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在铜锣山矿山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我们并非只是
简单进行矿坑的修复，而是坚持整体修复，从山上生态保
育、山腰生态修复、山下合理利用等3个方面开展系统性
修复工程。”吴晓鸿说。此外，在生态保护修复过程中，渝
北区还依据村庄规划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将生态修复与
后续铜锣山矿山公园发展结合；整合区域较大范围闲置
集体建设用地资源，统一进行土地配置，打通农村闲置建
设用地合法利用通道；吸引社会资本广泛参与矿山生态
修复。

“山水工程”的推进还带动“生态+旅游”产业融合发
展。渝北区石船镇石壁村党总支书记黄伟告诉记者，渝
北区铜锣山矿山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吸引市民自发前
往参观游览，吸纳周边村民200余人就业和创业，人均增
收约 2万元，通过无偿提供农产品交易中心售卖农副产
品、农户开设农家乐、集体经济组织通过以地入股与社会
投资主体合作办企等多种方式，推动生态价值转化为农
户增收。

据渝北时报

渝北铜锣山矿山公园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以高水平生态修复支撑高质量发展

10月7日傍晚时分，忠县城西上空出现大面积火烧
云，蔚为壮观。江城忠州，远山近水，在晚霞的映照下，恰
似一幅瑰丽无比的水彩画。

晚霞的形成与日落时的光线和大气中的水汽、灰尘
等粒子有关，雨后的空气中水汽含量较高，当太阳接近地
平线时，其光线穿过大气层的距离变长，短波蓝光被散
射，而长波红光则能够到达观察者的眼中，从而形成我们
看到的美丽晚霞。秋季是观赏晚霞的黄金季节，晚霞在
金秋的凉意中似火焰般燃烧，似波浪般汹涌，似朵朵绚丽
玫瑰。 忠州日报记者 赵军 摄

忠州

浪漫火烧云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丰收时节，明月山下的成渝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带梁平·开江合作示范园区（以下简称
梁开合作示范园）一派繁忙，数十台大型收割
机正顶着烈日抢收稻谷。

明月山地处川渝交界处，一边是重庆梁
平区、垫江县、长寿区，一边是四川省广安市
邻水县及达州市达川区、大竹县、开江县。随
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速推进，梁平
区携手其余6区县同护一条河、齐修一段路、
共种一片田，共建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共
同打造明月山践行“两山论”样板地。

5年来，14个跨区域重大项目完成投资
210亿元，明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经济总量
由2019年的2610亿元增长为2023年的3240
亿元，人均GDP由 2019年的 5.1万元增长为
2023年的7.1万元。

同护一条河

国庆假期，位于川渝交界处的铜钵河热

闹非凡。
铜钵河是长江 4级支流，发源于四川省

达州市大竹县观音镇共和村，流经梁平区七
星镇、碧山镇后再次进入大竹县，再经渠江
流入嘉陵江，是达州、梁平两地联系最为紧
密、水系最为复杂的河流。

“以河中心为界，两边都不好管。”碧山镇
负责人坦言，“以前路过都得捏着鼻子走。”

变化始于川渝联防联控。梁平区与大竹县
联合编制《铜钵河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川渝联
防联治方案》，落实6.89亿元资金，实施水环境
治理、水资源扩容、水生态修复；同时设立铜钵
河上河坝为川渝共考断面，构建联防联治“共同
体”，生活污水互接共同处理，跨界河段分时段、
分区域清漂保洁，常态化开展联合巡查执法。

到目前，两地建成投运镇村污水处理厂
28座、尾水湿地 3座、配套雨污管网 267.6公
里；联合实施水系连通和水库治理，新增年生
态调补水能力 600余万立方米；综合治理河
道 13.7公里，打造亲水护岸、湿地公园、滩涂
湿地、尾水湿地共4.56万平方米。

“再现‘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景象。”
自 2021年 7月以来，铜钵河流域水质稳定保
持在 Ⅲ 类以上，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
99.45%，自然岸线得到有效保护。铜钵河入
选四川省、重庆市美丽河湖优秀案例。

同护一条河，只是川渝 7区县筑稳筑牢
生态屏障的一个缩影。5年来，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森林覆盖率由2019年的42.2%提
升至 2023年的 43.6%，地表水水质达到水环
境功能区要求的比例达100%，城区空气质量
优良平均天数由 2019 年的 324 天提高至
2023年的333天。

齐修一段路

前不久，梁平张鸭子在四川省开江县又

新开了一家专卖店，开业当天销售收入达 4
万元。截至目前，张鸭子已在开江开了 5家
专卖店。

“高速路有了，送货更快更保鲜。”张鸭子
负责人称，“现在跑一趟开江只要40分钟，快
捷多了。”

梁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路（以下简称梁
开高速）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点项
目，今年5月31日建成通车，大幅缩短梁平至
开江的车程，进一步完善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的高速路网布局。

梁开高速，起于梁平区云龙镇石莲枢纽，
止于开江县新宁镇开江东枢纽，全长 75.534
千米。梁开高速重庆段共有 6个互通，平均
不到 8公里就设有一座互通，把近 10个乡镇
连成一体。

梁开高速建成通车，标志着明月山绿色
发展示范带交通协同联动进入了新阶段。5
年来，川渝 7区县坚持补齐短板、提升功能，
基础设施高效建设，明月山西麓旅游环线、两
江新区至长寿快速通道等 14个跨区域重大
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10亿元。

共种一片田

在梁平与开江交界处的文化河流域，梁
开合作示范园在这里开启了两地共种一片田
的行动。

梁开合作示范园主要涉及开江县任市
镇和梁平区新盛镇，总规划面积 8.16万亩，
其中核心区面积 5.98万亩，拓展区面积 2.18
万亩。

“打破行政及行业壁垒，全面高效推动
区域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梁平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两地联合出台《成渝现代高效特
色农业带开江·梁平合作示范园区经济区与
行政区适度分离改革实施意见》，联合推出

梁开合作示范园三年计划，构建一环（梁·开
现代农业合作发展环线）、一廊（滨水田园景
观走廊）、三圈层（“联盟桥”协同发展核、“稻
田+”融合发展区、“稻田+”绿色主产区）合作
发展新格局。

自2021年以来，梁开合作示范园先后实
施 117个建设项目，拓宽文化—新盛—龙门
产业道路，贯通滨河产业道路，打通沿新盛
河、文化河以及村与村之间的道路连接路网，
在园区形成产业环线；累计建成千年良田
1400亩、高标准农田2万亩、机耕道75公里、
提灌站7座，铺设管网42公里，新修沟渠28.8
公里。

随后，梁开合作示范园联合82家经营主
体组建“稻田+”产业联合体，围绕基地共建、
设备共用、技术共享、难关共渡，汇聚资金、技
术、人才，形成了以发展“稻渔共生”，稻菜、稻
油轮作模式为重点，水稻（含制种）、水产品、
油料、蔬菜为主导的产业模式，构建起水稻、
油菜、小龙虾、大闸蟹等多种农产品为主的特
色产业体系。

2023年，梁开合作示范园水稻产量达
1.03万吨、水产产量达 1170吨，建成水稻品
种对比实验基地 200亩、稻油轮作基地 1500
亩，稻渔综合种养基地 1.87万亩，总产值达
3.55亿元。

“错位发展、优势互补，产业升级协同创
新。”梁平区相关负责人介绍，5年来，川渝 7
区县坚持 6大支柱产业聚势共赢，规上工业
产值由 2019年的 2166.7亿元提高到 2023年
的2534.7亿元；2023年接待游客超5744万人
次，旅游综合收入超400亿元，较2019年分别
增长21.5%、17%。

梁平携手川渝毗邻区县打造明月山践行“两山论”样板地
5年来，14个跨区域重大项目完成投资210亿元

10月7日，梁平区礼让镇齐河村，重庆梁
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路齐河枢纽互通立交桥
四通八达，壮美如画。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

□ 沙坪坝报记者 陈思华

“我马上要去四川广安帮女儿带孩子，有高血压需要
在当地开药，但又是重庆的医保，以前办理都要去医保
局，现在家门口就可以办异地就医备案，真的太方便了！”
近日，沙坪坝区联芳街道圣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办理医
保异地备案的王阿姨竖起了大拇指。

圣泉社区辖区老人多，咨询医保事项，办理医保业
务需求大。为进一步方便群众办事，圣泉社区在沙坪
坝区医保局和联芳街道指导下，打造“医保便民服务
点”，开展 15项高频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帮办代办
服务。居民不用出社区，就可以办理以个人身份参加
职工医保参保登记、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城乡居民
医保参保登记、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跨省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就医备案、医保门诊费用手工报销
等 15项医保业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咨询、办理医
保事项，助力打造社区“15分钟医保服务圈”，实现医
保服务社区全覆盖。与此同时，针对辖区高龄、独居老
人，圣泉社区提供“一对一”上门服务，为他们线上线
下帮办代办医保业务。

圣泉社区成为沙坪坝区“医保便民服务点”试点社区
以来，为居民咨询办理医保业务108人次，其中线上帮办
代办 28人次，不仅提升了医保服务质量和效率，也增强
了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联芳街道的案例只是沙坪坝区“15分钟医保服务
圈”建设的一个缩影，沙坪坝区医保局按照“就地办
理、就近服务”原则，采取“分步走”策略，第一批选定
人流量大的零售药店 3家、常住人口数较大的村（社
区）42个开设“医保便民服务点”，选取东西片区共 14
家医疗机构建立“院端医保服务站”，着力构建“一个
区医保中心+22个镇街公共服务中心+160余个村（社
区）+N个院端医保服务站”的医保服务网络，实现“就
近能办”。

目前，第一批已建成投用，第二批“医保便民服务点”
66个试点正在建设中。下一步，沙坪坝区医保局将持续
积极推动医保服务便民化工作，不断创新举措，努力将医
保政策“送上门”，将医保服务“沉下去”，让群众在家门口
享受到更加优质、高效、便捷的医保服务。

沙坪坝

“家门口”享医保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