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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秋时节，潼南区 32万亩柠檬基地，金灿灿的果实
挂满枝头。一批柠檬专家每天都在基地间穿行，指导果
农抢抓农时采收鲜果。

“精准掌握采摘时机，不仅可以保证鲜果品质，还能
减少养分浪费，让植株为来年的开花结果做好准备。”在
柏梓镇哑河村柠檬基地里，潼南柠檬专家、西南大学植物
保护学院教授牛金志带着在柠檬科技小院见习的几名研
究生，一边指导果农采摘鲜果，一边嘱咐他们根据气候条
件为果树补充养分。

重庆潼南柠檬科技小院成立于2022年，旨在解决制
约柠檬产业发展的瓶颈问题，现有科技骨干5名、常驻研
究生7名。小院的专家团队聚焦柠檬重大病虫害成灾机
制及绿色防控技术，研发推广的智能监测技术和精准用
药产品已获得省部级奖项。

“我们坚持依靠潼南柠檬专家打造潼南柠檬‘第一品
牌’。”潼南区委组织部负责人介绍，潼南已集聚了全国唯
一柑橘类精深加工重点实验室、单杨院士创新团队潼南
食品工作室、南昌大学重庆研究院等高端科创平台 12
个，引育柠檬加工企业 32家。近年来，专家团队围绕潼
南柠檬产业开展技术攻关，已研发柠檬精深加工技术
400余项，获国家发明专利30余项，还成功突破了果胶分
子改性等国外技术垄断，在潼南投用了世界首条柠檬六
分离果胶生产线。

在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重庆檬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
实验室内，柠檬专家刘雁成正带领团队研发柠檬果胶的
深度提取利用技术。该专家团队首创的干湿法并线提取
工艺，掌握了从鲜皮中提取果胶的技术，从而破解了柠檬
干皮和湿皮不能在同一条生产线提取果胶的瓶颈，实现
了对长期由国外垄断的干式果胶提取法的“弯道超车”。

刘雁成介绍，专家团队围绕柠檬产业的联合攻关，已
帮助潼南柠檬企业实现了对柠檬鲜果全生命周期的提取
和全成分“洁净化”精深加工。“现在从一颗柠檬中能提取
加工出几十种高附加值产品，柠檬产业的综合产值提高
了10倍以上。”刘雁成说。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潼南

科技专家团队
助力柠檬产业发展

□ 梁平日报记者 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强调“建设宜居宜业和
美乡村”。今年 1月 5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
暨重庆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
巴渝和美乡村现场推进会在梁平成功召开。

此后，建设巴渝和美乡村示范区，便成为
梁平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一系列
聚焦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的工作随之在各
乡镇（街道）全面铺开。

做好“特”字文章
为“一产”提质

10月 14日，合兴街道龙滩村柚园内，柚
子已由青转黄，待 10月 23日霜降之后，将陆
续采摘上市。

“今年柚子长势不错，收1万公斤应该问
题不大。”龙滩村柚农张永万一边察看自家柚
子长势，一边在心里预估今年的收入，“卖相
好一点的20元一公斤，差一点的算12元一公
斤，怎么也有10来万元。”

张永万家共有5亩柚林300多棵柚树，一
公斤柚子能卖出20元钱，还得益于当地规模
化、标准化的种植。

柚子在龙滩村已有数百年的种植历史，
近年来，当地在现有资源基础上，着力推动柚

子提质增效，与江南大学、西南大学紧密合
作，持续对梁平柚的品种进行培优改良，并逐
步探索以“科学修剪+平衡施肥+精准防控+
适时调控+智能农机”为核心的轻简化、省力
化梁平柚技术规程，保障梁平柚品种和品质，
让梁平柚品牌进一步得到市场认可。

“我们的柚子基本不愁销路，霜降后陆续
会有客人上门采购。”张永万笑着表示。

梁平柚的发展，是梁平“五子登科”的一
个缩影。近年来，梁平聚焦优势资源，以稻
子、柚子、竹子、鸭子、豆子“五子”为重点，持
续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农业生产持续绿色
转型，确保农业产业提质增效，预计 2024年
全区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105亿元。

做好“赋”字文章
用“二产”增效

10月13日，位于曲水镇的重庆厨韵调味
品有限公司生产厂房内，公司有关负责人陈
正轩正在各发酵池日常巡察，了解辣椒、青菜
头、萝卜、黄豆等腌制情况。

重庆厨韵调味品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食
品制造业为主的企业，该公司积极发展“订单
式农业”，已在曲水、柏家、紫照、复平、福禄等
14个镇累计发展种植“订单式”辣椒、青菜
头、萝卜等 8000余亩，今年每公斤辣椒收购
与保护价在 3.6元，预计亩均收入可达 4500

元左右。
“我们采取统一订单、统一育苗、统一技

术、统一收购的方式，引导村民进行科学种
植。”陈正轩表示，有计划的种植，不仅可以让
村民学到种植技术，还直接带动了6000余户
村民务工增收。

重庆厨韵调味品有限公司的做法，是梁
平以“二产”赋能农业增效的一大探索。

近年来，梁平抢抓预制菜产业新赛道，充
分发挥预制菜产业“强二产、带一产、活三产”
作用，加快构建预制菜产业生态体系，发展培
育预制菜生产企业 318家，2024年上半年实
现预制菜全产业链产值156.8亿元、同比增长
12%。

以梁平奇爽食品有限公司为例，该公司
自2009年成立以来，一直以生产休闲食品为
主。得益于梁平不断完善预制菜产业平台，
公司加快转型升级，先后推出40余种预制菜
产品，旗下的“小洞天”牌酸菜鱼、重庆酸辣粉
等川渝特色预制菜销往全国的同时，进一步
带动了梁平预制菜保供基地的发展。

做好“融”字文章
促“三产”兴旺

10月 13日，竹山镇安丰社区，一批批游
客相继到访，观乡村秋景、看水鸭白鹭。络绎
不绝的客人，让村民曾庆美心里乐开了花。

曾庆美今年56岁，看到镇里在大力发展
旅游观光产业，便和老伴在场镇上开了一个

“文家坝饭店”，既提供餐饮服务，也提供过夜
住宿。“我这农家乐正处于起步阶段，今年预
计收入有 10万元左右，以后肯定会越来越
好。”曾庆美信心满满。

“近 5年时间，镇上新增了竹家乐 30余
家、民宿 10余家。”竹山镇副镇长丁红云介
绍，得益于旅游产业的蓬勃发展，竹山镇村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019年的17898元/年，增
长到了2023年的22858元/年。

竹山镇的变化，是梁平推动农文旅融合
的实践。

近年来，梁平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携手川渝毗邻七区县做靓明
月山绿色发展示范带名片，唱响明月山生
态旅游文化节特色农事节会品牌，深化历
史文化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活态传承发展
梁平竹帘、梁平木版年画等文化遗产和特
色文化，不断推动美丽环境、文脉乡愁转化
为美丽经济。

2024年上半年，全区接待乡村旅游游客
501.7万人次、乡村旅游收入 37.3亿元，同比
分别增长10.9%、11.05%。

农业、工业、旅游业……金秋十月，都梁
大地，目之所及，皆为丰收盛景。巴渝和美乡
村建设，正在这里先行先试。相信，在未来，
越来越多的试点经验也将相继涌现。

执“产业”笔 绘“和美”景
——看梁平如何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

10月21日，黔江区正阳工业园区一
丝绸公司生产车间，工人在烘烤蚕茧。

作为全市第一大蚕桑种植基地，黔
江区现有蚕桑面积 9.5 万亩。在发展养
蚕产业的同时，黔江还延伸蚕桑产业链，
建起多家丝绸企业，丝绸产品销往共建

“一带一路”国家。蚕桑已成为黔江助力
农民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特色产业。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杨敏

黔江

发展蚕桑 助农增收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日前，伴随着清脆的汽笛声，一列满载汽车高端电子
零配件、PVC材料等货物的东盟快班从越南河内东英站
缓缓驶出，标志着一条全新的国际贸易通道正式贯通。
该班列将通过广西凭祥口岸进入中国，继而抵达沙坪坝
团结村车站，在渝州海关的高效验放后，无缝衔接重庆中
欧班列，继续向欧洲进发，预计25天左右到达波兰马拉。

“此次东盟快班的成功首发，充分展现了重庆在促
进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中欧班列无缝衔接方面的卓越能
力。”国际物流枢纽园区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国际
供应链面临诸多挑战。为应对挑战，部分国内外生产制
造企业已在东南亚地区设立生产基地，但如何将产品顺
利运往欧洲市场，成为这些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园区
企业渝新欧和陆海新通道运营公司敏锐洞察到市场需
求，于今年 7月上旬共同启动泰国至德国的全铁国际班
列直发筹备工作。经过精心筹备，9月 12日，东盟快班
（泰国·林查班—中国·重庆—德国·杜伊斯堡）试运行
班列成功发运，全程运行时效约 24天，为后续的班列运
行积累了宝贵经验。

基于前期试运行的成功经验，渝新欧公司协同陆海
新通道公司加大市场推介和组货力度，成功在越南河内
首发此趟东盟快班。渝新欧供应链公司执行董事、总经
理，陆海新通道公司董事长刘太平表示，后续将尽快实现
每周 1列的频率常态化开行东盟快班，全力保障客户企
业全球供应链的稳定畅通。

东盟快班越南首发

□ 巴南日报通讯员 夏元

国内首个专注于生物医药产业的人才创新创业服务
港，日前在位于巴南区的重庆国际生物城建成投用。据
悉，这个全新投用的服务港将推动人才引育和产业发展
相互融合，带动巴南及全市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国际生物城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重庆国际
生物城在医药产业人才引进和培育方面可谓“下足功
夫”。比如：通过设立巴南区政务服务中心重庆国际生
物城分中心，提供人才认定、项目储备等创新创业等服
务事项共 156项，储备亿腾医药、浙江文达医药等近 60
个优质项目。

另外，重庆国际生物城还设立生物医药创新孵化器、
医药加速器、研发基地等平台，整合重庆国际免疫研究
院、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海智工作站等一批研发资源，为
入驻项目提供基础实验、小试中试、生产制造等专业化市
场化服务1000余人次。

“此次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建成投用后，我们将重点
关注入驻项目创新创业全周期保障，组建专业运营保障
团队，完善供需对接活动平台。”该负责人表示，园区将在
人力资源、管理咨询、金融、审计等多方面为入驻项目提
供全方位服务，同时开发“线上人才综合应用场景”，提供
14个“一件事”应用，满足生物医药产业项目人才创新创
业全周期需求。

国内首个生物医药产业人才
创新创业服务港落户巴南

重庆国际生物城。（巴南日报资料图）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长沙镇，篮球梦，团结一心向前冲，为了
荣耀永不退后……”10月 15日，哼着自创歌
曲《长沙镇篮球梦》，开州区长沙镇甜橙社区
居民刘长森又像往常一样，来到社区文化广
场练球。

刘长森是长沙镇的篮球“元老”，也是镇
上甜橙篮球俱乐部的运营负责人，还是开州
区篮球协会副秘书长。

“提起‘村BA’，大家首先会想到贵州的台
盘村。其实早在30多年前，长沙镇就有类似
的篮球比赛。”刘长森说，篮球是镇上居民喜闻
乐见的文娱活动，每年都会定期举行比赛。
近年来，镇上的篮球场也从“炭灰场”变成了塑
胶场地，篮球场和打篮球的人的变化，成为折
射老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变化的一面镜子。

炭灰场上的篮球梦

刘长森的篮球梦，要从 1989年的夏天
说起。

这一年，15岁的刘长森在体育课上与篮
球相遇，投进了人生中的第一个两分球。

“当时，篮球在长沙镇是一项很‘潮’的运
动。”刘长森说，全镇仅有几所学校建有球场。

由于场地稀缺，上体育课时，刘长森就
和同学分组打“坝坝球”。这种“坝坝球”不
同于正规的全场篮球赛，只需要 3人或 4人
分成一组，一个半场就能开打，能让更多同
学参与其中。

当时学校的篮球设施十分简陋：篮球架
是一根铁管，木制篮板上的篮筐，也只是一圈
铁丝。

同样简陋的还有这群篮球少年的装备。
当时长沙镇还没有专门卖体育器材的商店，
放学后，刘长森就去找体育老师借球。无球
可借时，他便用胶布、废纸制作出一个简易的

“篮球”。他说，那时大家都没有篮球鞋，布
鞋、筒靴、凉鞋就是“战靴”。

但这并不影响刘长森对篮球的热爱，他
唯一担心的，就是遇上雨天。

“学校的球场是一片泥地，遍布大大小小

的土坑，突破、抢篮板时稍不注意就会摔跤，
一旦下雨，这些土坑就成了水坑。”刘长森说。

为解决这一问题，体育老师为他们想了
一个“土”办法。“每次雨停后，老师便提来一
桶桶炭灰倒在坑里，吸干里面的积水。”刘长
森说，一来二去，这些坑坑洼洼的球场，都被
炭灰填平了。

中学期间，刘长森在这座炭灰场上练就
了一手三分球的绝技。进入大学后，他成为
校篮球队队长。他离开之后，这里一批又一
批“小球星”开始崭露头角。

小镇刮起“篮球风”

2000年以后，长沙镇各个学校的篮球场
进行了翻新改造，炭灰场改为水泥地面。

不仅如此，长沙镇还在甜橙社区修建了
文化广场，配套建设篮球场。这是长沙镇第
一座公共篮球场，一些居民开始接触篮球。
打球的人多了，篮球俱乐部应运而生。

徐青萍是甜橙社区的居民，今年 57岁。
2014年，他创建了长沙镇甜橙篮球俱乐部，
社区文化广场就是俱乐部的训练基地。

徐青萍介绍，最初广场上的打球者只有
十来人。一次，徐青萍与队友在广场上打球
时，遇到了返乡探亲的刘长森。徐青萍见刘
长森投球很准，便邀请他加入俱乐部。此时
的刘长森在开州经营着一家公司，有着管理
经验的他，主动承担起球队的运营事项。刘
长森建议，采取一周一赛的方式，在周末晚上
进行分组对抗，让周边的居民每周都有球赛
看，也可以吸收“新鲜血液”。

刚举行比赛时，居民们只是图个稀奇，看
几眼就离场。随着比赛定期举行，不少周边
居民成了球迷，大家带着板凳到现场坐镇助
威，一些没有抢到好位置的观众，甚至会爬到
树上看球。

长沙镇开始刮起“篮球风”：甜橙篮球俱
乐部的成员逐渐发展到70多人，既有镇上的
学生，也有种地的农民，还有退休的企事业单
位员工等。

一座座篮球场也在长沙镇建起。长沙镇
25个村（社区）中有 18个村（社区）建有篮球

场，村民们开始三五结队，到附近的球场打球。
“我们还配套建设了乒乓球场、羽毛球场

等运动场地。”长沙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中
心主任谈霜介绍，多一座球场，就少一些人打
牌，现在大家有空的时候，都想动动身板。

征战“村BA”总决赛

去年 6 月，全国和美乡村篮球大赛启
动。长沙镇的篮球爱好者自发组织一支球队
参加选拔。

彭浩曾是长沙镇陈家中学的篮球队主
力，过去多次代表家乡参加比赛，大学毕业后
又在长沙镇篮球训练营当教练。他召集之前
在中学时期并肩作战过的老队员，组建一支
参赛球队。虽然这些队员早已分散四方，但
在开州区“村BA”基层选拔赛当天，队员们从
各地集结，一个都不少。

凭借多年的默契，长沙镇篮球队在区县
选拔赛中一路连胜，并在西南大区赛中获得
亚军；出战全国“村BA”总决赛，获得了第七

名的佳绩。
此外，长沙镇还邀请其他地方的球员来

到长沙镇交流。
去年春节前夕，刘长森策划了开州区浦

里片区篮球赛，赛事举办地就选在甜橙社区
文化广场。

浦里片区篮球赛共有 6支参赛队伍，来
自5个乡镇街道以及开州浦里新区。“我们想
用体育活动丰富长沙镇的乡村文化生活。”刘
长森说。

赛事中，刘长森邀请到国家一级裁判员
执裁，他本人还“兼职”当起现场解说员。

这是长沙镇的篮球嘉年华，除了球员之
间的竞技，赛事还设置定点投篮、运球赛跑等
趣味比赛，让不会打球的村民也能参与进来。

这次比赛共有 3000多人观赛，大家说，
长沙镇有球赛，才有年味儿。

开州长沙镇：从打“坝坝球”到成立篮球俱乐部再到征战“村BA”

炭灰场上“长出”篮球小镇

开州区长沙镇举行的篮球比赛。（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