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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门啪的一声被推开，李国洪探出个脑袋
问：“晓得谁在铺人工草皮不？”

“不晓得。”在场的人面面相觑。
“如果晓得，马上告诉我，不能破坏生

态！”李国洪板着脸，带着不容辩驳的语气。
这是10月23日记者在璧山区七塘镇喜观

村采访时看见的一幕。李国洪是喜观村的党
总支书记、主任，过去是个皮鞋匠，他生产皮鞋
时产生的粉末和废弃物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从污染环境的手艺人到生态环境的维护
者，李国洪的角色转换，折射出曾为“皮鞋之
乡”的七塘镇的生态之变。

黑色
鞋厂一度有800多家
但严重污染环境

“说起来，我们都是伍会中的徒弟呢！”当日，
在七塘镇的喜观振兴驿站，李国洪嘿嘿一笑。

伍会中是一位老村民，上世纪80年代改
革开放后，他跑去沿海兜了一圈，学到了一些
制鞋技术，回来后注册了村里第一个皮鞋厂，
取名为崇兴皮鞋厂，并招收徒弟和工人，七塘
镇的“鞋乡之路”由此起步。

李国洪是外乡人，做了喜观村的上门女
婿后开始学习制鞋技术。“那个时候机器不多，
以人工操作为主，用烤灯烤，用夹钳夹，甚至用
轮胎皮去磨……”在各种高强度的实操训练
之下，李国洪迅速成长为一名娴熟的皮鞋匠。

这是一门两头在外的生意：原材料猪皮、
胶水、酚水大多从温州进货，而销售业务就靠
一双双脚板跑出来，云贵川是主要市场。

一双皮鞋，当时卖十几二十元不等，而成
本大概为5—6元。如果工厂的缝纫机、打帮
机、打码机齐全且充裕，一个刚上手的工人一
天能做 2—3双鞋，熟练工可以做 20来双，利
润可观。村民的腰包因此迅速鼓了起来，七
塘镇的皮鞋厂一度有 800多家，其中小的工
厂有4—5人，大的也只有20来人。

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 2010年左右。由
于想要获得第一手的市场信息，镇上很多皮
鞋厂开始向城里集中，但仍留有 180多家鞋

厂。同时，因为机器的普及，生产效率有了显
著提高，一名工人一天甚至能制作 100双以
上的皮鞋。七塘镇宣传干事佘林川那一年刚
到七塘工作，月工资只有 1400元，而住他隔
壁做皮鞋的夫妻俩，每月收入有9000多元。

但问题此时也显露无遗。“一些人开始莫
名其妙出现高热、咳嗽、胸闷、出血症状。”佘
林川说，经过调查，这些症状都指向了皮鞋生
产——密闭的生产空间、对人体有害胶水等
挥发物，都成了疾病的直接诱因。

同时，皮鞋原材料易燃，家庭作坊式的小
企业，生产车间布局不规范，消防设施薄弱，
几个皮鞋厂都发生了较大的火灾，许多人的
心血付之一炬。

最让人忧心的是，皮鞋生产过程中产生
的工业废水及有害气体，直接威胁到供10万
人饮用的璧北河的生态环境。

关停皮鞋厂，已是箭在弦上。

绿色
鞋老板转型菜老板
蔬菜种植面积达3.3万亩

要关停村民的“金饭碗”，他们怎肯答应？
镇村干部开始包片包村包户挨家挨户做

工作。佘林川也承包了两户人。
“我们的方案是，一方面按规定提高鞋厂

环评和消防标准，这需要鞋老板投入二三十万
元；另一方面给出转型蔬菜产业的优惠政策，
如土地免租金、对蔬菜便道、灌溉设施修建进
行补贴等。”佘林川说，二三十万元的投入不是
个小数目，很多人心里都要掂量掂量，而璧北
10万亩蔬菜基地是全区的发展规划，有诸多利
好政策，逐渐让村民心里的天平开始倾斜。

村民陈广彬成为了第一个“吃螃蟹”的
人。2015年底，他关掉了皮鞋厂，在将军村
流转了400多亩土地，从外地引进了春见、夏
见进行试种，办起了老广富森种植园，2017
年底逐渐有了收益。

当地最大的鞋企老板陈登文也关掉了皮鞋
厂和皮革厂，转型种蔬果。鞋厂工人大部分也
跟着转型到基地务工，每月有2500元保底工资。

如今，七塘镇的皮鞋厂只剩下寥寥几家，
都是经过整改后能够实现达标排放的企业，
而蔬菜种植基地有 40多家，总面积达到 3.3
万亩，其中不乏橘为农场、番茄小镇等集智慧
种植、采摘休闲、主题打卡等于一体的新业态
农场。

彩色
川美艺术家进村
改造院落成乡土“网红”

随着研学、采摘的游客逐渐增多，一个新

问题提上日程：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如何
对村子进行微更新，从而留住游客？

“千村一面肯定不行，我们当时主要考虑
的是做出差异性。”佘林川表示。镇里正在冥
思苦想之时，偶然间看见一篇新闻报道，介绍
了四川美术学院的艺术乡建，让其眼前一亮。

“兴致勃勃，没想到出师不利。”佘林川
说，艺术家到村里看了一圈后，只留下了四个
字，“资质平平”。

难道这条路就此堵死？镇里并不死心，
执着地“三顾茅庐”，总算用诚心打动了对方，
同意对将军村莲花穴院落进行改造，打造一
块“艺术实验田”。

但村民们对此并不感冒，甚至还有些警
惕。“艺术又不能吃、又不能喝，‘活化’能有啥
用？”将军村村民甘遐学的话很有代表性。

艺术家对此哭笑不得，佘林川也无可奈
何，最终他决定只有先试点，让村民看到效
果，才能让他们真正接受。

就这样，一只“穿墙的猫”、一对“表里
不一”的石狮子、窗户上“扭曲”的防护栏等
奇思妙想的艺术作品开始进村，把莲花穴
装点得色彩缤纷、与众不同。这里也因此
成为乡土“网红”，吸引一拨又一拨的游客
前来打卡。

村民的房屋空间也因此得到“活化”利
用：猪圈屋被改造成宽敞明亮的西餐厅；快
要倒塌的旧房被重新换上大梁、添上了石
柱，改建成了两楼一底的民宿；老宅摇身一
变，成了村子的展览馆。硬件与软件的再
造升级，不但保留了乡土风貌，也让破旧的
院落焕然一新。“原来别人经过莲花穴，都
不想进来，院坝里四处是污水、鸡屎鸭屎，
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对于莲花穴的前后
变化，甘遐学最质朴的感受就是“变干净、
漂亮了”。

在一家民宿，记者看到了一些文创产品，
很是精美，一问才知是甘遐学做的，有些甚至
是她的原创。“过去做皮鞋，穿针引线的活儿，
我在行！”她笑了。

□ 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

10月 31日，来自重庆市港航海事事务中心消息称，
日前，装载着165台奇瑞品牌车辆的55个集装箱，从永川
朱沱港“下船”，经永川综保区集结报关后集中“出海”。
这是永川区首次探索区内港（朱沱港）区（永川综保区）联
动出口货物，也是积极打造渝西国际开放枢纽城构建通
道、物流、产业融合互促高质高效发展新机制的新举措。

据悉，该批出口整车货值 2240万元，自江苏省无锡
市发出，经长江黄金水道运输至永川朱沱港吊装，经永川
综保区集结、报关、交货后再经重庆团结村中心站搭乘重
庆中欧班列出口至欧洲。

为保障该批货物顺利出口，永川区港航海事事务中
心与朱沱港、永川海关、区物流办、渝新欧（重庆）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无缝衔接，在高效通关、港区联动和班列资
源等方面给予了充分保障。

此次出口方式成功后，未来有望常态化运行，预计
2025年，朱沱港水公铁联运方式可进一步服务长城汽
车、奇瑞汽车等整车品牌就近便捷运输。

下一步，永川区将加快畅通对外连接通道，加快推进
永川栏杆滩海关监管作业场所及集装箱装卸铁路专用线
项目建设，进一步健全外贸集疏运功能，推动大宗物资水
公铁联运在永川即可铁路整列始发。

据介绍，朱沱港占地面积27406平方米，于2008年2
月正式建成投用。码头设计年通过能力76万吨（含4万
TEU）。这是长江上游进入重庆的第一座多用途码头。
该港是海关指定的监管场所，具备内、外贸通关功能。相
关外贸货物经码头出口至韩国、英国、阿根廷、巴拉圭、秘
鲁等10余个国家。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朱沱港完成港口吞吐量50
万吨、集装箱3.5万TEU。

永川首开水公铁集装箱多式联运
助力国产汽车出海

从黑色到绿色再到彩色

璧山七塘变换乡村画卷“主色调”

璧山七塘镇，绿意盎然，风景如画。（受访者供图）

□ 巴南日报记者 张礴

深秋时节，巴南软件园·星洲座里人来人
往，到处洋溢着创业者奋勇争先的氛围。重
庆慧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娄永正忙着
升级改造“慧民生活平台”，这是他来到巴南
的第一个项目。

重庆慧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
于人工智能研发与前沿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应
用的科技型企业。“公司落地巴南以来，是当地
政府的扶持帮助让我们渡过发展初期的难
关。在这里，我看到很多创业者实现从一间
办公室到一家规模公司的跨越。”娄永感慨道。

载体建得好，产业“加速跑”。在巴南软
件园·星洲座，已有44家软件信息类企业在这
里“安家”。“我们是按照‘拎包入住’标准，对楼
宇进行提质升级，不仅打造了配套齐备、设施
便捷的办公空间，还通过资源整合，构建起人

才培养、市场推广等于一体的软件产业生态
圈。”巴南软件园·星洲座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巴南，以“巴南软件园”为主品牌的产
业园载体有8个，其中星理座、星洲座两座“满
天星”示范楼宇入驻率均超90%。该区内软件
企业达938家，软件行业从业者近5000人。

近年来，巴南区把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作
为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关键引擎，加速实施软件和信息服
务业“满天星”行动计划，聚焦营商环境、场景
开发、产业企业、人才引育等关键环节，不断
推动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支持软件企业发展，巴南区连续出台
《巴南区软信产业“星十条”》等文件，从降低
入驻成本、强化金融扶持、鼓励研发创新等多

方面为产业发展提供政策保障，并“点对点”
帮助企业解决项目审批、生产要素保障、升规
入统等问题。

高校是软件人才培养的“摇篮”，是推动
重庆软信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巴南区坚持
把人才集聚摆在突出位置，进一步深化与重
庆理工大学、重庆工程学院等软件人才“超级
工厂”合作，联合开展“数字+职教”产业发展
模式，构建产教融合高质量人才培养模式，通
过“建平台、引人才、育专家”的“塔底”到“塔
尖”的培养方式，实现人才的全面扩充。同
时，在西安交通大学等知名高校设立招才引
智工作站，组织200余家企业走进校园一线，
精准引进软信人才 500余人；创设“园区+职
教”“企业+高校”品牌，以产业需求为办学导

向，联合在区 8所本科高职院校成立数字经
济人才发展联盟，搭建就业培训基地，推广

“校企合作、订单培养”模式。此外，同步面向
该区内科技企业开展“菁储行·英才星”线上
人才服务236家次，提供招聘岗位400余个。

“今年以来，巴南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
首位战略，从‘政策引才、项目聚才、服务留
才’入手，不断提升人才引培质效。”巴南区
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巴南区
将继续优化服务人才政策，持续优化软件和
信息服务业产业生态，在现有产业基础上，
梳理细分赛道，围绕数字内容、高端软件、金
融科技、人工智能等优势持续发力，加快集
聚一批高能级项目，推动软件产业跑出发展

“加速度”。

巴南：软件和信息服务业聚“才”成势产业兴

□ 沙坪坝报记者 张浩

近年来，因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在室内或楼道内充
电而引发火灾的事件时有发生，电动自行车上楼成了威
胁居民安全的一大隐患。近日，在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
指导下，沙坪坝区覃家岗街道万科金色悦城小区的物业
公司积极作为，给电梯加装了一套“智能阻止系统”，为此
类风险的发生守好“第一关”。

“电瓶车禁止入内，谢谢配合。”通过小区物业工作人
员的演示，记者注意到，一旦有电动自行车进入，安装在
电梯内的一个摄像头就会不断发出警报，直至车辆完全
推出电梯轿厢后警报才会解除。

“发出警告只是该系统的第一道‘防火墙’。”该工作人
员介绍说，通过电梯里的摄像头抓取实时图像，在后台AI
算法识别的支持下，当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轿厢范围时，
系统将发出语音警报，同时还联动电梯梯控，临时停运电
梯，从而达到阻止电动自行车上楼的目的，直到电动自行
车离开电梯后，电梯才能恢复使用。“不仅是电动车，只要
是将电动车电瓶取下带进电梯，该系统也能识别到。”

如何一方面控制电动自行车乘电梯的行为，一方面
又能解决好业主停车与充电的需求？该小区物业负责人
表示，通过对闲置区域的开发利用，小区在所有单元口还
划定了指定停车位和充电区域进行集中管理，从“源头”
上防范风险的发生。

据了解，今年以来，为防止电动自行车“进梯入户”，
沙坪坝区市场监管局结合市场监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
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积极开展宣传和指导，截至目
前，全区已有200余台电梯加装了“智能阻止系统”。

沙坪坝

电梯加装阻车“神器”筑牢居民楼“防火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