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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日报记者 张耀 曹锋 文/图

2024年 11月 11日，是梁平值得纪念的
日子。

北京时间12时03分，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
中心，力箭一号遥五运载火箭拔地而起，以它为
载体，“梁平一号”卫星（天雁24星）扶摇直上、穿
过云海、没入太空……随后，卫星顺利进入预定
轨道，首轨即捕获测控信号，首圈入站就建立起
了测控链路，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从此以后，“梁平”不止在我们脚下，也在
头顶的浩瀚星空之中。

“梁平一号”上天
服务大众工作生活

“我是梁平人，对家乡有浓厚的情怀，再加
上家乡产业基础好、发展潜力大、营商环境好，
因此非常希望能用自己擅长的航天科技反哺
家乡。”北京钧天航宇技术有限公司创始人、董
事长常正勇介绍，此次发射的“梁平一号”便是
由该公司研制的光学遥感卫星，它使用钧天一
号卫星平台，是一颗新技术试验卫星。

据常正勇介绍，“梁平一号”搭载双目相
机，具备高分辨率、全色/高光谱观测等能力
和优势。同时，“梁平一号”还能对光学图像
进行在轨处理，实现云判和目标检测功能，提
高成像实时性和数据传输效率，可全面应用
于城市管理、地质灾害监测、农林生态评估、
电力设施应急响应等领域，更好服务和融入
大众的日常工作和生活。

记者了解到，“梁平一号”运用了钧天航宇
自主研发的全新一代星载计算系统、综合信息
系统、结构热控TR载荷一体化模块、分布式能
源模块、新一代电源系统等技术，可为下一代
低成本模块化卫星研制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

未来，“梁平一号”将是梁平在空天经济
新赛道上的有力见证，并持续发挥社会效益，
推动城市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发展。

冠以“梁平”之名
“西部低空之城”闪耀太空

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梁平一号”成功上

天实非偶然、也非逐浪，其背后是梁平充分利
用良好的航空文化和产业基础，进而实现“向
上掘金”的探索实践。

据有关领导介绍，近年来，梁平抢抓新质
生产力新机遇，抢占空天经济新赛道，下一步
将奋力打造西部低空之城。

梁平有良好的通航条件、优越的空域资
源、丰富的低空场景、较好的产业基础、厚重
的航空文化。特别是梁平机场闻名遐迩，二
战时期是拱卫重庆的主战机场；新中国成立

后，是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培养基地。
今年，低空经济成为各地抢滩的新蓝海，

梁平也将产业发展之路从地面延伸到低空领
域，充分利用独特的机场优势、空域优势、政
策优势，布局低空经济，打造西部低空之城。

截至目前，梁平已有常驻通航企业9家，
驻场航空器27架，运行总量连续三年居全市
通用机场首位、全国前列，农业无人机病虫害
防治、育种施肥等在梁平全域运用，实现 eV⁃
TOL（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空中之恋”全球

首飞……
今天，“梁平一号”这颗闪耀的“星星”，载

着梁平人民的祝福和梁平打造“西部低空之
城”的愿景成功闪耀太空，必将成为梁平高质
量发展的闪亮样本之一。

续写“问天”篇章
打造具有全国影响力的低空

产业基地

从1923年始建机场，到今天“梁平一号”
成功发射，梁平“问天”已逾百年。未来的“问
天”之路，梁平将走得更远更稳。

特别是低空经济方面，梁平正着力建设
“四区一枢纽”，即低空制造承载区、低空综合
服务区、低空文旅活力区、低空应用先行区及
区域通航物流枢纽，致力打造具有全国影响
力的低空产业基地。

一方面，梁平进一步完善《低空产业生态
图谱》，加快《梁平区低空经济产业发展规划》
《梁平区低空产业园区规划》落地，发布低空
产业高质量发展机会清单，促进各方主体共
赢发展。另一方面，梁平用好用活《推动低空
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支持低空
经济产业发展黄金十条》，加快组建低空经济
产业基金，让企业享受“真金白银”实惠和“梁
家人”般的服务。

日前，梁平还与重庆测绘科学技术研究
院合作组建“西部低空之城空域实验室”，绘
制空域三维实景，设计飞行时空廊道，开发空
域安全芯片，着力提升飞行效率和保障飞行
安全。

未来，梁平还将大力开发“飞阅梁平”系
列低空文旅产品，建设航空科普研学基地，打
造更多具有梁平辨识度的应用场景，持续推
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太空，“梁平一号”正遨游万里、烁光耀
眼；在低空，梁平低空产业正乘势起航、行稳
致远；在地面，梁平这座城市正充满活力、蒸
蒸日上……

□ 开州日报记者 喻建国

一个个生猪标准化养殖场，掩映在绿水
青山之间；一车车膘肥体壮的生猪，运往全国
各地的餐桌上……在开州区铁桥镇，呈现出
一派“猪司令”发家致富、“二师兄”走南闯北
的喜人景象。

近年来，开州区铁桥镇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围绕打造农业特色品牌、扶持龙头企
业、推广优良品种、延伸产业链条，探索绿色
发展路径，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加快转变生猪
产业发展方式。

如今，铁桥镇生猪标准化养殖取得长足
发展，综合生产能力明显增强，已成为农民致
富的支柱产业和镇域经济重要增长点。目
前，全镇有生猪产业化国家级重点龙头企业
1家、市级龙头企业1家，培育生猪养殖场112
家，年出栏13.1万余头，产值2.2亿元以上。

生态循环养殖

越过一条沟，翻过一座山，铁桥镇新南村
的标准化生猪养殖示范场建在山坳里。“我们
镇上的养猪场，多是建在荒山荒丘等地方。”
新南村党支部书记杨全科告诉记者，这样有
利于降低养殖成本，防止疫病的发生和传播。

多年来，铁桥镇一直将生猪产业作为经
济发展的支柱产业，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2021年，新南村新建标准化生猪养殖示范
场，申请项目补助资金 40万元，完成畜禽粪
污资源化利用项目验收。

“我们坚持龙头企业带动，推行规模化生
产、规范化经营，保障生猪产业良性发展。”铁
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全镇拥有1万头
以上生猪养殖场2个、1000—1万头生猪养殖
场 4个、200—1000头生猪养殖场 37个、20—
200头生猪养殖户69户。

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如何实现生态绿
色发展？铁桥镇给出的答案就是坚持标准化

生产。该镇制定了生猪养殖“白皮书”，划定
8个村作为生猪产业重点区域，凡新建养殖
场必须进行规划选址、圈舍设计、环境影响评
估、设施农用地备案等。除此之外，品种引
进、疫病防控、无害化处置、专业技术人员配
置等养殖环节，都实现了专业化。

生态养殖作为生猪产业发展的最亮底
色，铁桥镇按照“集中繁殖、分散育肥，种养循
环、绿色生态”的模式，积极推广“猪—沼—
菜、猪—沼—粮、猪—沼—果”立体生态循环
模式，利用上级及本镇财政资金236万余元，
对所有养殖企业进行粪污资源化利用设施设
备配套建设。

目前，铁桥镇拥有大型有机肥生产企业
1家，年产有机肥 1万吨。这些肥料用于粮
油、果蔬、中药材等产业，全镇粪污资源化利
用率达100％。

产业“接二连三”

接完电话，铁桥镇生猪养殖大户谭祖荣

一脸笑容。“育肥还有一个月，经纪人就已经
找好了销路，感觉很省心。”

近年来，铁桥镇以重庆市钱江食品（集
团）有限公司为龙头，不断织密生猪及其产品
的销售网络，全镇培育 18名生猪销售经纪
人，聘请生鲜猪肉销售人员 64人，建立起稳
定的生猪销售供应链，源源不断的生猪被销
售到全国各地。而重庆市钱江食品（集团）有
限公司国家储备肉供应渠道的畅通，更是强
化了市场“稳定器”的作用。

“我镇以生猪科技、养殖屠宰、畜产加工、
畜产物流、清洁能源、有机肥为主线，整合生
产养殖、屠宰加工、物流销售以及所需配套服
务体系，致力探索农业产业发展新模式。”铁
桥镇有关负责人介绍，铁桥镇依托 2家全自
动屠宰、猪肉产品深加工企业，实现生猪养殖
与翠冠梨、黄桃等产业的完美结合，促进农业
化肥减量增效，推进产业“接二连三”。“我每
天工作 8个小时，月工资 3000元。”铁桥镇亿
世村 7组脱贫户胡成美在重庆市钱江食品
（集团）有限公司上班，工作轻松、收入稳定，

她感觉相当满意。
铁桥镇建立生猪养殖利益联结机制，采

取“公司+村集体经济+脱贫户”“公司+家庭
农场+脱贫户”等联结方式，推动重庆市钱江
食品（集团）有限公司等生猪养殖企业发挥牵
引带动作用，与村集体经济、脱贫户建立“致
富共同体”，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组织，带动
574户脱贫户发展生猪养殖，实现稳定增收。

创新产品研发

“养到出栏时，打一个电话就有企业来把
猪运走。”亿世村生猪养殖大户唐家兵调侃自
己“只会养，不会卖”，不过他十分乐意当“甩
手掌柜”。

近年来，铁桥镇创新生产模式，鼓励农户
与畜牧龙头企业签订养殖订单，对生猪实行
保价回收，避免生猪价格波动带来影响，有效
解决生猪销售难题。如今，生猪养殖订单让
农户吃上了发家致富的“定心丸”。

针对秋季生猪疫病流行趋势、特点以及
规模养殖场生猪疫病防控中的常见问题，前
不久，铁桥镇举办了生猪养殖技术培训，有关
专家就消毒药物的正确选择和应用、非洲猪
瘟防控策略等课题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

铁桥镇把生猪养殖技术培训作为一项常
态化工作，不断完善动物疫病防控预案，抓好
非洲猪瘟防控，每年投入防疫检疫经费13万元
以上，配备村级防疫员18人，落实64名网格员
开展疫病防控排查。2023年，铁桥镇屠宰检疫
生猪3.8万余头，实施产地检疫生猪7.4万头。

同时，铁桥镇支持企业创新产品研发，开
发帅乡牌、钱江牌系列香肠（腊肉）产品10余
种，大力发展绿色产品、有机产品和农产品地
理标志产品，不断提高品牌价值。

截至目前，铁桥镇存栏生猪 5.6万头，能
繁母猪5600头。全镇有香肠加工企业15家，
年加工肉制品 600吨，生产开州香肠 550吨、
产值3300万元。

开州：一头小猪“生长”的亿元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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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渡口报记者 蒋津臣

“有了‘惠新码’，进小区更快捷更方便了。”近日，外
卖送餐员王优对记者说。据悉，重庆市总工会在大渡口
区试点建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字认证机制，通过“惠新
码”小程序破解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小区难”等问题，为
劳动者打开方便之门。

今年，重庆市总工会蹲点工作组发现，外卖骑手、快递员
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进入小区、园区要经过繁琐登
记手续，还经常吃到“闭门羹”等问题。为更好地服务这一群
体，市总工会以大渡口区为试点，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平台
企业、小区物业以及公安、住建委、市场监管等部门间构建一
个多元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惠新码”小程序。

记者看到，“惠新码”小程序里显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
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身份证号、手机号和身份二维码，进小
区时，保安可以扫描二维码获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详细信
息。外卖小哥李伟说，以前进小区送餐单是登记流程就得两
三分钟，“惠新码”小程序让他实现“码”上进门，不仅减少了
超时投诉、罚款的频次，还让他每天的收入增加一二十元。
同时，小程序还可以显示小区平面图，为他省去“找楼烦恼”。

据了解，该小程序还可以记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进
出小区时间，若发生安全事故，可为公安部门提供翔实的
出入信息。结合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使用频次，工会可
获取其工作量等方面信息，据此进行评星定级，进而进行
推优入党、评先评优、慰问帮扶等。同时，“惠新码”小程
序还开发了心灵驿站、政策法规、就业服务、阵地服务、一
键入会等 10余项服务功能，并推出“随手拍”功能，引导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融入基层治理。

大渡口区松青路社区党支部书记李玲俐介绍，松青
路社区共有8个小区、5800余户住户，“惠新码”小程序自
推广以来，得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物业、业主三方广泛
认可。“既方便了外卖骑手等群体，也让小区科学管理向
前迈了一大步。”李玲俐说。

目前，“惠新码”小程序已吸引1000余名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注册使用。重庆市总工会将总结试点经验、迭代升级
各项功能，建立劳动者需求多维感知、资源精准调配的供需
匹配机制；聚合行政机关共同参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字
化服务建设与权益维护，构建线上线下融合的立体服务体
系；建立在线积分激励机制及线上关爱模式；实现多部门数
据共享，对全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结构及增长态势清
晰画像，使“惠新码”小程序成为多方共赢的“福利码”。

在大渡口扫个码
外卖员可以“秒过”

□ 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露营轻松愉快，让我们不再拘束，自然而然去结交
新朋友。”近日，29岁的万州青年刘远明参加完在万州天
生城文旅街区露营基地举办的联谊活动后感慨地说。

当天，在露营基地草坪上，刘远明与大家围坐在一
起，品尝着美食，分享着各自的故事。据了解，万州区太
龙镇、大周镇、恒合土家族乡等地已举办 15场青年交友
联谊活动，通过剧本杀、围炉煮茶、草坪露营、户外音乐节
等年轻人喜闻乐见的方式吸引2000余名单身青年参加。

除了有松弛感的线下联谊活动，万州区还推出“三峡
之恋”微信小程序，鼓励适婚青年实名注册，现有6000余
人活跃在线。“通过‘三峡之恋’小程序，线上就能看到对
方的资料，匹配更高效。”万州区妇联党组书记、主席程禾
介绍说，比如用户可以看到对方的教育背景或经济条件，
可初步判断是否适合发展长期关系。

“以城留人，让人才与城市双向奔赴。”万州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称，万州区正帮助青年解决婚恋交友、成长成才
等难点痛点问题，让青年引得进、留得住、干得好，努力营
造安业、安身、安心的浓厚氛围。除了常态化举办有“松
弛感”的联谊活动，万州区还承办首届职业院校国际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完善政府搭台、行业唱戏、学校办赛、选手

“出圈”模式，吸引 6000多名青年参与；实施新型技能人
才培育工程，培养培训新经济、新业态和全区产业转型升
级需要的青年工程师、青年技能人才3000名。

11月7日，垫江县沙坪镇安坪村菊花种植基地，菊花
迎来盛花期，村民们抢抓时节，忙着采收菊花，尽享丰收
的喜悦。据了解，该镇共发展菊花种植特色产业2000余
亩，涵盖三峡阳菊、金丝皇菊、七月供菊、婺源皇菊等品
种。目前，全镇每天有400余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菊
花采摘工作，预计可以增加劳务性收入150余万元，增加
集体经济收入700余万元。 垫江报记者 魏瑞 摄

垫江

菊花飘香产业旺

露营 喝咖啡 剧本杀

万州青年人联谊主打“松弛感”

近日，万州天生城文旅街区露营基地举办青年联谊
活动。（万州区妇联供图）

□ 綦江日报记者 张静

近日一大清早，张庆来到村办公室，一边
用电脑一边用手机处理这两天的产品订单，
忙得不亦乐乎。“这两天卖了不少定制礼盒，
很多网友都在等着发货哩！”

张庆是綦江区三角镇红岩村驻村第一书
记，也是村电子商务服务站点负责人。“以前村
民都是肩挑背扛到场镇摆摊卖农产品，费事费
力还赚不到几个钱。”张庆说，现在通过直播带
货，农产品卖得更快，价格更高，销量也更大。

临近年终，腊肉、大米、莲藕、花生等农产
品迎来销售旺季。“家人们，我手中的腊肉，用
的是我们自己饲养的生猪，采用柴火熏制，肉
质紧实，味道巴适……”“和美红岩”的直播间
非常热闹，来自安徽、北京、广东等地的消费
者不断下单。一场直播下来，1000余件腊肉

等农特产品被消费者抢购一空。
“每一笔订单我们都会及时跟进，足量、

准时发货，确保产品尽早送达消费者手中。”
话语间，张庆熟练地将农产品打包，整齐地放
置在一旁，等待邮车上门取货。

乘着电商发展的东风，去年7月开始，红
岩村在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的支持下，依托“和
美红岩”视频号，打造村级直播间，通过直播
带货助销农产品，引起不小反响。“村干部、村
民都是我们的主播。花生熟了，我们就到地
里直播收花生；柑橘熟了，我们就播采摘。接
地气的直播方式，很受欢迎，上架的产品很快
就能卖完。”张庆说。

据了解，自“和美红岩”视频号开播以来，

已经开播超过 160场，累计销售腊肉、大米、
高山竹笋、大豆等农产品 50余吨、近 200万
元，集体经济收益30多万元。

村级直播间不仅为村集体经济注入了新
活力，也成为村上对外宣传推介的平台。“有
空的时候，我们会到村里转转，直播推广丹霞
地貌、老瀛如来、恐龙足迹化石群等景观，吸
引网友来村上打卡，带动旅游发展。”张庆
说。现如今，红岩村已经发展农家乐12家。

这是綦江区以“直播+”为乡村振兴添活
力的一个缩影。农村电商是乡村振兴的新引
擎，一头连着农民增收，一头连着产业发展。
近年来，綦江区深耕“新闻+服务”，用好“直
播带货”抓手，创新构建起市、区、镇、村四级

直播体系，打造川渝黔“云端上的致富车间”，
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
城，以融媒力量赋能乡村振兴。

2019年以来，綦江区构建起4个层级、21
个直播间，培育公益主播500余名，开展公益
直播1200余场，推动线上线下销售7000余万
元，惠及群众540万余人次。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直播百村’为切
入点，以‘数字百村’为融合点，以‘企兴百村’
为落脚点，探索‘组织+产业+电商+企业+新
闻’实践举措，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
产品出村进城，推动城乡生产与消费有效对
接，打造‘云端上的致富车间’，助力乡村‘五大
振兴’。”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插上电商翅膀 綦江土货飞出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