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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时报记者 应凤林 陈敏

近年来，万州通过聚力促进柑橘全环节
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坚持标准引
领、科技创新、强化品牌打造，形成了万州玫
瑰香橙、万州古红桔、万州青柠檬等柑橘产业
41万亩，年产量54万吨，年产值超50亿元。

眼下正是柑橘丰收的好时节。走进位于
甘宁镇的豪田玫瑰香橙采摘园，漫山遍野的
柑橘树上缀满了黄澄澄的果实，一幅绚烂的
丰收画卷映入眼帘。

村民们正在忙着采收柑橘，大家分工协
作，麻利地将果实摘下，放进塑料筐里。忙碌
的身影在果园里穿梭着，果园里一派忙碌的
景象。“目前已采摘过半，今年预计产量在
130万公斤左右。”豪田果园基地负责人周艳
香说，柑橘产业发展带动了附近村民增收，每

天有二三十人参与采收。
“在这儿摘柑橘，一天50元，离家近也能

补贴点家用。”甘宁镇永胜村村民张德琼说道。
说话间，一辆满载柑橘的“小火车”向果

园分拣处驶去。在果园分拣处，村民们正忙
着分拣、打包、装车。“目前的销售主要通过线
上线下两个渠道进行，我们也在积极与万州
本地加工厂对接合作，不断提升柑橘的附加
值。”周艳香介绍。

鲜果可食，果肉做榨汁，橘皮制作陈皮，
还可从柑橘中提取果胶、类黄酮、精油等功能
成分……在万州，一颗颗金灿灿的小果子正
发挥着大价值。

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万州的柑橘产
业链正在不断完善。走进位于高峰街道的重
庆华橙兴果汁有限公司内，清洗、拣选、磨油、
分级、榨汁……柑橘在这里开启一段别样的

旅程。从数字化智能分选线上精选出来的柑
橘鲜果，除了可封装精美包装鲜销全国以外，
还可直接进入精深加工车间，变成 NFC原
汁、浓缩汁、橙茸、精油等系列精深加工产品。

“这几台榨汁机是加工环节中的关键设
备，它是‘杯式榨汁机’，每台杯式榨汁机含四
通道处理口，可实现汁、皮、囊籽、油一次性分
离，它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而且出汁率高，
果汁苦味低，口味佳，品质高。”重庆华橙兴果
汁有限公司总经理唐林告诉记者，在此基础
上，采用的是NFC非浓缩还原加工技术，对
工艺的要求非常严苛，生产的“玫瑰香橙NFC
纯橙汁”不加糖、不加水、不加任何添加剂。

目前，该公司可以根据市场需求，对柑、
橘、橙、柠檬等不同品种选择相应的加工方
式，这将助力万州柑橘加工走出一条专业化、
精细化、智能化发展之路。

近年来，万州区通过聚力促进柑橘全环
节提升、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合，坚持标准引
领、科技创新、强化品牌打造，形成了万州玫瑰
香橙、万州古红桔、万州青柠檬等柑橘产业41
万亩，年产量54万吨，年产值超50亿元。

“我们不断完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培育
机制，推动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业集群发展。
柑橘产业作为我们的特色产业之一，已经取
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以来，万州连续六年
举办三峡柑橘产销对接活动，协同库区10余
个区县合力抱团，实现销售量327万吨、销售
额168亿元。”万州区经济作物中心副主任何
锦辉介绍，接下来，将继续加大投入，采取“引
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推介，开
展立体宣传，引领万州柑橘打通国内外的销
售市场，提升其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扩大万
州柑橘的市场占有量和影响力。

□ 渝北时报记者 杨荟琳

渝北区成功完成重庆市农村黑臭水体清
零区创建；2024年全区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为 311天、较 2023年增加 11天，未出现重
污染天气；连续 9年未发生一般及以上突发
环境事件……

翻开去年渝北的“环境账单”，一组组数
据扎实亮眼，一项项措施铿锵有力，推动着这
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也推动着百姓的生态
环境幸福感不断攀升。

今年，渝北将继续向美而行，锚定生态环
境保护核心任务，以创新之姿全面开启绿色
发展新征程、攻坚克难 2025，努力让蓝天白
云成为常态，绿水青山随处可见，山川河流更
加多姿多彩。

精治污染绘就生态“高颜值”

“渝北的环境真的越来越好，怎么拍都是
最美的天空底色。”喜欢用镜头记录城市发展
变化的摄影爱好者朱先生翻看自己这几年拍
摄的照片，感叹地说。

朱先生感叹的背后，是渝北区孜孜不倦、
科学精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默默付
出。2025年，为了继续守护这份“美”，渝北
区将紧握一体化推进“九治”这一抓手，围绕
美丽重庆建设重点目标任务，重点在治气、治
水、“无废城市”建设等方面趟深水、下苦功、
打硬仗。

为此，全区将聚“气”攻坚保蓝天，以重点
区域为核心覆盖全区，密切联动城管、公安、
住建、国有公司、属地镇街等，建立问题台账
逐个研判、逐个整治、逐个销号，拿出“钉钉
子”精神和“绣花功夫”，微克必争、微克必抠，
全力抢优良、降浓度，为提升全市空气质量贡
献渝北力量。聚焦“水”治解难题，以推动城
镇污水管网治理和污水处理设施提档升级为
重点，加强农村污水处理设施改造，全面推进

专业公司运维，促进厂网一体化管理，逐步解
决老大难问题。深化“无废”护生态，开展建
筑垃圾专项治理，普及降噪材料和设施设备，
减少噪音扰民，降低投诉量；以“绿盾”行动为
抓手，加强自然生态保护。

赋能绿色铺就发展“新赛道”

保护环境和发展经济是有机统一、相辅
相成的。渝北一直以来都在探索一条以生态
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放眼渝北，绿色已经成为发展的底色，也
是渝北区的核心竞争力之一。2025年，渝北
区将依托国家“两山”实践创新基地建设，坚
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有机统一，为
绿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为此，全区将统筹保护发展，共筑绿色根
基，实施“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立
环境保护、经济发展框架，执行好产业政策和
园区规划环评，把好建设项目准入关，为高质
量发展“明底线”“划边框”“增绿添金”，用好
用活存量环境容量，与毗邻区联防联控联治，
以高水平保护不断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开
源节流，汇聚环保力量，围绕农村生活污水管
控率低、园区污水处理基础设施薄弱等突出
生态环境问题，积极做好项目包装、资金争
取、EOD模式推进工作，为属地政府绿色发
展贡献环保力量。同时，抓好服务监管，护航
重点项目，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服务企
业水平，支持长安渝北工厂置换项目、轨道十
五号线建设项目等市、区重点工程作落实落
地，并对触碰法律底线、严重破坏环境的违法
行为敢于执法亮剑，防止重特大突发环境事
件发生。

创新示范打造美丽“新样板”

如果你前往铜锣山矿山公园，那你一定
会被这里的美景深深吸引。站在高处向下俯

瞰，矿山绝壁高耸，绝壁之下一个个矿坑宛如
一颗颗“珍珠”镶嵌其中，碧水静谧、晶莹剔
透，仿佛走进人间仙境。而“铜锣山矿区生态
修复项目”也在去年成功入选联合国“生态恢
复十年”优秀案例，获此殊荣的，全国仅3个。

新的一年，新的起点。渝北区将坚定不
移地把生态创建作为工作重点，培育具有国
际竞争力的“生态样板”，打造具有全国辨识
度生态保护案例，梯次发展具有全市竞争力
的渝北典型，推动区域生态环境迈向更高水
平。为此，渝北区将巩固示范创建成效，始终
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与国家“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的荣誉作为
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指引，2025年渝北
区将集中力量做好“两山”年度评估和生态文
明示范区复核工作，确保顺利通过验收。

渝北是为数不多的同时获得全国模范城
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两山”
实践基地称号的城区，接下来，渝北区将乘势
而上，深入分析自身优势与不足，依托重庆市
美丽河湖御临河渝北区段，重庆市“两山”实
践基地仙桃国际大数据谷等，创新一批在生
态环保领域可复制、可推广的渝北模式，力争
评先推优至国家层面展示渝北形象。加大示
范细胞建设，进一步鼓励区内“无废城市”“宁
静小区”“美丽河湖”等生态示范细胞创建，梳
理各类创建指标，有针对、有重点、有特色地
建设，筑牢美丽重庆建设基础。

渝北奏响绿色发展最强音

铜锣山矿山公园。渝北时报记者 胡瑾 摄

万州：一枚柑橘串起亿级产业链 □ 璧山报记者 曾清龙 文/图

2月 20日，鸟瞰合璧津高速丁家南枢纽，四通八达。
该枢纽主要用于与九永高速之间进行交通转换，也是合
璧津高速在建段施工工期最长、技术最复杂、施工难度最
大的节点工程。

合璧津高速全长约95.897公里，起于与三环铜合高速
交叉形成的城南枢纽互通，终点为江津慈云镇刁家接江习
高速。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合璧津高速起点至大兴互通
段于2022年12月30日建成通车，江津段于2024年1月26
日建成通车，只剩最后一段璧山段，即璧山西至油溪枢纽
段、全长36.44公里。目前，合璧津高速公路璧山段路面沥
青摊铺工程全面完工，进入通车前的收尾阶段。

“今年合璧津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后，从璧山至合川将
少绕行35公里，从璧山至江津将少绕行30公里。”中铁建
重庆投资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高速将串联起九永高
速、成渝高速、渝蓉高速、渝遂高速等多条射线高速公
路。这对沿线居民来说，驾车可以实现高速公路快速衔
接转换，有利于推动渝西地区交通一体化。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近日，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冻库正式开仓运营。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首个内陆无水港冻库，它不仅是重
庆无水港完善功能布局、提升综合服务水平的重大突破，
更是助推西部陆海新通道进一步深化集散分拨中心建
设、促进产业链供应链升级的重要举措。

据介绍，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冻库位于重庆市沙
坪坝国际物流枢纽园区，紧邻团结村中心站，建设面积约
2.5万平方米，总库容量超万余吨。冻库规划有冷冻间、
冷藏间等多种温区，并配备有智慧仓储管理系统，可满足
冷链产品的多样存储需求。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智能化
冻库的建成投用是重庆无水港服务功能的迭代升级，可为
客户提供冻品仓储、取货配送、金融贸易等多位为一体的

“一站式”服务。该冻库投入运营后，来自东盟地区的海鲜、
水果等冷链产品，可以通过陆海新通道冷链班列，快速转运
至无水港冻库，再将这些货物分拨至国内各地；而来自西北
和重庆本地的特色冷链货物，同样能够集结至无水港冻库，
再通过冷链班列向南出海，实现“全球买”和“全球卖”。

下一步，重庆无水港将以此次冻库开仓为契机，深化
与上下游伙伴的合作，深挖区域优质货源，打造覆盖仓
储、运输、配送的一体化冷链生态圈。同时，拓展服务网
络，探索冷链从沿海港口运抵重庆进入无水港冻库的模
式，全面提升冷链综合服务能力，以实际行动助力通道高
质量发展和重庆“六区一高地”建设，更好地引领带动内
陆地区高水平对外开放。

陆海新通道重庆无水港冻库正式开仓

合璧津高速璧山段路面摊铺完工

鸟瞰合璧津高速丁家南枢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