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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位于梁平高新区的重庆都
粮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在查看挂面的
风干情况。这批挂面即将销往国外。

近年来，该公司依靠科技创新，将传
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有机结合，大大提高了
传统挂面的产量和质量，品质得到消费者
认可，在国内外超市供不应求。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刘辉

大足区农村水电站二O二五年度防汛安全“四个责任人”公示表

□ 新华社记者 柳昌林 吴燕霞

春日的重庆巴南区，空气中飘荡着火锅
的麻辣香气与赛场的激情呐喊。

3月16日晚，华熙LIVE·鱼洞体育馆内，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WTT）重庆冠军赛落
下帷幕。11日开赛以来，体育馆内超万名观
众“雄起”的助威声如潮水般经久不息。

馆外，一场名为“挥拍消费节”的全民狂
欢同步开启。球迷们坐在草坪上，捧着刚买
的麻花、鲜榨果汁，盯着大屏幕上直播的
WTT重庆冠军赛实况，时而屏息凝神，时而
欢呼雀跃。

“没抢到票也不遗憾，这儿有吃有喝还
能一起看球，巴适得很！”从哈尔滨专程赶来
的球迷张先生吃了一口麻辣拌粉，笑着对记
者说。

一场赛带火一座城。WTT重庆冠军赛
已是连续第二年在巴南举办，64名世界顶尖
选手的巅峰对决，让巴南成为全球乒乓迷的
关注焦点。6天赛事，场馆内座无虚席，场外
举办的消费节同样人潮涌动。

特许商品展区里，印着火锅、索道图案的
冰箱贴被抢购一空。小吃摊前，球迷们一边
吃着小吃，一边为屏幕直播中运动员的扣杀
尖叫。“第一次来巴南，没想到除了比赛，还能
买到这么有重庆特色的伴手礼！”陕西游客熊
女士抱着一盒融合巴南银针茶与非遗陶瓷的

“巴南礼盒”，满脸兴奋。
消费节现场展出的问界M9新能源汽车

旁，围满了观众。刚看完比赛的重庆球迷李
先生，正与销售顾问咨询购车补贴：“听说买
车可享巴南区最高2000元的购车消费补贴，
这趟看球说不定还能开辆新车回家！”这场由
政府补贴、商家让利联动的汽摩消费补贴活
动，将“赛事经济”的链条延伸至更广阔的消
费领域。

这样的热闹场景，隔不了多久就会在巴
南上演一次。巴南是巴国文化的发源地和传
承地，也是游客眼中“古镇、温泉、巴县老院
子、美丽乡村”的代名词。如今，这个长江之
滨的城区正以“赛事+文旅”的融合模式，悄
然重塑城市形象。

“我们依托高标准建设的产业融合发展

新地标‘华熙 LIVE·鱼洞’，打造国内具有影
响力的演出承办地、西南文体高地、文旅体商
融合消费高地，用演出和赛事为城市注入年
轻活力，让‘Z世代’在这里找到归属感。”巴
南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黄净说。

赛事的“流量”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
“留量”。在巴南万达广场旁的一家火锅店
里，老板王建军忙得脚不沾地：“这几天好多
外地口音的客人，说是来看比赛的，点名要最
辣的锅底。”他擦了擦汗笑道，“每年冠军赛期
间，我这儿的生意都很红火！”

“我们要让每一场活动都成为留住游客
的理由。”巴南区商务委员会主任李晓秋介
绍，今年有超百家商家入驻“挥拍消费节”，从
非遗手作到潮玩市集，从亲子娱乐到重庆特
色餐饮，直击年轻消费群体的喜好。

此外，巴南将文旅资源与赛事结合，推出
“跟着赛事去旅行”“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
市”等主题活动，吸引游客从赛场和演出场走
向景区。

巴南的火热不止于赛事。夜幕降临，华
熙 LIVE·鱼洞璀璨的灯光点亮了巴南夜空。

2024年，这里曾举办 41场演唱会，吸引了像
北京姑娘刘琳这样的“跨城追星族”。“去年我
飞了 4次重庆，看完演唱会顺便把巴滨路的
网红打卡点逛了个遍。”刘琳说。

演出活动的热度也延续到了今年。据了
解，2025年巴南区已审批在区举办的大型营业
性演出活动共计21场，截至目前已举办4场。

文旅深度融合让巴南的“老招牌”焕发新
光彩。在巴南丰盛古镇，茶馆老板陈师傅发
现，最近多了许多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他
们说是看完演唱会顺路来体验慢生活的，还
要我教他们用方言点菜。”

不少外地球迷在看完WTT重庆冠军赛
后，选择在巴南的南温泉住上一晚。“很多游客
慕名而来！他们白天看完精彩的比赛，晚上
来泡个温泉，十分惬意。”重庆南温泉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南泉公园温泉经理梁小琴介绍，景
区新增了高档酒店和多个特色温泉池，还定
期举办丰富的活动吸引游客前来旅游消费。

据统计，2024 年，巴南区接待游客
4269.55万人次，接待游客总花费 212.57亿
元，同比分别增长5.53%、12.73%。

“一场赛带火一座城”
——巴南区文旅体商融合共塑城市新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这些天，荣昌区广顺街道柳坝村党支部
书记邱富才正筹备着一件“大事”：为 614户
村民分红9.8万元。

钱虽不多，但鲜为人知的是，这 9.8万元
竟来自广顺街道场镇居民及柳坝村部分村民
每天生产、生活产生的污水。这些生活污水，
在 2024年为广顺街道的柳坝村、黄家冲村、
工农社区、天常村、高瓷村、李家坪村和沿河
村合计带来42万元产值。

生活污水是如何变废为宝的？事情要从
2014年说起。

企业用水需求量大
多方寻找低价水源

2014年，重庆唯美陶瓷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唯美陶瓷）入驻荣昌高新区广富组团。

“到 2020年年底，我们一期三条生产线
已全部投入运行，年产值达7.5亿元。”唯美陶
瓷办公室主任程鹏介绍，三条生产线满负荷
运转，每年用水量超过20万立方米，“我们通
常用两种方法来解决用水问题：一是收集雨
水，二是使用自来水。”

然而，收集雨水，供应量难以保证；使用
自来水成本太高，影响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因此，从 2020年开始，唯美陶瓷便想方设法
寻找低价工业用水水源。

不仅是唯美陶瓷，在荣昌高新区广富组
团，重庆恒隆陶瓷制品有限公司、重庆盛夏实
业有限公司等企业都有大量工业用水需求。

“前两年夏天高温干旱，周边几个村废弃

鱼塘里的水都被各家企业抽干了。”程鹏介
绍，濑溪河流经广顺街道，紧邻荣昌高新区广
富组团，许多企业也打过濑溪河的主意，“当
时，在柳坝村杨家湾附近的濑溪河畔就有一
个提水泵站，我们就想用这个提水泵站抽取
濑溪河河水。”

然而，濑溪河广顺街道段径流量小，企业
抽取濑溪河河水将会降低河流自净能力，对
生态环境造成破坏。

尾水水质符合用水标准
村企开启合作之路

守着濑溪河却不能抽取河水，企业生产
又急需用水，该怎么办？

2021年，在荣昌实施的“百企联百村行
动”中，唯美陶瓷与柳坝村成立了联建党
支部。

“我们在结对帮扶过程中了解到，柳坝村
建有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每天处理生活污
水3000多立方米。”程鹏说，这不正是企业苦
苦寻找的工业用水水源吗？

不过，程鹏也有顾虑：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
生活污水能不能符合企业的生产标准和需求？

“企业提出合作意向的时候，我们也很忐
忑，不晓得这水行不行。”邱富才介绍，广顺街
道污水处理厂于2011年12月建成投用，设计
污水处理能力为每天 3900立方米，“当时设
计的尾水排放标准为一级B标。”

2019年，广顺街道污水处理厂实施提标
改造，并新建了 45亩人工湿地，尾水排放标
准提升为一级A标，可用于工业及绿化用水。

“我们就把尾水采样拿去检测，检测结果

表明，水质完全符合公司工业用水标准。”程
鹏介绍，如果能够在此取水使用，不仅能减少
废水排放量，也能解决企业的用水问题。

2022年 2月 21日，柳坝村与唯美陶瓷签
订了“中水再利用供水项目”合作协议，正式
开启村企合作之路。

筹集资金建设供水站
解决企业用水需求

不过，项目的正式实施还面临着不少挑
战。“首先我们要在杨家湾人工湿地出水口的
位置修建一个蓄水池和一个提水泵站，此外
还要修建一条4公里左右的引水管道。”邱富
才介绍，仅修建蓄水池和提水泵站等，费用就
需要 190余万元，可柳坝村集体经济组织最
多只拿得出 64.49万元，“我就想发动村民入
股，有收益后给村民分红。”

在一个月内，总共有614户村民入股，筹
集资金608547.35元。

还有约70万元的缺口，怎么办？
“我们发动周边的黄家冲村、工农社区、

天常村、高瓷村、李家坪村和沿河村一起以村
集体资金入股。”广顺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最终黄家冲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20万元，工
农社区、天常村、高瓷村、李家坪村和沿河村
集体经济组织分别入股10万元。

随后，唯美陶瓷又出资34万元修建了引
水管道。

2023年 1月，杨家湾供水站正式投入运
行。截至目前，杨家湾供水站已向唯美陶瓷
供水近40万立方米。去年年底，杨家湾供水
站又开始向重庆恒隆陶瓷制品有限公司、重

庆盛夏实业有限公司供水。

生活污水资源化利用
实现多方共赢

“第一年产值就达到 39万元，去年达到
42万元，仅柳坝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的纯
利润就有16万元，预计今年产值将超过50万
元。”邱富才算了一笔账：企业使用尾水的价
格为每立方米2.2元，供水成本约为每立方米
0.7元，每月纯利润约为 3.5万元，“2023年按
比例给村民分红 8万元，去年分红 9.8万元，
这几天就分给大家。”

邱富才算着村里的收入账，程鹏则算着
企业的收支账。“二期项目上马后，我们现在
的年用水量约为 37万立方米。如果全部用
每吨 4.8元的自来水，用水成本接近 180万
元。”程鹏介绍，除去企业自身收集的雨水外，
目前唯美陶瓷每年使用杨家湾供水站的水量
约20万立方米，所需费用仅为50万元左右。

“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项目。”广顺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项目的实施既保护了生态环境，
又解决了企业的用水需求、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同时还发展壮大了村集体经济并带动村民增
收，“这个项目实现了生活污水的资源化利用，
可以说是让生活污水变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形
成了一套可复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模式。”

目前，荣昌高新区广富组团还有多家企
业有意向加入合作项目。

荣昌广顺街道创新模式开展村企合作

生活污水变废为宝 企业“解渴”村民增收

梁平

传统挂面销往国外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这次新增68亩用地，勘界全程没花一分钱！”近日，
城口县高燕镇重庆渝浙菌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胡安令
惊喜地发现，原本需要自费数万元的设施农业用地勘测
定界，如今由政府部门包揽。这与他 6年前返乡创业时
的经历形成鲜明对比——当时仅 15亩用地勘界和复垦
方案就花费了3万元，相当于初期投入的10%。

3月15日，记者从城口县获悉，这一变化源于该县实
施的设施农业用地办理“一件事”改革试点。自 2023年
试点以来，该县已累计为经营主体节省成本110万元，平
均审批周期缩短50%，备案率大幅提升。

数据显示，城口全县设施农业年均新增用地申请超
100宗，但过去的审批流程让创业者望而却步：申请设施
农业用地需辗转村委会、乡镇政府、规资局、林业局、银行
5个部门，至少需要往返跑动 4次；勘测定界需自费聘请
中介机构，每宗成本超过6000元。

城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坦言。2022
年调研显示，全县设施农业用地备案率仅 68.7%，大量
经营主体选择“未批先建”，导致后续监管难、土地纠纷
频发。

2023年，城口县以数字化改革为抓手，推出“一降二
减三提高”系统解决方案——

降成本方面，组建专业勘界队伍，配备 25套北斗卫
星测绘装备，将勘测定界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清单。双河
乡养殖户杨学友算过账：“去年建 800平方米的羊圈，勘
界费省下6800元。这笔钱可以多买10多只种羊。”

减负担层面，城口县开发“渝耕保”数字化平台，实现
预选址核查、在线申报、智能分析“三端协同”。重庆裕品
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通过手机端提交申请，系统自动比
对生态红线等 12类数据，3天就完成了石斛种植基地的
合规性审查。

提能效方面，该县突出“15日办结”承诺，建立多部
门线上会审机制。坪坝镇食用菌基地项目从申请到备案
仅用10个工作日，较以往提速60%。同时，构建“无人机
巡检+群众监督+网格员核查”立体监管体系，2023年违
法用地发生率下降42%。

在鸡鸣乡茶坪村，返乡青年詹同伟的智慧大棚里，新
安装的温湿度传感器正实时采集数据。“省下的1万多元
勘界费，全投入了数字化改造。”詹同伟说。

据统计，改革实施以来，城口县新增设施农业经营主
体 127家，带动就业 1100余人，土地集约利用率提升
25%。“零成本勘界”“智能选址”“云端联审”三项创新成
果，被纳入重庆市“政务·渝耕保”应用标准体系。

“改革仍在深化。”城口县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负责人
透露，今年城口将上线AI辅助设计系统，为经营主体提
供设施布局智能方案；拓展卫星遥感与无人机监测应用，
实现用地监管“每月一扫描”。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杨飞

近日，1000盒来自伊朗的藏红花经重庆海关所属渝
州海关快速验放，顺利通关。这是自《中国（重庆）自由贸
易试验区药食同源商品进口通关便利化改革试点方案
（试行）》（以下简称《方案》）印发以来，重庆企业进口的首
批食用药食同源商品，也是我国内陆地区首次落地该项
改革试点举措。

药食同源商品，顾名思义，是指兼具食用与药用双重
属性的商品，主要包含丁香、小茴香、黄芪等中药材。以
往这些商品只能以中药材名义进口，需要先向药监部门
申请办理《进口药品通关单》，且申请主体必须为药品企
业。此次《方案》落地后，试点企业只需提交商务部门出
具的《药食同源商品进口用途证明》，明确企业进口的中
药材为食用，并且符合海关关于进口食品的准入要求，即
可顺利通关。

据了解，重庆是“中国火锅之都”，制作火锅底料所用
原料，有不少来自海外，如来自东南亚的肉豆蔻、丁香、紫
苏籽，来自伊朗的藏红花等。

“这次通关非常快，综合成本也节省了不少。”该批藏
红花的进口公司负责人介绍说，藏红花等香辛料是重庆
火锅底料等特色食品提味增香的关键原料，也是药食同
源商品的主力军。目前，企业正在对接海外优质资源，计
划扩大小茴香、肉豆蔻等辛香料进口，“据测算，在试点政
策的支持下，预计每年可以节省成本超 30万元，效益非
常可观！”

“便利化不等于放松监管。”渝州海关副关长韩向成
介绍，为确保进口药食同源商品符合进口食品安全标准，
海关与商务委、药监局等部门加强联系配合，已联合构建
了“备案+证明+追溯”的全链条监管体系。下一步，重庆
海关将指导企业用好药食同源商品通关便利化改革政
策，满足重庆食品加工企业对这类商品的进口需求。

内陆地区首次落地！

“药食同源”通关助力
“重庆味道”香飘万里

城口推行设施农业用地审批“零成本”改革

两年为投资人省下110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