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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毛双 特约通讯员
曾蕊）“我们在 5月 15日前，防治一代螟
虫，二代螟虫是在 6 月 15 日到 6 月底
……”3月 27日，大足区中敖镇举行春耕
生产现场会，以水稻育秧技术为核心，向
农户和村社干部展示和推广技术要点和
相关农机设备，为全年粮食丰收打下坚
实基础。

春耕生产现场会在中敖镇麻杨村举
行，种植户现场演示水稻育秧的流程，农
技推广人员向农户、村社干部等与会人
员，讲解育秧的技术要点和水稻生长环

节的注意事项，并展示了钵苗机、旋耕机
等有关农机设备。此外，现场会还演示
了玉米大豆复合带状种植技术要点。

据了解，中敖镇春播粮食作物主要有
水稻、玉米。其中，水稻种植面积 24563
亩，目前全镇水稻育秧工作已完成90%；
玉米种植10300亩，目前已完成85%。为
保障春耕生产，该镇以技术到田为抓手，
宣传推广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模式，开展
单产提升行动，为群众提供田间管理技术
服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员包村进行技
术指导，打通农技到田“最后一公里”。

中敖镇：

技术下田 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罗斌

3月 30日，由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
员会、丰都县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旅游让生
活更美好·从丰都出发”——2025年重庆春
季优质资源推介活动在丰都县举行。今年春
季，我市推出了涵盖赏花踏青、体育运动等
200多项春季主题文旅活动，以及100余项惠
民活动、十大春游线路。

据介绍，在一系列活动中，市文化旅游委
精心策划了三大主题项目，让游客到重庆一
路生花、满程欢歌：

一是“春光烂漫·悦鉴重庆”旅游精品。
全市将推出丰都名山、武隆仙女山、酉阳桃花
源、巫溪红池坝、南山植物园、园博园、潼南陈
抟故里油菜花景区、垫江恺之峰旅游区等踏
春赏花目的地，推广春花观赏之旅、乡村寻春
之旅、温泉养生之旅等十大春游线路，让游客
在春色满园的景致间，邂逅春日限定浪漫。

二是“花漾春天·相约重庆”主题活动，让

游客在追风拾野中，与春天热情相拥。如：
2025年垫江牡丹文化节、第十三届大足石刻
国际旅游文化节、荣昌区蟠桃采摘季，以及统
景李花观赏季、江津樱花季、长寿湖郁金香
季、南川杜鹃花季、“红池坝”高山杜鹃花季、
万州李花季等，等你赏花采摘、踏青露营。“赛
事+旅游”“非遗+旅游”的搭配也是今年春季
的“热门”玩法。重庆市“跟着赛事去旅行”体
育赛事进景区系列活动、2025年中国大巴
山·城口徒步活动、2025年三峡橘乡田园马
拉松等体育赛事活动近20场，綦江区东溪古
镇第四届国潮嘉年华、涪陵区三腌三榨非遗
体验季等非遗专场活动 10余场。2025荣昌
区金血橙丰收季、梁平 2025明月山·百里竹
海第九届采笋季、2025年北碚歇马（文凤）第
五届彩云乡村赏桃花活动等农旅融合活动，
为全面提升特色产业，高效赋能农旅发展提
供了新思路。

三是“拈花拾趣·潮玩重庆”惠民消费。
市文化旅游委联合文旅经营主体推出门票赠

送、折扣优惠等惠民举措100余项，开展第十
届重庆文化旅游惠民消费季（春夏）、“渝味
360碗”动态评选等活动，积极培育文旅消费
新热点。其中，武隆4月1日至4月30日推出
对四川籍、重庆籍、湖北籍、贵州籍、湖南籍、
陕西籍游客，推出49.9元/张的门票套票优惠
政策；云阳推出针对本县游客享受龙缸景区、
张飞庙景区、恐龙化石遗址馆首道门票五折
优惠政策；石柱县推出大风堡景区、千野草场
景区、毕兹卡景区、秘境黄水景区、广寒宫景
区4月30日前门票9.9元优惠。

此外，在演出市场方面，我市各大文艺场
馆、演艺新空间在今年春季聚焦演唱会、舞台
剧、戏曲艺术、旅游演艺等特色演出，汇聚各类
中外演艺资源，策划推出众多演艺活动。《重庆
1949》《极限快乐 2》等重庆驻演品牌天天上
演，儿童剧《冰雪奇缘之艾莎的秘密》、大型魔
术秀《大魔术师》、舞台剧《太白金星有点烦》、
时代峰峻无限音乐会·极限、永恒乐队“见证
Beyond追忆家驹·爱与和平”演唱会等演出将

陆续上演，掀起重庆春季演出市场热潮。
同时，重庆正广泛征集“重庆文旅宣传品

牌口号”，邀请大家共同参与，一语道出重庆
之美。

此次活动中，2025丰都庙会也同期开
幕。今年的丰都庙会沿袭“逛丰都庙会・结
三生情缘”主题，精心策划了“丰景”惠民、“丰
俗”展示、“丰采”生辉、“丰味”品鉴4个篇章共
18项活动，亮点纷呈。今年的庙会巡游全面
迭代升级，将打造大型街头实景演艺场景，巴
风祈福、夜间巡游、街头狂欢轮番上演。威亚
表演、冷焰龙、电子孔明灯等现代元素的引入，
将为游客带来一场穿越古今的沉浸式奇幻体
验。同时，趣游名山项目全新上线，“礼遇名
山”文创店、长生咖啡馆、福街簋市等特色场所
将一一亮相。由2008 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
特效团队打造的冷焰火天梯星空大秀也将震
撼登场。同时，火爆出圈的 “村超” 足球
赛，以及京剧秀、非遗秀、嗨歌秀、服装秀、科技
秀等精彩活动，都将让游客目不暇接。

来重庆一路生花

我市推出200余项春季主题文旅活动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3月 28日，记者从《重庆市提质全域“无
废城市”建设方案（2024—2027年）》（以下简
称《方案》）解读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方案》
明确提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目标，将实施
十大行动 31项工作任务，到 2027年实现全
市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超过 75%，原生
生活垃圾零填埋全焚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
量占比稳中有降，累计建设“无废细胞”5000
个以上。

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郑阳华介绍，“无废
城市”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推动形成
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持续推进固体废
物源头减量和资源化利用，最大限度减少填

埋量，实现固体废物源头产生量减少、资源化
利用率提高。

2022年以来，我市在全国率先启动全域
“无废城市”建设，并与四川省实施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无废城市”共建，已初步形成跨
区域共建示范引领。

在此基础上，《方案》明确提出提质建设
全域“无废城市”的目标，到2027年，实现“无
废城市”建设总体水平全国领先，川渝“无废
城市”共建引领示范，全市大宗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率超过 75%，原生生活垃圾保持零填埋

全焚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
累计建设“无废细胞”5000个以上。

“无废细胞”是指践行“无废城市”理念，
采取有效技术、工程和管理措施，推广绿色生
产生活方式，培育固体废物源头减量、资源化
利用和无害化处置的社会生产生活各类组成
单元，比如机关、企事业单位、学校、酒店、商
场、景区、社区等等。

“无废细胞”建设，能让公众在日常工作、
学习和生活中切实参与到废物减量化、资源
化和无害化行动中，增强公众环保责任意识，

促进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生产方式和简约适
度、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为此，我市将开展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
用、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建筑垃圾全链条治
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降低危废填埋处
置占比、“新三样”（废动力电池、废光伏组件
及风机叶片）固废环境监管、“废库品重新”
（危险废物、尾矿库、危险化学品、重金属、新
污染物）风险防控、“巴渝治废”数字化建设、
川渝“无废城市”共建、“无废城市”全民体系
建设等十大行动，涉及31项工作任务。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3月28日，在大足区季家镇
妙高山摩崖造像景区，施工人员正在紧张作业，对岩体裂
缝进行灌浆加固，有序推进妙高山摩崖造像抢救性保护
工程。目前施工方已经完成了一大半的工程项目，预计
今年9月初全部完工。

季家镇妙高山摩崖造像是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的
组成部分，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最突出的特色
是三教合一，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由于受水患、风吹日
晒等自然因素影响，它所在的崖体存在开裂、下沉等安全
隐患，影响文物整体的安全。

经由国家文物局批准立项，妙高山摩崖造像抢救性
保护工程于 2023年 9月 4日正式开工实施，工程为期两
年，主要施工内容包括妙高山摩崖造像的洞窟及崖壁危
岩体加固、泥岩团块的砂岩层加固、洞窟顶板加固、裂隙
渗水及地表面流治理等。

记者看到，施工现场搭建了巨大的脚手架，工人站在
脚手架上，向石刻所在山体的缝隙灌入水泥浆，以此堵住
渗水通道来稳固山体。岩体顶部也进行了防渗水处理，
避免渗水日积月累侵蚀山体。工人正在操作挖掘机平整
土地，接下来将修建文保人员办公用房等基础设施，提升
景区整体环境。季家镇文化岗位工作人员到现场例行巡
查，了解施工进展，并提醒周边群众不要进入现场围观，
以避免出现安全事故。

“整个工程实施期间，季家镇严格履行属地管理责
任，加强日常安全巡查，为施工提供要素保障，确保工程
如期完成。”季家镇文物保护干部王丹表示。

妙高山摩崖造像
保护工程实施过大半

重庆提质建设全域“无废城市”
实施十大行动、建设超5000个“无废细胞”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 欧柚希）春水初涨，田畴
染绿。3月26日，大足区龙石镇2025年春耕生产现
场会在万福村“稻+”生态种养示范基地举行。全镇
相关负责人、种粮大户及农业合作社代表齐聚一
堂、深入田间，共同观摩“稻+”生态综合种养模式，
共探稳粮增收新路径，绘就“一田多收”生态画卷。

上午9时，晨雾尚未散尽，田间已是一派繁忙
景象：有的挥锄翻地，有的弯腰播种，有的铺设地
膜，还有的农户在水田里收小龙虾，吆喝声此起彼
伏。镇上的农技专家现场为大家演示“水稻垄作+
鱼沟开挖”技术要领：“每亩稻田开挖15%面积的环
形沟，既保证鱼类活动空间，又不影响水稻生长。”

“要让‘百斤渔、千斤粮、万元钱’成为现
实！”龙石镇党委副书记范才秀在现场推进会上
宣布，2025年全镇7个村实施约2.4万亩高标准
农田改造，新建 2-3个“稻+”示范集体，打造具
有龙石特色的专业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致
富。同时配套政策也将同步落地，对连片发展
的种养户，将给予一定的生态补贴。

据悉，近年来龙石镇积极探索“以稻带渔、
以渔促稻”模式、已发展“稻+”产业 8000亩，其
中大户 25户，散户 1000余户，亩产粮食达 1230
斤，年产值达 4500万元，是全镇实现乡村振兴、
助农增收的主导产业。

龙石镇：

春耕现场会聚焦“稻+”生态种养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实习生 赵元
元 文/图）3月27日，大足区万古镇春耕生产
现场会在玉清村二组（叶家坝）举行，田间地
头绘出别样春耕图景。

活动现场，各类先进农机具和优质农资
产品集中展示，成为春耕生产的“硬核”担当。
水稻田里机声隆隆，一台台智能农机大显身
手：旋耕耙田机按照设定路线作业，翻起阵阵
泥浆；大疆T60农业无人机来回掠过，下起“种
子雨”……在春耕现场会的田间地头，一大批
新农具闪亮登场，吸引了不少人围观。

“我们的无人机最大装载量是130斤，它
的主要功能是播种、施肥、打药。每天的作业
面积达到 150亩至 200亩。”操作农业无人机
的是大足区有益农机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谢
易霖，据他介绍，近段时间公司无人机播种水
稻订单剧增，现有7台无人机在外作业。

不到5分钟，一亩水田就被播种完毕，这
样的播种速度让 57岁的农户宋文刚感叹不
已：“以前我们种田，一人一天最多才种一亩，
现在有了无人机，速度太快了，我们的效益就
有保障了！”

据了解，此次活动以“科技助力春耕，智慧
赋能农业”为主题，集中展示了现代农机装备、
高效种植技术和绿色农业模式，吸引了重庆市

友益农机专业合作社、重庆仓田圈圈、水稻种
植大户、稻虾综合种养业主等多家单位及农业
从业者参与，共同奏响春耕生产“进行曲”。

万古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现场会通
过“展示+实操+培训”的形式，推广农业新
技术、新模式，为全年粮食丰收开好头、起好

步。下一步，万古镇将加大农机补贴政策落
实力度，推动现代农业技术普及，助力乡村
振兴。

万古镇：

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

无
人
机
正
在
演
示
精
准
施
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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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浙江嘉兴一家即将开业的商场“胖都来”因被
疑擦边河南许昌颇具知名度和美誉度的零售商超“胖东
来”而引发热议。

相距千里之远的两个商家，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八竿
子打不着，生意各做各，嘉兴的商家为什么在取名上偏偏
要去蹭“胖东来”的流量呢？

据报道，即将在4月15日开业的“胖都来”在筹备期
间，老板就前往胖东来学习考察，对胖东来的经营管理佩
服得五体投地，要求企业向其看齐，巧的是嘉兴老板姓

“都”，于是取名“胖都来”。
作为零售商超天花板的“胖东来”认为，“胖都来”取

名有蹭热度的嫌疑，会有法务进行评估，若涉及侵权会发
律师函要求整改。

成立近30年的胖东来商超，凭借赶超景区的火爆人
气频频出圈，被广大网民称为“没有淡季的6A级景区”。
从商超变“景点”，胖东来依靠其优质的商品、贴心的服务
打动无数顾客，连不少外地游客到许昌旅游，都会情不自
禁去打卡。

明眼人一看便知，嘉兴的商超老板取名“胖都来”不
就是想在商标品名近似上揩油“胖东来”吗？

“胖都来”也许至今没有搞明白一件事，如此火爆的
“胖东来”为什么不在全国开连锁店呢？

来看看的胖东来的三条“生意经”：
一是对员工“好得要死”。别的商超是给员工发工

资，胖东来却直接给员工分利润。这一招，把职工利益和
企业效益紧紧捆在一起。在胖东来，保洁员月薪可达
7000多元，店长年薪可超100万元，员工都有年休假，40
天起步，还不许多加班。

二是“死磕”商品品质。胖东来的货架永远放着最新
鲜的菜：凌晨摘的黄瓜还带着露水，鱼儿活蹦乱跳。价格
比别家低一大截：自建300亩蔬菜基地，包下整条渔船供
海鲜。商品成本精打细算，连购物袋的价格都算到了小
数点后两位。

三是把顾客当“真爱宝贝”。去胖东来购物，买西瓜，
送勺子；买海鲜，给沥水；要退货，马上办……下雨天，员
工撑伞送顾客到停车场。露天电动车座，全都给顾客套
上塑料袋。网友说：“胖东来的服务比亲妈还好”。

仅仅这三条胖东来的“经验”，难道是一个擦边取名
就可以做到的吗？

胖东来爆火后，动员其老板于东来向外扩张的前后
脚不知有多少拨。可他为啥打死都不推广呢？

一是钱袋子遭不住。在许昌，2000元月租能租店100
平方米。如果到一线城市，估计得翻20倍左右。员工工
资若按一线城市给付，人力成本会吃掉利润一大半。

二是“原创经验”不灵。胖东来老板于东来喜欢到一
线耳闻目睹，每天巡店，能叫出一半员工的小名。公司发
红包，他亲自装信封。一旦跨省越市，经理能凌晨三点检
查蔬菜吗？不敢想象。

三是水土不服会“生病”。在许昌，大爷大妈认准“买
贵退差价”，有事到店里好商量。到了大城市，年轻人可
能嫌退货麻烦把你晒到网上。胖东来本地可控制蔬菜

“12小时上架”，在大城市，这样做成本就受不了。
胖东来的成功，打破了当下人们固有的两条认知：一

是“实体店死的多活的少”，二是“做大才能做强”。
“胖都来”取名蹭热度“胖东来”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能

不能提供顾客认可的优质商品和服务才是王道。学“胖东
来”也不在取名上下功夫，讲究形似更
要神似，叫什么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
深耕脚下那一片土地，把商超做出人无
我有、人有我优的特色和成效，你是不
是“胖都来”，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

3月 30日，记者从重庆市发展改革委获悉，近
日，《重庆市 2025年重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
正式印发，15件重点民生实事涵盖住房、交通、教
育、医疗、环境等多个领域，桩桩件件都与市民生活
息息相关。

在住房与社区环境优化方面，新开工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 1227个、3011万平方米，老旧住宅更新改
造和加装电梯4000部，完成电动车充电端口设施建
设 20000个以上；建设 100个口袋公园、10座体育公
园，让市民享受更多绿色空间；打造 14个“15分钟
高品质生活服务圈” ，启动 50个城市社区嵌入式
服务设施试点，建设“渝邻汇”社区综合服务体 20
个，建成公共文化新空间 70个，提升生活便捷度与
品质。

在交通出行优化方面，开展中心城区缓堵促畅
行动，启动 160个项目、完工投用 140个项目，对 60
处交通堵乱点开展分类治理；新增及优化调整公交
线路不少于60条，新增小巷公交等微循环线路不少
于10条，提升公交出行便捷度。

在公共服务提升方面，开展中小学教师心理健
康教育等级培训认证1.5万名以上，建立中小学心理
健康工作基地 80所以上，为 200万名以上学生开展
心理健康测评；新增残疾人就业 2000人，实施困难
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 2000户等；开展 24个

“渝好空间”妇女儿童综合服务体项目建设；开展“假
期公益托管营”行动，开设寒、暑假期公益托管点位
1000个以上；对100所学校、50家医院周边环境进行
整体提升。 （下转3版）

“胖都来”擦边
“胖东来”有啥意义

□ 罗义华

2025年重庆15件重点民生实事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