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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璧山报记者 冉杰

近年来，璧山区七塘镇以“新质生产力”为
核心，通过“人才培育+科技赋能+机制创新”三
轮驱动，让乡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在这
里，新质生产力不是高高在上的概念，而是化
作了田间地头的智能设备、返乡青年的创业梦
想、村民脸上的幸福笑容，一场以“新质生产力”
为笔的乡村振兴实践，正在青山绿水间描绘着
令人惊叹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培养乡村本土人才
激发乡村内生动力

产业兴旺是发展乡村振兴的基石，创新
的关键在人，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在于人才的
培养与引进，为破解乡村旅游人才瓶颈，推动
乡村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七塘镇与璧山职
教中心联合实施“文旅人才实验班”项目，每
年从新入学的旅游管理专业学生中选拔
30—50名优秀学生，采取“3+3+N”（三年中
职、三年高职、N年职业培养）的阶梯式培养
模式，重点提升学生在活动策划、产品包装、
宣传推广、项目执行等方面的专业技能。通
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搭建实践平台，将乡
村旅游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同时拓展
更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吸引人才在初级阶
段服务乡村旅游，保障人才供给，实现长效机
制，为乡村文旅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助力乡村
振兴战略实施。

在七塘镇将军村，一群年轻人正忙得热
火朝天——有人拿着对讲机调度观光车，有
人带着研学团讲解水稻种植，还有人在电脑
前设计旅游路线。他们都是从“文旅人才实
验班”走出来的学员，如今已成为该镇文旅产
业的“顶梁柱”。

杨洪曾的办公桌上总摆着两样东西：一
本翻旧的《乡村旅游运营手册》和一罐村民送
的腌辣椒。这个曾在璧山职教中心实验班系
统学习旅行社管理的姑娘，如今是花涧里文
旅公司的运营负责人。

“过去游客来了只能看看风景，现在咱们
能提供全套服务。”杨洪曾带着团队开发出

“四季七塘”主题线路：春天带游客赏花，夏天
组织稻田摸鱼比赛，秋天策划农事运动会，冬
天推出围炉煮茶体验。

“大家注意看这片大田，传统修田坎用的
是‘鱼鳞法’，既能保水土还能养泥鳅……”在
金黄的油菜花田中，陈博的讲解总能引来游
客阵阵惊叹。这个曾经腼腆的男生，如今被
游客称为“会走路的七塘百科”。为了打磨讲
解词，他曾连续三个月跟着老村长巡田，笔记

本上记满了“石坎垒砌十八法”“稻田养鱼三
诀窍”这样的土智慧。现在他的包里永远备
着三件“法宝”：给亲子团准备的节气农谚卡，
给摄影发烧友的“光影时刻表”，还有塞在侧
袋的应急姜糖——那是专门为听得入迷忘了
饭点的银发团游客准备的。

这些年轻人的故事，正在改变将军村的
文旅版图。曾经的“空心村”现在有了专业旅
游运营团队，百年老宅改造成沉浸式剧场，连
村口的停车场都变成了土特产集市。村民们
常说：“这些娃娃比我们更懂七塘的好。”

暮色渐浓，陈博送走了最后一批游客。
杨洪曾的电脑屏幕上闪烁着劳动节主题活动
的策划方案。这些年轻人的昼夜忙碌，正让
七塘镇的每寸土地都焕发出意想不到的价
值。“人才实验班最成功的，不是教会他们多
少知识，而是让这些孩子读懂了土地的语
言。”七塘镇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该镇已建立
包含100余名“土专家”“田秀才”的乡村人才
库，常住人口从1.4万增至1.7万，人才回流态
势明显。

用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以创新带动乡村振兴

高科技温室大棚、远程喷淋滴灌、无人机
飞防……在七塘镇喜观村，一座面积达 1000
余亩、以新质生产力为支撑的现代化农业基
地，为当地农民致富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动
能。如今，该基地每年可实现集体经济分红
30余万元。

据了解，在当地党委、政府的推动下，七
塘镇将零散的千亩草皮地整合为标准化生产
单元，引入农业科技企业构建“耕、种、管、收”
全链条智慧系统。

在露天蔬菜区，村民王素芬一边采摘生
菜，一边向记者感慨道，“以前种两亩地年收
入不过万元，现在当产业工人月薪就有3000
元左右，年底还能拿合作社分红，满意得很！”

在水稻田、玉米地、蔬菜地以及育苗大棚
里，都能看到一根黑色管道，这便是基地的自
动灌溉设备。不远处的高科技温室大棚里种
着番茄，即将迎来丰收。为确保挂果的甜度，
需精准控制日晒时长，大棚负责人廖大安每
天早上8点前往总控台，轻轻一按，棚顶的防
晒层就会自动收拢，他说：“我们的番茄大棚
共计400余亩，我一人就足以照看。”

此外，该基地现已建立育苗、堆肥、农业
培训、加工分选配送等多个中心。不仅让60
名农民转型为产业工人，更带动周边2000余
人参与产业链分工。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春风里，返乡创业的

硕士生李文婷通过创办智慧生态果园，用科
技创新赋能传统农业，在这个春天里吸引了
数以千计的参观者和游客。

2018年，乡村振兴战略启动后，在中国
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工作多年的李文婷，
毅然回到家乡七塘镇创办重庆橘为农业有限
公司，建设橘为智慧生态果园。

“当时看到家乡大片的坡地闲置，我就想
把这些适宜柑橘种植的土地充分利用起来。”
站在 300余亩的智慧生态果园里，李文婷回
忆道。“这个智慧生态果园，从品种到种植，全
是目前最先进的技术，在带动璧山的现代农
业发展中起到了示范作用。”

在创业过程中，李文婷始终坚持以新质
生产力推动乡村产业转型升级。她如数家珍
地介绍着果园的科技创新，“我们从品种选择
开始就注重科技含量，引进了中国农业科学
院柑桔研究所最新的金秋砂糖桔、阳光 1号
橘柚、无核沃柑等优质品种。”漫步果园，处处
可见科技的身影——有机肥改土的宽行窄株
栽培模式、智能化的水肥药一体化系统、实时
监控的物联网技术……

科技赋能让这片果园焕发出惊人活力，
但李文婷的抱负不止于此。截至目前，已有
300余户果农在她的指导下实现了增产增
收。“我要尽自己的努力，将新质生产力运用
到农业发展中。”李文婷指着远处正在试种的
新品种试验田说，“最近，果园又引进了阳光
一号桔柚、川津 5号等最新柑橘品种进行试
种，并探索新品种种植技术。”

智能AI解锁乡村文旅新体验
打造“有温度”的智慧乡村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新质生产
力正成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七塘镇以科技创新为驱动，将AI大模型、大数
据分析、智能推荐算法等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
融入乡村旅游，打造“七彩云雾花涧”智慧文旅
平台，探索出一条“科技+文旅+农业”融合发展
的新路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数智动能”。

据了解，七塘镇率先将智能AI大模型技
术接入“七彩云雾花涧”微信公众号，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重构“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服务
体系，为游客提供精准化、个性化、智慧化的
文旅新体验。

“带着父母孩子来七塘看油菜花，刚在公
众号问了一句‘适合老年人的轻松路线’，AI
马上就推荐了一条无障碍观景道。”在春意盎
然的云雾花田边，来自主城的游客张女士一
家正对照手机上的“三代同游”方案漫步。更
让她惊喜的是，这份由“七彩云雾花涧”公众

号生成的攻略，不仅标注了沿途的休憩亭，还
预订了柴火鸡午餐——这正是她家三代人最
爱的农家味道。AI技术的注入，让乡村焕发
出意想不到的活力。

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行程规划上，更重
塑了游客的体验方式。AI导游将“人找服
务”转变为“服务找人”。大学生王磊分享了
他的经历，“我说想看日落，AI不仅推荐了最
佳观景台，还根据当天的云量预测提醒我‘建
议 17：20前抵达，日落概率 87%’，甚至连附
近哪家农家乐的二楼露台视野最好都告诉我
了。”如此精准的服务，源于系统对本地场景
的深度学习和对游客反馈的持续优化。

在游客看不见的后台，AI带来的改变更
为深远。“今年油菜花盛开期间，通过AI分析
实时人流热力图，我们将 20%的游客引导至
新开发的观赏线路，既缓解了主景区的压力，
又带动了周边民宿的客流。”七塘镇相关负责
人介绍，“系统根据游客咨询的高频词汇‘土
鸡蛋’‘手工酱’，智能生成《七塘特产地图》，
促使当地农产品销量增长。”

为了让技术真正扎根乡土，七塘镇将继
续扩展人工智能技术在乡村文旅上的作用，
计划推出“AI农户成长计划”，教授村民使用
AI工具进行民宿管理、农产品直播等。建立
农产品智能推荐链，通过游客偏好反向指导
种植规划，试点“AI定制农田”模式。利用数
字技术对非遗传承进行复刻保护，训练能听
懂方言的AI管家……

“我们用AI搭建的，不是冰冷的服务机
器，而是城乡情感共鸣的桥梁——让技术读
懂土地的温度，让乡愁长出智能的翅膀。”七
塘镇相关负责人说。

在七塘镇的广袤田野上，新质生产力如
同一股清泉，浸润着这片充满希望的沃土。
从“文旅人才实验班”走出的年轻面孔正用创
意激活沉睡的乡愁，智慧果园里的科技之光
点亮传统农耕的未来，AI技术描绘的“有温
度”乡村图景让城乡对话焕发新机。这里正
在演绎着新时代的“田园牧歌”，见证着乡村
如何成为新质生产力蓬勃生长的沃土。

如今，七塘镇的农民不再只是土地的耕
耘者，更成为产业链上的“新农人”；游客不再
只是风景的过客，而是深度体验乡村魅力的

“参与者”；技术不再遥不可及，而是化作田间
地头的“好帮手”。这场以人才为笔、科技为
墨、创新为纸的实践，正书写着农业强、农村
美、农民富的生动答卷。

璧山：以新质生产力绘就乡村振兴“幸福图景”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现在手持社保卡，不仅可以办理社保业务，还能乘坐
公交车，到‘邮爱驿站’续水热饭、充电休息，真的很方便！”
日前，在巴南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示范社区——李家沱
街道五园湾社区做清洁钟点工的王兴明高兴地说。

据介绍，五园湾社保卡“一卡通”示范社区是巴南区
社保中心联合巴南邮政打造的社保卡综合便民服务社
区，通过丰富的应用场景，让社保卡更好地服务于社区生
活，也让社区实现“一卡通”功能全覆盖。

作为全区首个社保卡“一卡通”示范社区，五园湾社
区推出多项创新服务。通过“社邮合作”网点，实现29项
社保业务现场办理，20项人社业务帮办代办；建立“邮爱
驿站”，提供休息桌椅、茶水机、微波炉、电脑、手机充电
器、医药包等生活服务设施和便民物品，为社区居民和附
近劳动者提供休息场所；立足居民实际需求，建设智慧书
坊，实现社保卡刷卡进入阅读；打造社保卡专属“微商
圈”，通过满减和优惠券的形式，为居民使用社保卡消费
购物、缴纳水电气费等进行补贴。

此外，五园湾社区还积极开展“独居老人送关怀”“安心
敲门队”等主题活动，结合民政为社区居家的低保、特困等群
体提供上门服务，让社保卡“一卡通”功能进社区、进家门。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实习生 范传龙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国务院妇儿工委办公
室、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联合发布“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经验举措清单”，渝中区以“多措并举救助帮扶困境儿童”
的创新实践成为全市唯一入选案例。

这一荣誉背后，是渝中区通过部门协同、精准施策、社会
联动构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为困境儿童点亮了希望之光。

七星岗街道13岁的豪豪（化名）父亲早逝、与母亲相依
为命。一年前，豪豪被确诊为中度抑郁症，情绪极不稳定。

渝中区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探
访，从豪豪喜欢的羽毛球打开话题，逐渐让他敞开心扉。
随后，民政部门为其争取到某羽毛球训练基地40节免费
课程及运动装备，心理咨询师定期为其疏导情绪，社工鼓
励他参与“春行半山崖线”自然徒步活动。

大雨中，这个曾拒绝下楼的孩子坚持走完4公里全程，
还主动打电话给妈妈报平安。妈妈很激动：“他以前连丢垃
圾都不愿出门，现在会笑着说‘不能辜负帮助我的人’。”

近年来，渝中区组建服务队伍，对监护薄弱、失学辍学、
患病残疾等重点儿童“一人一档”建立成长记录册，去年累计
探访800余人次，提供心理调适、关爱疏导等服务600人次。

渝中区还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其中，比如，招募
“爱心妈妈”与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1+1”结对，联动
企业为困境儿童捐赠课程、床品、学习用品。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经验举措清单发布

渝中区救助帮扶困境儿童经验入选

巴南

打造首个社保卡“一卡通”示范社区

□ 新华社记者 赵佳乐

远望奉节，好像是有人将楼房、桥
梁、道路从空中抛向峡江，密集处成了县
城，零散处成了村庄。奉节贴合三峡起
伏的山势而建，山地面积约占总面积的
90%，仿佛是一座“挂在山上的城市”。

很多楼房建在不可思议的地方。
一些陡峭的山坡上，会突然耸起数十层
的楼房。为了帮助人们爬坡，城里修建
了数不清的梯坎。梯坎将山坡、楼房以
及穿插其中的道路相连，令奉节拥有一
种独特的立体感与层次感。

在步云街，这种感受尤为明显。步
云街名为街道，实则是夹在两排建筑之
间的长阶梯。白墙灰瓦的建筑，沿山势
逐渐升高，恢弘而整齐。

记者数着阶数沿陡峭的阶梯攀登，
约百个阶梯过后看到一条横向的平坦道
路，以为已经走完，抬头却看到前方还有
一望无际的阶梯。原来这里只是县城的

“第二层”，整条步云街将县城分成四层。
走到中间，记者已经气喘吁吁，无

力数数。但身边提着蔬菜的嬢嬢、担着
脐橙的摊贩仍似“闲庭信步”——当地
人早已习惯爬坡上坎，高差约百米的成

百上千个梯坎，也不在话下。
游览奉节县城，可谓一个不断攀登

的过程，仿佛进行一场登山探险。三峡
山峦起伏、沟壑纵横，变幻莫测的地形
为游客增添了不少趣味。

奉节散布着很多四通八达的小路，对
外地人来说，探索这些小路仿佛是在“开盲
盒”。这些路的尽头可能是几十米高的山
坡，可能是荒地中建起的口袋公园，也可能
是藏在楼宇间的特色小吃店。有时候，记
者上一秒钟还在平地上行走，转眼就置身
于一处十几层楼高的立交桥上。

奉节的建筑如此独特而醒目，与三
峡库区迁建密不可分。“奉节依照不远
离长江、不远离文化的原则敲定了新县
城的地址。”亲历县城搬迁的奉节县水
利局副局长郑夔介绍，受限于三峡库区
地形地貌，修建新县城时不能大挖大
填，奉节的建筑大都不破坏原有地形，
依山就势而建。

“最终，奉节成为了一座‘挂在山上
的城，浮在水上的城’。”郑夔说。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直至今日，
奉节还在不断探索各种“脑洞大开”的
城建解决方案，利用各种“魔幻”设施，
完善县城软硬环境。

在奉节一处寻常街道，记者转过一个
路口，突然遇到一座20多层楼高的高空天
桥。这座桥仿佛悬在空中，由结构简单但
稳定的框架支撑。由平地到高空的突然转
换，让人不禁双腿发软。这座桥连接了滨
江新城小区和对面的街道，对于生活在这
里的人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惠民桥。

“对面街道有大型菜市场以及各式
各样的店铺，可我们小区一楼和这条街
道有几十米的高差。如今有了这座高
空连廊，大家再也不用坐几站公交车绕
路去买东西。”当地居民高先生说。

高楼大厦和滔滔江水、重峦叠嶂无缝
衔接，奉节县城完美地融入到了三峡山水
画卷之中。其中，云雾中的夔门尤为迷人。

“夔门一推开，诗从天上来。”三峡
带给奉节的不仅是独特地貌和壮丽风
光，还有灿烂的诗词文化。三峡瞿塘峡
段是古代水路入川出蜀的必经之路，众
多文人墨客来往奉节，留下了不少脍炙
人口的诗篇。

在奉节，人们常常听到游客情不自
禁地朗诵“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
滚滚来”“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
日还”等诗句。诗中之情同眼前之景交
融穿越，是属于奉节的特殊浪漫。

□ 荣昌报记者 蒋坤红

乡村振兴，就业先行。近年来，荣
昌区持续助力有条件基础的镇街积极
盘活闲置资源、创新就业模式，崛起一
项项“小而美”的家门口就业民生工
程。一个个拔地而起的乡村“小车间”，
让宝妈族、银发族在家门口稳稳端上就
业饭碗，在顾家增收两不误中尽情享受
美好生活。

4月2日，古昌镇冲锋村党群服务中
心，30名村民忙碌地装配运动鞋带，大
家穿针、打结、码放，动作一气呵成。61
岁村民刘代素一边麻利装配一边感慨：

“年龄不是问题，手快就能多赚。我每
小时能完成 8双鞋带加工，日子过得充
实又有盼头！”

“我们采取‘集中+居家’双模式，村
民可选择来党群服务中心干活，也能直
接领材料回家加工，工作方式灵活，特
别受大家青睐。”该村综治专干刘元帅
介绍，这个由闲置阵地改造的就业点，
目前日均产量达1200双，带动村民月均

增收1000余元。
这样的场景在荣昌并非个例。
据统计，目前全区已建成社区作坊

68家，覆盖键盘组装、藤椅编织、线束加
工等 10余类产业。这些“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的社区工坊，让“指尖技艺”变
成“指尖经济”，成为600余宝妈族、银发
族等群体的就业港湾。

与古昌社区作坊有异曲同工之处
的，还有峰高街道的“零工之家”。

清晨送孙女上学，上午到“零工之
家”做工，下午操持家务……这是峰高
街道阳岩村村民赵训珍的新日常。

每天一到“零工之家”电子线束加
工台前，她就熟练进行穿线、卡扣、折
弯、缠胶、贴标等工序，每月增收 500余
元。“时间自由，离家就5分钟，空闲时间
就让柴米油盐钱有了着落，真正实现了
顾家挣钱都不耽误！”赵训珍的满意，道
出了当地40余名工友的心声。

“零工之家”，由峰高街道借助毗邻
荣昌高新区板桥园的优势，积极对接企
业“手工精细活”而创新打造，方便乡村

闲置劳动力免费学习技能、从事代加工
业务。

目前，该街道已在峨嵋社区、千秋村
等地，利用原村办公室、便民服务中心空
余场地等“闲置资源”设立“零工之家”站
点3个。“零工之家”与重庆正恒电子有限
公司等多家企业合作，承接20余种用于
电脑、手机、汽车等行业的电子产品线路
代加工业务，并通过“企业供单、站点派
单、村民接单”模式，累计带动180余名妇
女、困难群体就近就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零工之家”成
立党支部，以党建统领护航规范运行，
全方位保障“零工”权益，并逐步完善政
策咨询、劳动维权、就业培训等阵地与
制度，确保村民们工作之余享受到更多
贴心就业服务。

荣昌区人力社保局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该局将深化“企业+社区+农户”联
动机制，拓展更多“妈妈岗”“银发岗”，
让更多群众在乡村振兴路上“有活干、
有钱赚、有盼头”，为广大乡村群众幸福
生活“加码”。

荣昌：乡村“小车间”托起“就业梦”

奉节：挂在山上的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