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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日报记者 高柔 田果

4月的梁平，阳光和煦，春意盎然。
走进梁平高新区，施工现场机械轰鸣、企

业车间生产忙碌；在梁平区政务服务中心大
厅内，办事窗口高效运转，工作人员热情服务
企业……一幅政企同心谱写民营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画卷正在都梁大地徐徐铺展。

近年来，梁平加快建设市场化、法治化、
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以解决企业所思所想
所盼为出发点，以企业是否满意为评价标准，
强化整体协同、精准服务，持续打造营商环境

“金名片”，为梁平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强劲动能。

“我们的项目从签约到投产仅用1个月，
所有的证件办理都很便捷高效，3天之内就
全部完成了。”提及梁平的服务效率，重庆洲
河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骏连连点
赞，企业自有意向在梁平发展低空经济产业

以来，相关部门全程提供咨询服务，为企业拓
展业务节省了宝贵时间。

重庆洲河航空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主要以
“无人机+AI”融合应用模式，为消防、林业、
治安等行业带来智能化场景应用服务。4月
14日，记者见到罗骏时，他正忙着筹备开业
典礼，该项目落地能跑出如此快的“加速度”，
离不开梁平的高效服务。

“梁平区政务服务办致力于为民营企业
提供全方位、高效便捷的服务，通过推行‘一
网通办’平台，简化审批流程、优化政务服务
环境，降低企业运营成本。”梁平区政务服务
办党组书记、主任罗世贵介绍，同时，提供帮
办代办服务，及时响应企业需求，提供政策解
读与咨询指导，助力民营企业把握政策机遇，
解决发展难题，激发民营经济活力，推动民营

企业持续健康发展。
此外，梁平区政务服务办着力打造“梁家

人·为您办”梁平政务服务品牌，聚焦高频事
项和“关键小事”，以企业视角摸清服务诉求，
实现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的持续转
变。据统计，一季度梁平区政务服务办共办
理“高效办成一件事”3403件。

栽下梧桐树，自有凤凰来。据梁平区市场
监管局数据显示，梁平民营经营主体已有1.4
万余户，其中今年新增民营经营主体200余户。

哪里营商环境好，企业就往哪里走。梁
平区市场监管局局长罗春介绍：“我们通过解
决企业准入、准营、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办
事难题，已实现开办企业相关办理事项‘一网
通办’，企业开办全环节‘指尖办’，手机端和
电脑端‘融合办’，印章、税务等事项‘分时

办’，目前梁平区企业设立登记‘一日办结率’
达到99.96%。”

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活力源，是
区域经济发展的主力军。营商环境好，企业
才能留得住。近年来，梁平先后出台《支持个
体工商户和中小微企业发展十二条措施》《梁
平区支持企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梁平区
支持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十条激励措施》等，
以“真金白银”惠企、援企、稳企，进一步助推
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

如今，梁平已有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12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2家、
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80家。梁平民营经济从
小到大、从弱到强，现已成为富民之本、活力
之源，努力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重庆篇章贡
献梁平民营经济力量。

□ 重庆日报记者 郑家艳 左黎韵

“终于又在歇马场见到了马！”4月14日，
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村 80多岁的村民汪兴
体笑着对记者说。

歇马地处北碚、璧山、沙坪坝三区交界
处，中梁山脚下的一片平坦的槽谷地带。古
时，这里曾是商旅往来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
的马帮在此停歇休整，歇马也因此而得名。

虽然汪兴体是土生土长的歇马人，但他
从十几岁起，就再也没见过成群结队的马
帮。直到几年前，虎头村建起了一家马术俱
乐部，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年轻人在古道丛林
之中纵马狂奔。时隔70年，汪兴体又在歇马
听到了马儿的嘶吼。

这家马术俱乐部由喜爱马术的青年“创
客”刘林所建。这几年，已陆续有 6名年轻

“创客”来到虎头村，发展起了沙滩卡丁车、真
人CS、草莓采摘等一批户外项目。目前，这些
项目已吸引了30多名青年来村里安家落户。

这个一脚踏三地的小山村，为何能吸引
众多年轻人扎堆？

转 型
废弃果园里建起马术俱乐部

和沙滩车基地

群山环绕的虎头村风光秀美。早在
2011年，京冀农业公司就看中了这里，陆续
流转1000多亩土地，发展起葡萄、枇杷、脆李
等产业，高峰时期一年产值就有五六十万
元。然而好景不长，传统的水果种植业在市
场浪潮的冲击下已难以为继。“刨去人工成
本，已谈不上有多少利润！”京冀农业公司总
经理张传轩无奈地说。

从 2021年起，张传轩一直在思索转型。
他将一部分果园改建为农场，取名“稻野农
场”，发展起乡村旅游。可剩下的土地又该干
点啥？张传轩感到束手无策。

就在这时，他的老朋友刘林找上门来。

这个马术爱好者刚从新疆买了一匹好马，却
在城里找不到合适的养马场地。

“要不把马儿牵到虎头村来养……”两人
不约而同地冒出一个念头：平整的坡地正好
建跑马场，果园废弃的仓库可以改造成马厩，
周边山林还能开发野骑路线。两人当即拍
板，一个出地，一个出马，合伙打造了原生态
马术俱乐部。

规划刚刚敲定，刘林的老朋友陶杰也想
入伙。痴迷于机车改装的他，希望张传轩将
果园一处闲置的养鸡场租给他，建一个沙滩
车基地，张传轩当场答应。

两个月后，废弃的果园里，马术俱乐部和
沙滩车基地相继建成，机车的轰鸣夹杂着骏
马的嘶鸣，打破了村庄的宁静，每到周末，前
来体验、观光的游客络绎不绝。

引 流
年轻“创客”纷至沓来

看着废弃果园变成“网红打卡地”，一个
思路在虎头村党支部书记王久元的脑海中成
形：何不依托现有的农场资源，打造以农耕体
验为核心，融合民宿、餐饮、研学等多元业态
的乡村旅游品牌。

为吸引年轻人来干事创业，王久元亲自
下场直播，为虎头村代言。镜头前，他一边带
着网友云游马场、探访稻田、穿行山林，一边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介绍村里的创业政
策，引起大量青年关注。

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的山西小伙王彬
毓，喜爱陶艺制作。这几年，他遍寻山西、云
南、四川等村落，一直想找一处和美乡村示范
村来烧窑制陶。一次偶然的机会，王彬毓进入
了王久元的直播间，看着镜头里的虎头村群山
环绕、青砖黛瓦、田园牧歌……他向往不已。

2022年，王彬毓联系上了王久元，来到
了虎头村。村干部和村民热情相迎，还特意
为他寻找到一处背靠山林的闲置农房作为工
作室。王彬毓在农房后的空地上垒起了一座

柴窑，又特意从景德镇购买了一批上等泥坯，
亲自调制釉料塑形烧制。

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王彬毓的柴窑第一
次点火烧窑。那天，窑火烧得噼啪作响，陶坯
被红绸般的火焰包裹着，一层又一层。经过
数十小时的烧制，首批陶器终于出炉，散发着
温润的光泽。

在王彬毓垒起柴窑的同时，四川简阳小
伙冯凡也背着行囊来到了虎头村，他租下一
片向阳的坡地，没日没夜地泡在地里。起初，
村民们还不知道这个外乡人在忙活什么，直
到他搭起了一座座白色温室大棚，才知道他
要种草莓。冯凡白天蹲在地里观察草莓苗，
晚上又翻阅书籍学习种植技术。经过几个月
的摸索，他终于培育出了又大又甜的草莓。

王久元告诉记者，虎头村围绕创建“青年
创业友好型村庄”这个目标，不到半年时间，
就吸引了 6名年轻“创客”，建起了陶艺制作
室、草莓农创营、CS基地、乡野民宿、萌宠乐
园等多个项目。

联 盟
串起一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

如何把这些年轻“创客”留下来，让他们
安心干事创业？这成为了虎头村面临的又一
道难题。

汪吉才是虎头村的驻村第一书记，今年
2月，在他的提议下，虎头村成立了乡村产业
联盟。这个由村委会牵头，年轻“创客”们自
愿加入的合作平台，彻底打破了原先单打独
斗的发展模式。各个分散的项目串联起来，
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包含食宿、体旅、
农旅等多个业态。

汪吉才欣喜地发现，自己发起的这个联
盟竟催生了各项目的“流量共生”，各业态的
客流共享。

比如，过去，王彬毓的陶艺工作室鲜有人
知，大部分作品只能通过线上销售，顾客非常
有限。作为联盟里的龙头，稻野农场将自己

的客人引荐过来，体验制陶技艺。“有时一次
性就能引荐五六十名客人，有的客人把我们
工作室的照片发在网上，一传十、十传百，线
下生意也渐渐红火起来。”王彬毓说。

这些资源整合让虎头村串起了一条乡村
旅游精品线路，这条线路包括了两天一夜的
行程：游客在稻野农场体验稻田风光后，可以
来到马场驰骋山野。晚上可以住民宿，也可
以在山林中露营。第二天还能采摘草莓，来
一场真人CS……

很快，这条精品旅游线路吸引了不少企
事业单位的目光：虎头村接连承办了赛力斯
新车发布会、长安集团年会等大型活动。如
今，村里每年接待游客约5万人次。

随着农体旅产业链的日趋成熟，不少年
轻人也放弃大城市的生活，来到虎头村就
业。19岁的郑州小伙王杰曾跟着父亲学过
养马，他在网上刷到虎头村马术俱乐部的招
聘信息后，立刻填报了简历。

成为马场饲养员后，王杰每天扛着几百
斤的草料穿梭在马厩间，尽管手上长满了茧
巴，但他脸上始终挂着满足的笑容。“现在虽
然累，但每天都能纵马山野，这就是我想要的
生活！”王杰说。

26岁的本地姑娘秦雨也回村了。她办
起了一间民宿，闲暇时还带着游客去冯凡的
地里采草莓、制作草莓酱，一年收入就有 20
多万元，不仅不比城里上班差，时间还更自由。

“年轻人就像新鲜血液，他们的到来为整
个村庄注入了活力。”汪吉才告诉记者，虎头
村的这条农体旅产业链每年可创造120多个
就业岗位，其中 30％都是青年人，全村一年
的综合旅游收入已达到 400多万元。接下
来，虎头村还将建设青年创客中心，提供创业
培训、项目孵化等全方位服务，让乡村振兴道
路越走越宽。

6名年轻“创客”入驻，30余名青年人安家落户——

年轻人为北碚虎头村注入活力

梁平：建设民营经济发展高地 打造营商环境“金名片”

4月13日，在垫江高新区重庆永晟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赶制线缆产品。

据悉，该公司今年一季度产值达5000万元，同比增
加40%。近年来，该公司围绕新能源产业，结合智能化、
数字化和绿色化升级改造，打造了近40条节能降耗、降
本增效的数字化生产线，生产的线缆及新能源汽车电池
等产品远销东南亚地区。 垫江报记者 龚长浩 摄

四月初，气温变暖。一辆洒水车行驶在璧山区的黛
山大道上，把公路冲刷得干干净净。

“每天冲洗城市道路、绿化等，会用到大量水资源，现
在我们不再担心了，因为我们市政用水都是再生水。”璧
山区城市管理局环卫所副所长陈川告诉记者，璧山是一
座典型的丘陵资源性和工程性缺水城市，人均水资源拥
有量为全国人均水资源拥有量的三分之一。

如何才能为水资源少的城市“解渴”？近年来，璧山
区将目光瞄准再生水，大力拓展再生水利用领域，推动

“第二水源”运用到多个场景中。
在璧山观音塘湿地公园旁，坐落着一座园林式的污

水处理厂，一个个造型不一的池体分布在厂区内。污水
通过排污管网进入厂区，经过层层处理，通过变频恒压供
水泵站，进入再生水供水系统。

“经过处理的再生水，出水水质的总磷、氨氮等指标可
达到准Ⅳ类，清澈且没有异味。”重庆市渝西水务有限公司
璧山分公司再生水科科长徐均表示，从以往简单的“混凝
—沉淀—过滤”污水处理工艺，如今已经升级为更先进环
保的多道深度处理模式，再生水水质稳定提升。目前，全
区有污水处理厂（站）34个，设计污水处理能力约每天20
万立方米，设计再生水供水能力达每天11.34万立方米。

“全区已建成再生水输水管网长约214.39千米，形成
‘目’字形再生水供水网络，实现多个污水处理厂的再生
水供水系统互联互通。设置再生水取水设施 144处，已
成功让再生水广泛应用在市政利用、居民生活、工业生
产、农业灌溉等方面。”璧山区水利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石
航介绍，如今，全区再生水利用率超过42%。

在香江嘉园小区内，清亮的水花从专用的再生水管
道中喷出，浇灌着植被。小区物管人员告诉记者，小区清
洁、绿化都是用专供的再生水，比起用自来水，一个月能
节约近3000元水费。

“在节水型居民小区创建工作与绿色建筑有机结合
下，很多小区用上了管道直供再生水。我们确保新建小
区节水器具普及率达 100%。”璧山区水资源站站长刘小
萌介绍，截至目前，全区已创建节水型居民小区43个，节
水型居民小区比例达40%。

“再生水利用规模扩大到居民的生活中，得益于再生
水综合利用成本仅为城区自来水价格的一半左右。”石航
说，全区以“多点开花”的形式，因地制宜为城市“解渴”，
促进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 据璧山报

璧山

科技赋能供水节水

垫江

智能化升级助企降本增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