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四月，海拔1300多米的武隆区双河镇木
根村，槽谷里的土地开始苏醒。

蔬菜大棚顺着山谷间绵延数公里，农户
弯着腰在其间忙碌着。

老街场镇上，因种菜大户们相继赶来，歇
业了几个月的店铺也陆续开张。整个木根村
都在为即将到来的避暑季进入“备战”状态。

从无到有
蔬菜种到高山上

蔬菜种植专业户王春胜正推着一台微耕
机翻耕“歇”了一个冬天的土地。

“老王，在忙啊！今年准备种点啥子？”
“继续种番茄啊，去年往中心城区送，卖

得好得很哦！我打算这一片种点菜番茄，那
片种水果番茄，再搭配种点瓢儿白之类的小
菜，罗专家你再给我带点种子来撒！”

看到市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市
农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罗云米到来，
王春胜热情地打着招呼，讲起今年的种菜计
划时更是兴致勃勃。

老王种菜近 20年，他说：“这几年，我们
山上的菜品种越来越丰富，品质也好，我们菜
农也确实赚到了钱！”

在王春胜记忆中，小时候高山上家家户户
都种土豆、红薯、玉米“三大坨”，种菜的很少。

罗云米说，木根村的气候条件十分优越，
海拔1300多米，槽谷地带还有集中连片的土
地，市农科院的专家在对比多个区域后，最终

决定将高山蔬菜的研究放在这里。
对于高山小乡村来说，听说要开始发展

蔬菜产业，村民倒没啥意见，但就有一个顾
虑：交通不方便，种了菜怎么卖出去？

“我们就广泛动员，告诉大家说政府很快
就会修路，并说动了四五户村民行动起来。”
罗云米说，利用村民提供的土地，他们带着萝
卜、莲白、辣椒、茄子等蔬菜种子，在木根村种
了 10余亩示范田，试验高山蔬菜的最佳播
期、栽培技术等。

“土地要用也要养，我们除了引进品种
外，还将科学的种菜技术教给村民，少用农药
化肥，多施用有机肥等，你看，这土壤现在多
松软！”罗云米从地里随手捏起一把泥土，笑
着看它们从指尖“流”出。

从少到多
蔬菜“家族”不断壮大

当高山蔬菜种植试验紧锣密鼓开展之
时，出村的道路也在加紧修建。随着收菜的
货车进村，村民的种菜热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2008年，武隆与市农科院达成合作，依
托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在木根村建立起了
武隆高山蔬菜研究所。

高山蔬菜刚起步时，由于品种和技术有
限，村民们主要种植的就是白萝卜、白菜、莲
花白等“三白”。但随着根肿病蔓延，这些蔬
菜产量逐年下降，加上品种单一，价格也开始
滑落，低谷时卖价低至每公斤0.1元。

“我们一边依托这边的带病土壤开展根
肿病研究与防治，一边加快更换品种。”罗云

米说，高山蔬菜研究所成立至今，主要的任务
就是丰富高山蔬菜品种。

借助在全国蔬菜产业领域的专家资源，
以及近年来鲁渝协作的项目支持，如今小小
的研究所里，每年要引进 100余个蔬菜新品
种开展种植试验、示范。

水果黄瓜、螺丝椒、烧烤茄、胭脂萝卜……
几乎所有最新、最优的蔬菜品种都会来到木
根村“开大会”。

“近年来种菜大户们把大棚建起来了，番
茄、辣椒等茄果类蔬菜发展得特别好，好多外
地的种植大户跑来木根村种菜。”罗云米说。

如今，高山蔬菜产业已延伸到武隆全区，
总面积超 40万亩，产值 15亿元以上，品种包
括番茄、茄子、瓢儿白、辣椒、大白菜、甘蓝等
近40个。

从有到优
蔬菜种植“玩”出新花样

“种番茄比种萝卜、白菜赚钱呀！人们喜
欢吃番茄，市场有需求，这边气候也好，一亩
地能产 1.2万斤番茄，1斤按 3块钱算，就是 3
万多元的收入哟！”王春胜说。

“这边确实产量高，坪坝地区亩产也就七
八千斤，这里轻轻松松上万斤。”重庆山永佑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负责人陈为双说，公
司去年在木根村流转了 110亩土地，建起了
番茄大棚，其中还有 10亩的玻璃大棚，专门
种植一些来自国外的优质水果番茄品种，发
展番茄采摘。

记者在该公司的育苗基地看到，几名村

民正将番茄种子放入育苗钵，钵盘上贴着数
十种番茄品种名。

“我们主要有菜番茄、水果番茄两大类，
主推的金红 13、金红 16、天使之唇以及市农
科院的渝番 717、渝番 718品种，全部都以采
摘体验为主。”陈为双说。

木根村蔬菜产业快速发展，还得益于近
年来木根村避暑纳凉经济的发展。

近几年，到木根村避暑的游客大幅增长，
每年接待量约4万人。“以前这里种菜就是供
到仙女山，现在种菜直接卖给游客。”罗云米
说，所以，这几年在品种筛选上，高山蔬菜研
究所也更注重蔬菜品质。

罗云米说，以番茄为例，以前就是追求产
量，产量越高越好。现在，追求产量的同时，既
要绿色健康，还要有口感。所以，在研究所的基
地，除了品种试种研究外，还开展了色板诱虫等
一系列生物防控技术，同步向种植大户推广。

“高山气候好，种出来的番茄口感本来就
好一些，加上品种的选择，吃起来更是皮薄、
翻沙、酸甜可口。”陈为双说。

去年，武隆更是在木根村建起了 600亩
的番茄谷，这也有了进村后绵延数公里的蔬
菜大棚。

“木根村还在路边建了‘田间超市’，供菜
农摆摊卖菜，避暑高峰期时生意好得很。如
今这里的村民种一亩菜最少收入 1万元，稳
当得很！”罗云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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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忠州日报记者 周晶 文/图

4月 15日一早，忠县寄递物流共配中心
一片繁忙，60余名工作人员熟练地卸载、搬
运、分拣、摆放包裹。随后，这些包裹由专门
的配送车辆送往各个乡镇共配中心及村级便
民综合服务站。即使是身在石子、善广等偏
远乡镇的群众，也能享受网购便利。

2020年，国家邮政局办公室印发《关于
开展“快递进村”试点工作的通知》，决定在6
个省（区）和 15个市（州）组织开展“快递进
村”试点工作。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做好 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
作的意见》中提出：加快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
局，实施“快递进村”工程。

近年来，忠县积极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
系建设，竭力打通“快递进村”“最后一公里”，
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服务体系。其中，470
个村邮站分布全县29个乡镇（街道），实现寄
递物流服务农村区域全覆盖，有效增强了农
村群众的幸福感。

在城镇，寄递物流服务早已普及，但在农
村地区，物流服务体系仍存在短板。“以前，快递
公司仅将快递送到镇上，村里的群众取件需要
来回跑，极为不便。不同快递公司的取件点也
不同，若同时取多个快递，还得辗转多个地方。”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忠县分公司寄
递事业部负责人介绍，2024年，忠县邮政公司
引入先进的智能分拣系统，在29个乡镇（街道）
实现邮政寄递物流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实
施各品牌快递共线分拣、运输和派件模式。
如今忠县农村地区快递日派送量破万件。

当天上午11时，复兴镇凤凰村便民综合
服务站，前来取件的村民张才林感慨道：“现
在太方便了，走几步路就能拿到快递，取快
递、寄东西都不用出村。”

“快递进村”不仅方便村民生活，还为农
产品出山搭建了便捷通道。现在，我县柑橘、
蜂蜜、土鸡蛋、羊肚菌等特色农产品借助完善
的物流服务体系，源源不断地销往全国各地。

复兴镇鸿利柑橘种植基地负责人对此深
有体会。他说：“以前因为物流不畅，柑橘销

售范围有限，很多果子只能低价处理。现在
有了这么好的物流条件，柑橘能快速运往全
国各地，销量比以前翻了几番。”

忠县邮政业发展中心负责人表示，将与

更多品牌快递公司合作，持续优化农村寄递
物流服务网络，不断提升快递服务质量，让农
产品出村更顺畅，消费品进村更便捷，为乡村
振兴筑牢坚实基础，让广大群众共享发展成果。

4月的长江畔，碧波荡漾。丰都县长江
北岸的三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和
实业”）的车间里，飘出榨菜发酵的咸鲜；长
江南岸的叁石哥丰都麻辣鸡产业园的生产线
上，溢出麻辣鸡的红油香。在丰都，“从田间
到舌尖”的产业革命正在悄然上演。

4月 10日上午 10点，三和实业董事长黄
涵在生产线上巡查生产情况，仔细查看每一
道工序；在产品包装区，质量检测员正逐一检
查包装盒的密封性，确保产品在运输中保持
新鲜；车间外的物流车辆已准备就绪，等待着
将这份来自丰都的美味送往世界各地。

在生产线一旁的古法腌制榨菜区域，一
个个一米多高的土黄色陶坛格外引人注
目。它们正是让丰都榨菜飘香海内外的“秘
密武器”。

“你们别看这一个个陶坛普普通通的，内
部其实大有乾坤。我们榨菜的主要腌制过程
就是在这些陶坛中进行的。”黄涵介绍，陶罐

是用红黏土烧制而成，富含有机质及微量元
素，兼具透气性和保水性。通过陶坛，榨菜至
少发酵6个月，发酵过程中，微生物与榨菜充
分融合，逐渐释放出独特的风味。

这样的古法陶坛发酵技艺，已经成为了
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不仅保留了古老的制
作工艺和酿造方法，更创新使用大坛代替传
统小坛，再通过机械装运，实现了传统工艺的
规模化升级，让劳动效率提升了10倍以上。”
黄涵说。

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传承与创新结合，丰
都榨菜走出国门变得更有底气。

4月 1日，在韩国的食品展上，黄涵又拿
下了500万美金的订单。刚刚落幕的丰都庙
会上，三和实业也乘着“东风”，开拓了巴拿
马、哥斯达黎加等中美洲市场。

为了迎合不同国家消费者的口味，三和
实业走出了定制化的路线。在日本，清脆爽
口的榨菜片成为拉面的绝佳配菜；在韩国，酸
甜可口的榨菜丝成为炸酱面必不可少的搭
配；在墨西哥，甜辣味的榨菜片为玉米饼增添
了别样风味……丰都榨菜不仅满足了当地人
的口味，更逐渐成为国际餐桌上的新宠。

当榨菜的咸鲜味还在舌尖打转，另一股
麻辣旋风已从长江对岸席卷而来。

清洗、煮制、切配、包装、炼油、冷冻、杀
菌……在叁石哥丰都麻辣鸡产业园，23条生
产线同时启动，95%的自动化率让每只麻辣
鸡都带着“数字基因”。

精心挑选生产原料，严格把控每个环节，
每分钟都有 7只麻辣鸡完成加工，经过严格
质检后，迅速进入冷链物流系统，确保新鲜直

达消费者手中。全面达产时，这条“智造流水
线”将迸发出12亿元年产值。

“通过引进先进的数字化管理技术和一
流的生产设备，让丰都麻辣鸡不仅大大提升
了生产效率，还确保了产品的高度标准化。”
丰都县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丰都县
还与重庆渝都麻辣鸡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深度
合作，以麻辣鸡标准工厂为核心，共同打造涵
盖养殖、屠宰、加工、供应及连锁经营的全产
业链体系。

2025年，丰都正朝着“300亿级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强县”目标大步迈进，全力打造以肉
牛、鸡、榨菜为重点的产业集群。地方风味对
话全球味蕾，传统技艺拥抱智能制造，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产业“聚链成群”的故事正不断演
绎着新的篇章。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丰都：非遗陶坛“酵”醒美味

一个研究所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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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春光正好，渝北区铜锣山矿山公园游人如织。
游人脱下厚重的外套沐浴暖阳，拍照打卡不亦乐乎。石
船镇石壁村村民曾德健则开着观光车，载上一拨又一拨
游客在田园风光中往来穿梭。

“村里变美了，游客爱来，自己住着心情也好。”曾德
健感叹道，曾经灰尘漫天的景象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铜锣山距离重庆市中心不过二十余公里。因丰富的
石灰岩矿藏，当地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便持续进行矿石
开采。彼时，采矿作业热火朝天，鼎盛期一天能有 7000
台次的货车往来。

“钱是赚到了，但环境差了，日子过着也不安逸。”曾
德健说，遮天蔽日的尘土给植被都蒙上一层灰，连自家种
的菜都难幸免，不少村民因此搬到了山下居住。

2012年关停矿场后，山上只留下 41处废弃矿坑，一
片萧条。

2015年，渝北区启动铜锣山废弃矿坑生态修复，又
在5年后进行景观提升和文旅项目打造。裸露的岩石恢
复了茂密的植被，富含微量元素、颜色各异的矿坑湖泊被
设计成亲水空间，观光步道串联其间，露营、花海等游玩
项目陆续落地，矿山焕然一新。

“前几年公园投放的一对鸳鸯，现在繁衍出十多对
了。你说这个环境好不好嘛？”曾德健笑着说，下山的乡
亲们如今纷纷搬回山上养老，又靠着公园就近务工，或做
些游客小生意，日子那叫一个美！ 据渝北时报

从“最后一公里”到“零距离”
——忠县农村快递日派送量破万

快递员为村民送货上门。

璧铜线成为全市首条
光伏电能轨道交通线
每年光伏发电超300万千瓦时（kWh），节省电费近30万元

□ 铜梁报记者 汪洋 濮加红

众所周知，轨道交通系统电费，是运营成本的主要组
成部分。今年初正式运营的市郊铁路璧铜线，就采用光
伏电能“自发自用”模式，降低运营成本、优化乘坐体验的
同时，又助力城市绿色交通转型。

在璧铜线停车场上，记者看到，数千块安装在屋顶的
光伏板正在运作，为列车运维、检修输送绿色电力。据了
解，璧铜线投用以来，充分利用各建筑屋顶，通过分布式
布置光伏发电系统，在沿线 6座车站及停车场布置了总
容量4.42MW的分布式光伏发电系统。这也是重庆第一
条大范围采用光伏电能的轨道交通线路。

“璧铜线光伏项目，是重庆第一个真正的光伏和轨道
相结合的项目。我们践行绿色节能理念，创新引入相关
企业，共同打造该项目。”璧铜线运营公司副总经理张正
彬介绍说。

璧铜线采用光伏电能“自发自用”模式，主要将光伏
系统所发电能用于各车站及停车场动力照明等系统。车
站各建筑屋顶光伏板的敷设，兼具遮阳及发电功能。结
合重庆夏季气温高的特点，光伏系统的引入将有效缓解
各车站环境温度，给乘坐璧铜线的乘客带来良好的乘坐
体验。通过对光伏电能的充分利用，可有效缓解用电高
峰期电网的供电压力。

“我们总共在 6个车站、停车场，安置了 8套光伏设
备，每年发电量有300多万度电，节省将近30万元的用电
费用。”张正彬表示。

□ 綦江日报记者 张梦寒 谢鹏飞

“身体坐直，眼睛看镜头，非常好，保持住……”4月
10日，在綦江职业教育中心，来自綦江区公安局古南派
出所综合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正在为年满 16岁的学生
办理身份证。

从信息采集、照片拍摄到指纹录入，民警们分工明
确、操作熟练，现场秩序井然。针对部分学生因紧张导致
照片拍摄效果不佳的情况，民警还现场耐心指导表情调
整，缓解学生压力，确保每一张证件照都符合规范且展现
学生青春风貌。

“平时课业紧张，根本抽不出时间跑派出所，没想到
警察直接把服务送到了学校，太贴心了。”綦江职业教育
中心学生陈若茜说道。

“没想到课间几分钟时间，就能在校园内把身份证办
好，我觉得很方便也节约了时间。”綦江职业教育中心学
生陈炫汶说道。

今年以来，綦江区公安局古南派出所立足辖区14所
中小学校实际需求，创新推出“护学服务机制”，成立“校
园办证小分队”开展专项服务，累计为400余名学生完成
身份证办理，并通过“送证上门”举措保障证件快速、精准
送达。

“我们针对辖区内师生的特殊需求，深入校园利用课
间和午休时间为师生集中办理身份证。完成采集拍摄
后，在后台进行数据处理，并在15个工作日后通过‘送证
上门’的方式，将证件送达到学生手中。”綦江区公安局古
南派出所综合服务窗口民警杨帆介绍。

为确保服务精准高效，派出所还建立了“一校一档”
服务台账，详细记录学生办证需求、进度及反馈意见。
针对即将面临中考、高考的毕业班学生，还开辟了“绿色
通道”。

“接下来，我们将以群众服务需求为导向，推动户政
服务‘进园区、进社区、进校园’，采取更多有温度、有速度
的举措，做好便民、利民、为民服务。”杨帆表示。

綦江

办证窗口进校园 服务学生“零距离”

渝北

生态旅游拓宽致富之路

铜锣山矿山公园新貌。渝北时报通讯员 童炳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