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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陈美西

近年来，重庆市大足区以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建设为契机，以推进新型城镇化
和乡村振兴为抓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
城市与乡村“双向奔赴”。

走进大足，数字治理赋能城市精细化管
理，特色产业激活乡村经济活力，要素流动打
通城乡发展壁垒，一幅“城市有乡村的烟火
气，乡村有城市的现代感”的美丽画卷正在徐
徐展开……

小井盖里大智慧
数字治理为城镇管理赋能

在大足，数字治理正为城镇管理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叮！”大足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的大
屏幕上，一条新的报警信息突然弹出。信息
采集员王亭鑫在棠香街道巡查时，发现一环
北路东段89号门口的通信井盖出现松动，她
立即用手机扫描井盖上的二维码，将问题拍
照上传。

令人惊叹的是，系统在几秒钟内就完成
了问题确权，自动派单给责任单位。“以前这
种问题要辗转多个部门，可能需要好几个小
时，甚至几天，现在通过‘数治窨井盖’平台，
最快2小时就能完成处置。”王亭鑫介绍说。

这个看似简单的二维码背后，是一套完
整的智慧城市管理系统。

大足区为全区47418个窨井盖都建立了
电子“身份证”，每个井盖的位置、权属、维修记
录等信息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系统不仅供
专业巡查人员使用，普通市民也可以通过“渝
快办”APP扫码上报问题，实现“全民共治”。

“去年夏天暴雨，我家门口的井盖被冲歪
了，我用手机扫码上报，没想到下午就修好
了。”棠香街道居民刘阿姨对这套系统赞不绝
口。据统计，自“数治窨井盖”平台运行以来，
全区井盖问题处置效率提升 80%，安全隐患
大幅减少。

这是大足打造宜居、韧性、智慧的“双
70”城市（即到 2027年，城市人口、建成区面
积分别达到 70万人、70平方公里以上）的一

个缩影。
在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类似

的智慧应用还有很多：通过物联网传感器
实时监测桥梁安全，利用 AI算法优化交通
信号灯配时，运用大数据分析预测城市内
涝风险……这些创新举措让大足朝着“双
70”城市目标稳步迈进，城市管理既有“科技
范儿”，又不失“人情味”。

五色稻田为幕
绘制乡村振兴和美蓝图

春光四月，走进大足拾万镇长虹村，一幅
巨大的“稻田画”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紫、黄、
绿、红、白五种颜色的水稻，巧妙地勾勒出各
种图案，吸引不少游客驻足拍照。“这可不是
普通的稻田，是我们村的‘金名片’！”长虹村
村民骄傲地告诉记者。

这片占地300亩的五彩稻田，是长虹村乡
村振兴的“代表作”。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普
通的农田，村民种着传统水稻，收益有限。依
托“隆平五彩田园——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建设，村里引进彩色水稻品种，通过“稻田+艺
术+旅游”的模式，打造农旅融合新业态。

项目集稻谷种植、乡村研学、农业科研于
一体，除了水稻本身的收入，游客的门票、农
家乐的消费、农产品的销售，让村民荷包越来
越鼓。长虹村还先后获评中国美丽休闲乡
村、全国文明村、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唤醒农村“沉睡”资源，增强了乡村“造
血”功能，离不开“地、钱、人”等要素融通。

“过去，乡村建设面临规划难、用地难。”五
彩田园项目负责人介绍，通过村规划前置布局，
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集中供地，当地建起近3亩
的水稻科普展馆和旅游接待设施。游客在这里
既能看又能玩，挖掘出农业的多元价值。

放眼全区，依托农地相关改革，大足区累
计盘活农村建设用地3200多亩，推动乡村产
业提质升级，一批农文旅融合项目蓬勃兴起，
大足石刻文创园内，雕塑艺术、工艺美术、数
字文创等方兴未艾。

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大足还抓实
“5513”创新举措，推动大足黑山羊、大足冬菜
等特色农业产业化发展，深入实施强镇带村

富民，全力绘就城市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的现代版富春山居图。

一把“龙水刀”拼出400亿大市场
特色产业推动城镇能级提升

“千年龙水刀，唯有思念断不了。”在大
足，流传着这样一句脍炙人口的话。其中提
到的龙水刀，就产自大足龙水镇，有“五金之
乡”“中国西部五金之都”的美誉。

在龙水五金小镇的展览馆里，陈列着从
唐代的菜刀到现代的数控刀具。

“我爷爷那辈是抡大锤打铁，我爸开始用冲
床，现在我玩的是数控机床。”34岁的周伟站在
智能化生产线前，不无自豪地说。作为“匠三
代”，他亲历了这个千年五金之乡的华丽蜕变。

龙水的五金产业已有千年历史，但真正
的腾飞始于城乡融合发展。当地政府规划建
设中德五金智能制造产业园，引入激光切割、
3D打印等先进技术，建立西部首个五金产业
研究院。如今，小镇聚集了1700多家五金企
业，年交易额突破 400亿元，产品远销欧美、

东南亚。
“最让我骄傲的是，给德国企业代工的精

密刀具，精度能达到头发丝的十分之一。”周
伟指着正在打包的货品说。像他这样的返乡
青年在龙水越来越多，小镇提供的不仅是就
业机会，更有成长空间。镇政府还与职业院
校合作开设“五金工匠班”，培养新一代产业
工人。

今天的龙水镇，年产锻打刀 3000多万
把，占据了全国八成多市场份额，并从菜刀发
展为 200多个五金品种，带动大足区五金产
业年产值超200亿元。

而在大足，分布在各镇（街）的产业还有
很多——万古镇的新能源摩托车制造，年产
摩托车 1000万辆；邮亭镇的锶盐新材料、三
驱镇的石刻文创珠宝产业、拾万镇的稻渔农
旅等……

这些小镇的产业，串起大足的城乡融合
发展之路。2024年，大足区全体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39823元、增长4.2%。其中，城镇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8305元、增长3.6%，农村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5138元、增长4%。

城乡双向奔赴

大足的巷尾村落为何充满活力

高楼、公园与市民中心相互交融的大足城市画卷。（新渝报资料图）

□ 新渝报记者 谢凤 李海 文/图

4月28日，重庆宇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宇海科技）的模具组装车间里，模具设计
工程师骆科正对照图纸，测量流道（模具的组
成部分）的尺寸，以便进一步改进优化，提高
模具质量和加工一致性。

模具是制造业的基石，是产品零部件的
源头，尤其是在精密塑胶结构件领域，模具的
精度和质量直接决定了产品的性能和竞争
力。作为宇海科技模具设计团队的骨干成
员，骆科把这一点烙印在心里。

“我们必须把误差控制在0.01毫米-0.02
毫米。”言语不多的骆科，口中重复最多的就
是控制误差，他说，“模具设计是一个精细活，
模具设计值与产品实际值之间的误差要严格
控制，尺寸和位置都不能有丝毫偏差，否则一
量产，造成的损失不可估量。”

0.01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十分之
一。在与模具打交道的近20年里，骆科一直
与这0.01毫米“较劲”，把精益求精做到极致。

2008年，骆科毕业后在深圳一家公司当
起了模具钳工学徒。他发现，理论与实践之
间存在一定差距，只有勤学苦练，才能真正学
有所成。为此，骆科常常泡在车间里苦练技
术。2013年，骆科开始从事模具设计工作，

性格喜静的他十分喜欢这份工作，设计办公
室里，常常能看到他潜心钻研的身影。后来，
骆科辗转广东、重庆等地的企业上班，从模具
学徒到模具设计师，再到模具设计中级工程
师，骆科始终扎根模具设计一线，埋头苦干，
一步步提升自己的技术水平，逐渐在多项行
业大赛和资格认证中崭露头角。

2015年，骆科参加广东省东莞市模具设
计大赛，凭借精湛的设计技艺和创新的设计
理念荣获三等奖，并被授予“东莞市技术能
手”称号。2016年，骆科通过刻苦钻研和不
懈努力，成功取得了MOLDFLOW模流分析
全球认证工程师级证书，这是全球模具领域
的顶级认证，标志着骆科在模流分析技术方
面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2019年10月，骆科进入宇海科技，凭借扎
实的专业功底、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和兢兢
业业的工作态度，迅速成长为公司的技术骨
干。从图纸绘制到模流分析，从结构优化到
生产调试……每一个环节，骆科都力求尽善
尽美，常常为了一个微小的结构优化反复推
敲、为了一个数据的精准加班加点。

2023年，骆科还在“巴渝工匠杯”第二届模
具设计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在宇海科技的近 6年里，他主导完成了
350余套笔电ABCD四大件模具设计，这些设
计被广泛应用于笔记本电脑、手机及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为公司创造的经济效益累计超
过7000万元。

“设计出一套完美的模具，是一个团队共

同努力的结果。”面对成就，骆科谦逊地说。
他常常和团队成员聚在一起讨论、评审设计
方案，力求更完美。无论是面对紧急任务还
是技术难题，他总是冲锋在前，带领大家攻坚
克难。在他的带领下，团队的整体技术水平
不断提升，公司产品订单不断。长期以来，宇
海科技是国际顶级笔记本电脑品牌惠普、戴
尔、宏碁、华硕等企业的重要合作商及全球
ODM企业英业达、纬创、广达、旭硕、仁宝等

的核心供应商。
“只要心怀梦想、脚踏实地，平凡的人也

能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出不平凡的业绩。”骆
科说，重庆五一劳动奖章的获得，对他来说是
更大的责任、是新的起点。来自四川省广安
市的他，早已把大足当成了第二故乡，把家安
在了大足，未来将一如既往地立足自身岗位，
当好模具设计攻坚手，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
值，为大足特色产业高地建设贡献力量。

骆科在模具组装车间测量流道尺寸。

重庆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骆科：

与0.01毫米“较劲”

新渝报讯（记者 杨琢）4月 24—25日，“打造六区一
高地 建设现代化新重庆——2025全国网络媒体记者重
庆行”暨大足区“迭代三篇文章 看见天下大足”全国媒体
采风活动举行，52家中央及地方主流媒体走进大足，全
方位探寻城市发展新貌。

此次活动由中共重庆市委网信办指导，重庆华龙网
集团、大足区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当天受邀的人民网、新
华网红网、大众网等 52家省级、市级媒体首先前往大足
石刻游客中心，观看 8K球幕电影，感受传统文化与现代
科技的交融；随后前往大足石刻宝顶山景区，领略千年石
刻艺术魅力，现场采访了大足石刻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了
解文物活化利用成果。

随后，媒体将视角转向城市治理与产业发展，前往大
足区数字化城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大足高新区龙水园、文
创园、万古园，参观重庆邓氏厨具、国潮珠宝产业园、施密
特电梯等企业，挖掘传统制造业转型与新兴产业崛起

“密码”。
参与活动的全国网络媒体也将通过图文、视频、专题

等多种形式，全面展示大足发展成就，为大足高质量发展
注入强劲舆论动力。

新渝报讯（记者 余杰）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营造浓
厚书香氛围，4月24日至28日，大足区开展“打卡一路书
香”全民阅读系列活动，通过多元阅读形式与丰富文化体
验，激发市民阅读热情，让书香浸润城市每一个角落。

在海棠小学，该校开展了以“好书漂流 共沐书香”为
主题的阅读节活动，全校同学纷纷拿出自己精心挑选的
书籍，通过图书漂流、师生共读、图书共享等方式，与大家
分享阅读的收获与快乐。

海棠小学六年级八班的胡可昕高兴地说，通过这次
好书交流阅读活动，不仅可以和班里的同学传递书籍，还
可以和全校不同年级的同学交换书籍，这让她读到了更
多喜欢的书，获得了更多有趣的知识。

在昌州小学，大足区委宣传部联合区图书馆开展了
“打卡一路书香”和“少年儿童爱心接力服务”活动，并现
场为打卡的学生赠送了书籍和电影票，助力他们把读书
培养成一种发自内心的习惯和爱好。

除了让书香走进校园，大足区还推出了阅读打卡活
动，市民们通过扫码关注“书香重庆”公众号，选择线下活
动线路打卡分享，就可在终点免费领取图书。此外，各街
道、社区的图书馆、书店等也积极联动，推出免费阅读、图
书优惠购等活动，让阅读触手可及。

大足区新闻出版服务中心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此
类活动，进一步提升全民阅读参与度，让阅读成为市民生
活的日常，助力打造更具文化底蕴的书香大足。

大足区开展“打卡一路书香”
全民阅读系列活动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通讯员 彭枫娟）近日，2025
年双桥经开区图书馆“少年儿童爱心接力服务”活动走进
永红村小、元通小学、新利小学、子店小学、双路二小5所
学校，为学校师生送去了丰富的精神食粮，进一步助力书
香校园建设。

双桥经开区图书馆向各小学授予“双桥经开区图书
馆分馆”牌，并向每所学校精心配送了 100册爱心图书。
这些图书种类丰富多样，涵盖科学养生、经典文学、中外
历史等多个方面。这些图书将充实学校的图书角和阅览
室，成为孩子们课余时间的知识宝库。

通过“少年儿童爱心接力服务”活动，双桥经开区图
书馆不断将优质图书资源输送到基层学校，让更多孩
子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助力孩子们在知识的海洋中茁
壮成长。

“少年儿童爱心接力服务”进村小

新渝报讯（记者 张艳男）4月28日，大足
区海棠幼儿园举行第四届“森呼吸”亲子越
野马拉松比赛。身着运动服的孩子们，脸上
点缀着各式彩绘图案，与家长手拉手参赛。

此次亲子越野赛按难度划分设置3条不
同的越野线路，即“兔子路线”（短途2公里）、

“山羊路线”（中程4公里）、“猎豹路线”（长途
6公里）。孩子们根据自己的运动能力和身
体状况选择路线，和家长一起在青山绿水间
奔跑，挑战山坡、水坑、丛林等天然障碍。

本次赛事为期两天，吸引了 690组家庭
参与。完赛后，孩子们将获得象征着荣誉
的“兔子奖”“山羊奖”“猎豹奖”和“老鹰奖”
奖牌。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孩子与父母、与自
然、与文化、与自我的深度联结。”该园负责
人表示，“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孩子
们在自然中锻炼，在陪伴中成长。我们以

‘天地为课堂，全天候户外育人’的教育模
式，将让家庭幼儿园之间达成教育共识。”

690组家庭“森”呼吸

52家媒体齐聚大足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舆论动力

新渝报讯（记者 余杰 实习生 彭茜）4月28日，大足
区开展选调生 2025年“耕青春·种未来”农事体验活动，
进一步增强选调生对“三农”工作的认识和感情。

当天，全区近5年新招录的120余名选调生齐聚棠香
街道和平新村，大家在了解插秧、种玉米的流程、技巧和
要点后，随后分组展开“玉米种植”与“插秧”劳动竞赛。
玉米种植环节，大家拢土、转腕、压窝，一个个浑圆的育苗
球整齐排列；水田插秧环节，大家卷起裤腿俯身弯腰，左
手分秧、右手插苗，从生疏到熟练，团队配合愈发默契，一
株株秧苗整齐“列队”，“比质量、拼效率”的劳动号子此起
彼伏。

“通过这次‘耕青春·种未来’活动，我更加感受到了
近年来国家一直强调的粮食安全和耕地红线的重要性。”
2022年选调生张舒瀚说，“今后我在工作当中也一定会
持续关注‘三农’，贴近‘三农’。”

120余名选调生田间拼技能
大足区开展选调生农事体验活动

▲▲家长与孩子快家长与孩子快
乐奔跑乐奔跑。。

◀◀选手们冲出起选手们冲出起
跑线跑线。。

（（海棠幼儿园供图海棠幼儿园供图））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特约通讯员 曾蕊）
近日，由大足区教育委员会主办的“讲好石刻故事 传承
石魂精神”第二届石刻小导游风采大赛决赛圆满举行。

决赛设置了幼儿组、初中组、教师组、小学组、高中高
校组等多个组别，覆盖全学段。活动现场，各学区推荐的
参赛选手们以生动语言、饱满热情讲述大足石刻故事，将
石刻中的历史底蕴、艺术价值与人文内涵精彩呈现，赢得
现场阵阵掌声。

“我非常自豪能够成为石刻小导游，为外地游客讲述
家乡故事。”双塔中学学生陈宇彤说，“我愿以更真挚的讲
述、更生动的表达，讲好咱们的大足石刻。”

现场评委与观众感慨，通过小导游们的讲述，大足石
刻仿佛“活”了起来，每一段故事都让人对这份文化遗产
有了全新认知。

“我们希望通过孩子们的视角，让更多人发现大足石
刻的艺术魅力与人文内涵，让文化传承在年轻一代中‘活
起来’‘火起来’。”大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家乡的石刻我来讲
第二届石刻小导游风采大赛决赛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