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5月 9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重庆市提升农村饮水
质量专项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行动方
案》）政策例行吹风会。记者从会上获悉，我市将通过《行
动方案》有效解决特殊干旱年份整村连片缺水问题，基本
解决抗风险能力较弱的农村地区饮水问题，大幅提升农
村饮水质量，惠及农村居民500万人。

“重庆地形地貌特殊，武陵山、大巴山等连片山区存
在地形高差大、喀斯特地貌发育、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等
自然局限，长期制约着农村供水保障高质量发展。”市水
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德兵说，2022年、2023年、2024
年，全市分别有 131.3万人、10.3万人和 21.1万人因旱缺
水，提升农村饮水安全保障能力极端重要。

王德兵介绍，《行动方案》列出了重点水源工程覆盖
率、规模化水厂覆盖率、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水厂在线
监测率、县域统管率和规模化水厂及千人供水工程应急
备用水源配备率等 6项量化的目标指标，还聚焦农村饮
水薄弱环节，谋划了水源提升行动、水厂提升行动、管网
提升行动、水质提升行动、数字能力提升行动、管理能力
提升行动、应急能力提升行动7项重点工作。

《行动方案》还确立了我市到2027年的主要目标：重
点水源工程覆盖率达 90.8%，规模化水厂覆盖率达
72.5%，自来水普及率达95%，规模化水厂在线监测率达
100%，规模化水厂及千人供水工程应急备用水源配备率
达46%，全面实现农村饮水县域统管。

重庆出台方案大幅提升农村饮水质量
惠及500万农村居民

近日，位于重庆大足主城区一环北路中
段报恩路老建行旁的一家扯面馆突然排起吃
扯麦粑的队伍，原因是面馆的主人钟先生因

“五一”假期去帮助在荣昌开铺盖面馆子的表
弟，每天扯15盆面，制作1000多碗而带来的

“意外收获”。
真是扯面扯到手抽筋，疲倦与劳累表现

在脸上，整天皱着眉头，有“生无可恋”之感。
这一劳动场面被网友和自媒体博主拍成视频
发布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引发关注。

网友戏称扯面大爷扯出了“痛苦面具”，
并调侃他“加强表情管理”。

钟先生因劳累而表现的“生无可恋”表
情，被广大网友广泛转发。截至5月11日，关
于大足扯面大爷的视频全网浏览量已经突破
千万，单条视频的播放量也已破百万，引发了
打工人的集体共鸣，他在大足的扯面馆也成
了网友的打卡点。

大足扯面大爷的“表情包”走红，广大网

友共情共鸣，表明网民对劳动的礼赞，对忠
厚、踏实、勤奋品质的推崇，对像钟先生这样
敬业“手艺人”的一个又一个深情点赞。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一个偶然因素会让
一个平时看起来非常普通的人和事一夜爆
红，因为这个“爆点”触发了网民内心最敏感
的情愫，荡起情感的波澜。以年轻群体为主
的网民纷纷“种草”，彼此互动，形成一浪接着
一浪的“马太效应”。

浙江宁波东钱湖利民村一棵高约6 米、
树冠约5米近60年的梨树，一个偶然因素一
夜爆红，春日一树雪白的梨花堪称一绝，20
余天的花期，日均超5000 人次打卡，村民因
游客的增加开起了咖啡茶饮、民宿画社、农家

乐、手工坊等，全村50余家经营主体串联起
多元化的旅游服务体系，带动了当地的“赏花
经济”。

当机遇来临，流量如暴雨倾泻而下，也考
验着地方的治理能力。

去年，重庆巴南区因白居寺长江大桥晋
升为重庆网红打卡点。巴南区从发现大桥出
现传播小高峰，到成立“白居寺长江大桥网红
点服务指挥部”只用了3天，观景平台等设施
很快就竣工了，这样的速度在过去是不可想
象的。

重庆轻轨穿楼成为网红打卡点后，到春
节1天就有5万多人，堵车堵得看不到桥头，公
安、交警、城管派了大量力量维持秩序。

回过头来说大足扯面大爷钟先生的出
圈，也是他多年修炼的结果。做餐饮30多年，
在大足开扯面馆21年，几十年如“一扯”，除了
前面表述的“忠厚、踏实、勤奋、敬业”，也让人
看见了“择一事、终一生”的大足工匠精神。大
足扯面大爷除了带动网民来拍照打卡、品尝
扯面外，还可带活长在大足的“渝味360碗”中
的邮亭鲫鱼、宝顶冬菜烧白、雍溪口水兔、佘胖
子传统凉虾、化龙跳水鱼、泥鳅钻豆腐、龙水湖
虾、洪江鸭、茅店豆腐包子，以及隐藏在大足民
间的独具特色的地方风味美食。

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观赏“日月辉映、繁
星闪烁”的大足人文自然之绝美、美丽乡村之
惊艳。

文旅要算长期账，当
前客流量是核心，只要人
流动起来就有机会。唯
有持续深耕，才有机遇降
临时的尽情绽放。

由大足扯面大爷“表情包”走红想起的
□ 罗义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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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写巴渝新篇章的价值引领者

新渝报讯（记者 余佳）近日，大足区委副书
记、区政府代理区长毛大春到龙水镇、宝兴镇、
龙石镇、珠溪镇等4个镇调研。他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上的重要讲话和视察重庆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
神，严格按照市委和区委工作要求，坚定信心，
保持定力，以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以城乡融
合绘就共富图景，以底线思维筑牢安全屏障。

调研中，毛大春指出，龙水五金是大足千
年匠心的活态传承，是西部制造走向世界的
闪亮名片，要抢抓国家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
点机遇，打造更具国际竞争力的五金产业生
态。要加速推进试点平台建设，完善外贸综
合服务体系，推动“贸易带物流、物流促生产”
良性循环，形成成渝腹地外向型经济新增长
极。要厚植千年锻打工艺的文化基因，以科
技创新激活传统产业新动能，加强科研力度，

运用智能技术提升刀具等拳头产品附加值，
让老技艺焕发新生机、老字号打开新市场，不
断擦亮“西部五金之都”金字招牌。

毛大春强调，要牢牢把握城乡融合发展
主线，不断推动城市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公共
服务向乡村覆盖，加快构建“以工补农、以城带
乡”的互促格局。要全域深化农村黑臭水体
整治，严格落实“河长领治、一河一策”，创新拓
展依法治水模式，针对跨境河流，深化落实川

渝河长联防联控机制，做到对账治水，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实现“岸上能看景、下河能游
泳”目标。要把保障夏季农业农村生产生活
作为重中之重，加快水肥一体化设施建设，有
效应对旱季农业用水吃紧问题，创新村民用
水自治机制，引导村社建立“定额管理、智能监
测、节水奖励”制度，同步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送
水预案，坚决兜住群众饮水安全底线。

毛大春强调，当前即将进入汛期和夏季

高温季，要防患未然打好主动仗。压紧林长
制、河长制责任链条，提前开展林区输配电设
施巡检、河道清淤疏浚及地灾点整治，完成防
火防汛设施设备检修维护。组织预案推演和
队伍集训，配齐智能监测设备、抢险机械等物
资储备，强化预警研判和防火防汛宣传教育，
确保风险隐患早排查、应急机制早激活，筑牢
防灾减灾安全防线。

大足区级有关部门、相关镇街负责人参加。

毛大春在龙水宝兴龙石珠溪等镇调研时强调

以产业升级激活发展动能
以城乡融合绘就共富图景

新华社北京 5月 11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5月 11
日宣布：经中拉双方共同商定，中国－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将于5月13日在
北京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发

表重要讲话。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主持会

议。拉共体成员国外长或代表、有关区域性国际组
织负责人将出席会议。

习近平将出席中国－拉美和
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第四届部长
级会议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

全国首批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初步名单公示

重庆12家上榜

□ 新渝报记者 曹栋 文/图

5月8日，大足区季家镇800余亩钦蜜
九号黄金百香果园内，工人正忙着除草、
施肥、整枝，为7—8月的丰收打下坚实基
础。作为优质新品种，钦蜜九号黄金百香
果以高甜度、低酸味、果香浓郁著称，市场
前景广阔，预计今年亩产可达2500斤，带
动当地80余名村民就近就业。

为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季家镇正积
极推进百香果选果中心、电商直播中心
建设，同步规划民俗餐饮、露营基地和
研学实践基地等农旅融合项目，着力打
造集种植、加工、观光于一体的特色农
业示范区。

“目前我们重点做好田间管理，坚持
生态化、绿色化种植。”百香果生态循环
种植示范园区、钦引农业负责人赵引表
示，未来将通过“特色种植+乡村旅游”的
发展模式，有效提升产业附加值，为乡村
振兴注入产业发展新动能。

大足区季家镇

800亩黄金百香果长势喜人

航拍下的季家镇黄金百香果园。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5月11日，市经济信息委公告称，日前工信部公示首
批国家级重点培育中试平台名单，全国共242家入选，其
中我市12家企业上榜，入选数量为全国省区市第7位。

此次我市入选 12家企业包括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
领域3家、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领域2家、先进材料领域
4家、食品及农产品加工1家、生物医药2家。

据介绍，中试平台是指产品正式投产前进行的试验，
该平台的作用是将处在试制阶段的新产品转化为产业化
应用的过渡性试验，也被称为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最后
一公里”，它可以帮助科研成果从实验室顺利过渡到生产
线，确保产品质量和可行性。通过中试平台，科研成果经
过严格测试和验证，以此降低产业化风险，提高市场投放
成功率。

市经济信息委表示，围绕国家战略与产业发展急需
的关键领域，当前我市正在引导有条件的建设主体因地
制宜采取相应的发展策略及举措，“一类一策”推进中试
平台建设。

按照今年初市经济信息委、市发展改革委、市科技局
联合制定印发的《重庆建设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行
动计划（2025—2027年）》，计划到2027年全市将建设100
个中试平台，推动 400个创新产品上市，孵化 100家高新
技术企业，突出产业细分领域，以小切口建设“综合型+专
业型+企业型”中试平台矩阵体系，实现重点产业领域概
念验证、中试能力全覆盖。

在中试平台建设进程中，我市将实施“熟化平台矩阵
体系建设、概念验证及中试平台提档升级、中试产业培育
壮大、成果转化服务跃升、生态完善培优”等 5类专项行
动，发挥高校、研发机构、领军企业等优势，联合共建概念
验证中心，同时引导两江协同创新区、西部科学城重庆高
新区等区域有针对性地建设一批中试平台。

□ 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

落日、江风、立体城景……5月 10日，在
来福士探索舱·云端乐园，游人如织，热闹非
凡。云中漫步、云中飞跃等高空游乐项目，吸
引着众多游客排队玩耍。

入夜，伴随璀璨的城灯次第绽放，数千架
无人机腾空而起，以闪烁的光影，编织出“鹰
飞之城”“七彩天梯”“川剧变脸”等绝美图案，
将山水、科技与人文巧妙融为一体。

“在这座8D魔幻城市，山之具象、水之灵
韵、城之灵动、景之映现……尽在其中，真的
是不虚此行！”来自北京的游客赵欣悦不禁由
衷感慨。

来自市委宣传部数据，自4月以来，重庆
无人机灯光秀常态化展演，为两江四岸“夜经
济”注入了新活力，仅“五一”假期就累计吸引
观众超120万人次，并带动两江四岸酒店的搜
索量上涨40%、相关景区销售额增加26.6%、
相关内容全网曝光量更是超10亿次……

在这一轮“泼天的富贵”中，以高空观景
台为载体的“天台经济”，通过“文旅+百业”

“百业+文旅”，接住了流量，成为了赢家。
“云端”之上有风景。那么，“天台经济”

如何创新营造新消费场景，以“文旅+”融合
发展，实现“高空揽金”？连日来，新重庆-重
庆日报记者做了调查。

激活新“夜”态，让“夜经济”具象化

入夜的重庆，自带滤镜，美得扣人心弦
——

立身来福士探索舱·云端乐园观景平台，
满城灯火，错落有致，璨若星河；两江交汇，波
澜壮阔，江水浩荡；跨江大桥，长虹卧波，气势
恢宏……城市脉动尽收眼底。

晚上9时，无人机灯光秀如约而至，数千
架无人机光影闪烁，在夜空中编织出各种图
案，仿若在“天上街市”奏响城市交响曲，演绎
出重庆人文、科技、艺术的N种魅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虽比不上“五一”假期
的人山人海，但南滨路、长滨路、朝天门、江北
嘴等地的江岸边，以及各个高楼大厦的观景
台上，仍挤满层层叠叠的游人，纷纷举着手
机，定格最美瞬间。

“好美呀！太震撼了！”各种赞美之词，在
人群中不绝于耳。

“作为重庆的城市‘封面’，自无人机灯光
秀展演以来，我们这里已成为自带‘出圈’属性
的打卡点位，吸引着八方游客纷至沓来。”福士
探索舱·云端乐园观景平台相关负责人称。

不止该观景平台，在世贸大厦“天台
131”，打卡拍照、高空游玩、休闲娱乐……各
个“文旅+”项目，同样吸引着大量游客参与。

“自从无人机灯光秀展演以来，我们立即就在
品推中加入了该项目，带来的客流增量超过
20%。”世贸大厦“天台131”相关负责人称。

此外，WFC会仙楼观景台、云端之眼高
空观景台等地，同样也是人气爆棚，游人熙
攘，各种消费业态火爆。

来自市委宣传部数据显示，仅“五一”假
期，我市的无人机灯光秀就累计吸引观众超
120万人次，其中5月1日当晚现场观看人数
高达 30万人；在网络上的热度更是空前，相
关内容全网阅读量超10亿次；带动重庆两江
四岸酒店的搜索量上涨 40%，其中长嘉汇景
区18时至24时游客占比从52%上升到68%、
销售额增加 26.6%……由此可见，无人机灯
光秀，点亮的不仅是重庆夜空，也成功激活两
江四岸的“夜经济”。

涵养城市个性，“天台经济”是新蓝海

“无人机灯光秀，带火重庆‘天台经济’，
其实只是原因之一，因为它自身有着更深层
次的发展逻辑。”鹅岭二厂文创公园创始人周
迓昕说。

在重庆，他是较早深耕“天台经济”的践
行者，并成功打造了“爱情天台”等全国知名
的打卡点。 （下转3版）

激活新“夜”态，打造新型消费场景——

重庆“天台经济”迸发澎湃活力

□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记者 5月 9日从重庆市通信管理局官网获悉，截至
2025年3月末，我市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已达5312.83
万户，同比增长20.88%。全市物联网连接规模再上新台
阶，已成为推动重庆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
要引擎。

物联网被视为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下一个新技术浪
潮，已成为各国竞相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随
着智慧城市、智慧家居、智慧交通等智能化应用加快落
地，物联网产业发展在我国呈现出勃勃生机。而重庆拥
有坚实的产业基础、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物联网产业发展如火如荼，已成为我国物联网产业发展
的重点区域。

据了解，随着物联网连接从量变走向质变，物联网产
业发展已步入关键时期，正处于高质量飞跃阶段。当前，
我国通过相关政策加快推动移动物联网从“万物互联”向

“万物智联”发展，为行业数字化转型和新型工业化注入
了新动能。为推动移动物联网发展，目前重庆正在实施

“智联山城 赋能万物”行动。该行动遵循“1343”架构，即
一个总体目标、三个分项目标、四大核心任务及三大保障
措施，致力于构建一个高效、安全、可靠的移动物联网生
态体系。未来，重庆将形成一批具有竞争力的物联网产
业集群，显著提升社会治理及民众生活的智能化水平，为
数字重庆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重庆移动物联网终端用户数已超5312万户
同比增长20.88%

高校专业优化调整体现哪些“风向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