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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垫江报记者 周迎迎

近日，在垫江县普顺镇长柏村，62岁的种粮大户黄树
平蹲在田埂边，手指轻轻划过手机屏幕，嘴角止不住上扬：

“以前浇水全凭经验，现在动动手指就能给稻田‘喝水’。”
话音刚落，远处的电磁阀应声开启，隐藏在田垄间的滴灌
管道瞬间苏醒，细密的水雾如轻纱般漫过嫩绿的秧苗。

这是普顺镇智慧灌溉系统投用后的第 2个种植季。
以前，长柏村的1000亩稻田还是另一番景象。

“夏天浇水最头疼，凌晨三点就得扛着水管往田里跑，遇
上暴雨又得连夜排水。有次连续高温，眼看着稻叶打卷，人
在田里急得直跺脚。”黄树平抹了把额头的汗，向记者说道。

如今，田头立起的智能监测杆成了庄稼的“守护卫
士”。太阳能板下，温湿度传感器、土壤墒情仪、虫情测报
灯整齐排列，将采集到的数据实时传输到镇级农事服务
中心的监控大屏。

“就像给农田装了‘体温计’和‘听诊器’。”普顺镇产
业发展服务中心干部明福恩指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介
绍，“土壤湿度低于60%时，系统自动触发灌溉；发现稻飞
虱踪迹，会同步推送防治方案。”

最让种植大户黄树平惊喜的是灌溉成本的变化。“以
前每亩地浇水人工加电费要80块，现在通过滴灌精准供
水，成本直接砍掉一半。”

在长柏村的智慧监测示范点，更多“黑科技”正在改
变传统农事。

智能虫情测报灯搭配虫害预警系统，让农田里的害
虫无处可藏；智能农机调度系统通过系统远程调配农机
资源，优化作业效率；智慧灌溉系统大大提高农业生产的
效率、精准度和抗风险能力……

在农业“黑科技”的作用下，不少种植户笑着称道，种
地这件事，终于从“看天脸色”变成了“自己说了算”。

垫江

智慧农业让村民种地省力又省心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杨仕彦

在大渡口区，外卖骑手张磊的送餐路线
里多了一个温暖的“打卡点”——锦少乌鸡米
线店。回想起曾经只能蹲在路边短暂歇息的
日子，张磊感慨：“在这里能享受免费热水、手
机充电，还有‘骑手专属折扣餐‘，就像有个温
暖的补给站。”这一变化，正是大渡口区构建
新就业群体服务体系的生动写照。

今年 3月，大渡口区 42家商户挂上重庆
市首批暖“新”商户标牌，承诺提供基础、便利、
应急三大类9项服务。这一举措的背后，是大
渡口区市场监管局针对外卖员困难发起的倡
议。众多爱心餐饮店积极响应，经过自愿报
名、商户承诺、资格审查，最终筛选出首批暖

“新”商户。商户代表沈菊容表示：“一家家商
户汇聚起来，定能让外卖员感受到家的温暖，

他们也会带着这份温暖更好地服务社会。”
暖“新”商户服务只是大渡口区服务网络

的一部分。目前，全区已建成 70个工会驿
站、10个“义渡工友小家”、84家“骑手友好商
户”，并依托党群服务中心升级76个“初心驿
站”，形成了“10分钟可达”的物理服务矩阵，
让新就业群体随时能找到温暖的“港湾”。

在大渡口，数字化手段也为新就业群体
带来了极大便利。此前，外卖骑手、快递员等
进入小区、园区常面临繁琐登记手续，甚至吃

“闭门羹”。为此，相关部门构建了多元共建
共治共享的共同体——“惠新码”小程序。如
今，外卖员、快递员通过工会审核后生成实名
认证的电子通行码，进出小区更顺畅，全区已
有超 6000人申领。外卖送餐员感慨：“有了

‘惠新码’，进小区更快捷方便，送件效率提升
30%以上。”

今年2月，大渡口区总工会依托“数字重
庆”建设，在“惠新码”基础上迭代升级，创新
开发“新就业群体之家”，将于 7月正式上
线。该应用构建了 4个多跨场景，涵盖新就
业人员服务信息全量归集、需求感知匹配、一
站式服务以及服务质效复盘评价与结果运
用。其中，“一码全程服务”尤为亮眼，新就业
群体每人都有专属二维码，扫码即可享受政
策咨询、学历提升、工会驿站等十余项贴心服
务，极大提升了服务的便捷性与精准度。

服务升温的同时，新就业群体也在反哺
基层治理。大渡口区创新“以服务换服务”模
式，鼓励快递员担任“兼职网格员”，通过“随
手拍”上报问题。全区成立 3个新就业群体
行业党委，改良工会入会模式，成立2个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工会联合会，2000余名新就业
形态劳动者加入工会组织，定期举办技能竞

赛、联谊、慰问等活动，增强了他们的归属感
和认同感。

在权益保障方面，大渡口区人力社保局
积极探索，通过试点职业伤害保障机制，为外
卖骑手等灵活就业者撑起保护伞。数据显
示，该机制试点后，已作出劳动能力鉴定 51
件，支付职业伤害待遇 184 人，累计支付
527.93万元。

从一杯水、一张码到一份保障、一种认
同，大渡口区用一系列创新举措，为新就业群
体提供了全方位服务与支持。这些举措不仅
提升了新就业群体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为
城市和谐发展注入新活力。“接下来，我们将
进一步深化服务，为新就业群体创造更美好
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让这座‘义渡之城’的温
暖故事不断续写。”大渡口区总工会党组书
记、常务副主席李翔表示。

柔性引入紧缺急需人才“为我所用”
南川区破解中西部县域引才难题，赋能产业升级区域发展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实习生 雷晨阳

南川区金佛山东北麓有一座名为“龙崖
城”的南宋古战场遗址。去年，这座沉寂七百
年的古迹因北京大学孙华教授团队的介入指
导，成功跻身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

孙华教授是南川区“柔性引智”引入的专
业人才之一，以“项目合作”形式为龙崖城保
护注入智慧活水。

这一创新模式，是南川破解中西部县域
“引才难、留才难”困局的积极探索。据了解，
南川区从 2023年 3月开始探索柔性引才机
制，今年 4月，该区系统复盘过往经验、全面
升级人才政策，正式出台《南川区“潮汐人才”
柔性引用工作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潮汐人才”是指在不改变区外人才与所
属单位人事、档案、户籍、社保等关系的前提
下，以产业周期波动为牵引、以人才弹性流动
为依托、以柔性引用机制为载体，为南川区提
供才智服务的紧缺急需优秀人才。

南川区立足先进制造业、文旅康养、现代
农业三个增长极建设需求，实施“潮汐人才”
柔性引智机制，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原
则，系统性构建“智力潮汐”流动生态。

通过柔性引入产业领军人才，南川区推
动创建博士后工作站、技能大师工作室等国
家级、市级科技创新平台 20个，帮助企业攻
关技术难题 43项，落地研究成果 12项，让人
才如潮汐般涌动，“为我所用”，为区域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动能。

专家“驻厂”破解企业发展难题

“三年前我们四处‘借脑’，现在专家按月
‘驻厂’！”重庆上药慧远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汪正龙看着实验室里忙碌的专家团队，语气
里满是自豪。

这间位于南川的实验室，设备总价值

3000万元，是企业与重庆市中药研究院、重
庆邮电大学共建的市级重点实验室，深化了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模式。
2024年，上药慧远面临法半夏炮制工艺

的技术瓶颈。传统方法依赖老师傅的经验，
质量波动大，难以满足现代制药标准。通过

“潮汐人才”机制，企业精准引进中药鉴定专
家张增良、非遗炮制传承人杨军宣、全国知名
老中医叶愈青等12位专家，定期驻厂攻关。

专家团队将实验室搬进车间，短短一年，
不仅突破法半夏炮制等多项关键技术，还通
过CNAS认证，可开展16项中药质量检测，为
南川建设全市唯一中医药特色检验检测基地
提供支撑。

此外，消费者扫描药材包装上的二维码，
就能追溯饮片的“前世今生”——从种植地块
的海拔、土壤数据，到加工车间的温湿度曲
线，全程透明可查。这套由 IT信息化高级管
理者曲墨开发的追溯系统，为传统中药披上

“数字外衣”，实现了从种植到流通的全流程
透明化管控。“过去我们买专利，现在和专家

‘共享核心技术’。”汪正龙说。
如今的南川，超轻量化轮毂、“一步法低

温还原”等核心技术纷纷落地，柔性引才让车
间成了创新策源地。

南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
已累计帮助47家企事业单位定制需求，助力
企业攻关技术难题，推动产业短板有效补齐。

科技让农民腰包“鼓起来”

南川区鸣玉镇明月村，有一片国家级农
业专家李贤勇的“责任田”。李贤勇因一次技
术指导与南川结缘——2023年，他被聘为南
川区首批柔性领军人才。如今李贤勇的团队
已在这里扎下根，让“科技种田”成为现实。

“我们种植的特种稻一年收入19004元，
光分红就近7000元，比种普通水稻利润高多

了！”种植大户张治华说。
张治华口中的特种稻，正是李贤勇团队培

育的新品种，具有高抗性淀粉、低升糖指数等
特点，采用水稻直播技术，省去育秧插秧环节，
成本直降15%；更通过“公司+科研团队+集体+
农户”订单种植模式，收购价高于市场150%。

曾经的明月村，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农
田撂荒严重。如今，李贤勇团队通过全程技
术指导，培育出一批懂技术的本土农民，让亩
均收益比传统水稻增加500元。

科技赋能下，明月村成了“重庆市特种稻
鸣玉示范基地”。据了解，除李贤勇团队外，
四川美术学院杨吟兵教授、西南大学李丽教
授等10余个专家团队先后入驻鸣玉镇，不仅
带来特种稻、智能蚕桑等新品种、新技术，更
通过“一产业一团队”模式，为当地培育了一
批掌握前沿农业技能的本土人才。

“针对区内重点产业，我们建立‘链主企
业+潮汐人才’创新联合体，最大限度赋予领
衔专家政策支持裁量权、技术路线决定权、产
业联盟组建权等，让潮汐人才价值从点到即
止的‘咨询顾问’变为休戚与共的‘项目成
员’，推动‘潮汐人才’向‘常驻人才’转变。”南
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

文旅大咖让偏远小镇逆袭
成“网红”

合溪镇是南川最偏远的小镇，过去山路
蜿蜒、老街沉寂。而今游客们争相走进合溪，
打卡奇特的洞穴景观、古老的野生大树茶和
红色研学基地。

转变始于一群“文旅魔术师”的到来。
2023年 9月，重庆凝视文旅总经理李波第一
次踏入合溪镇时，就被深藏的红色故事和奇
特洞穴震撼：“这里的资源像散落的珍珠，只
缺一根串珠的线。”

随后，李波团队为合溪镇量身定制“合溪

红·理想镇”计划：复建合溪老街，打造红色记
忆街区；在黄蜂岩建起悬崖茶室、风门驿站等，
游客可一边品野生古树茶，一边俯瞰云海；甚
至把废弃石膏洞穴打造成“地质探险秘境”，借
央视报道的“熊猫头骨”化石一炮而红。

村民何安霞的生活也随之改变，她在“边
区客栈”餐饮接待点当服务员，月入2000元：

“以前只能种地糊口，现在家门口上班，还能
照顾老人。”

合溪镇的蜕变，离不开南川区“潮汐人
才”机制的推动。通过引进重庆出版集团、重
庆凝视文旅等团队，签订潮汐人才合作协议，
探索建立“政府+国企+民企”陪伴式合作模
式，汇聚“洞穴、文化、营销、设计、策划”方面
的共创人才，为资源转产业提供人才支撑。
2024年，合溪接待游客量增长4倍，好评率达
100%，成为人才赋能乡村振兴的样板。

从零敲碎打到系统推进，南川区人才集
聚效应正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跃升”。以

“柔性流动、精准对接、项目牵引”为核心的引
才模式，打破了属地化的传统人才思维，让专
家学者在关键节点“潮汐奔涌”，就能为地方
发展精准赋能。

据介绍，《办法》明确了潮汐人才引进条
件，规范了合作场景与认定程序，并通过“以
绩奖才、以投激才、以才荐才、以誉留才、以情
暖才”等 10条支持举措，让人才“来得了、待
得住、用得好”。

南川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
南川将持续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优化服务保
障措施，通过技术攻关、成果转化、项目合作
等合作方式，推动柔性引进一批专家教授、共
建一批科创平台、攻克一批技术难题，进一步
推动“潮汐人才”柔引真用。

5月20日，在重庆悍威新能源有限公
司的生产车间内，工人正在组装“重庆造”
摩托车。

重庆是中国的摩托车之都。今年以
来，重庆市璧山区充分发挥外贸“订单+清
单”监测预警系统的功能作用，结合“外贸
转增攻坚”行动，建立“一对一”服务机制，
助力当地企业出海，让“重庆造”摩托车畅
销海外。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 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吴梦桐

一条金色长龙凌空腾跃，冲破黑夜的宁
静，时而扶摇直上，时而低回盘旋……龙身蜿
蜒游走间，姿态变化万千，引得台下观众阵阵
喝彩。

在夜幕中舞动这条长龙的，是重庆铜梁
龙艺术团竞技舞龙队。这是一支青春洋溢的
年轻队伍，队员以“00后”居多，年纪最小的
成员仅18岁。

铜梁龙舞是以“龙”为主要道具的舞蹈
艺术，兴起于明，鼎盛于清，以动作丰富、气
势恢宏为特点，是中国龙舞的重要代表之
一，2006年入选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名录。

“龙珠再高一点！”“龙尾注意节奏！”训练
室里，重庆铜梁龙艺术团副团长蔡明灿正在
进行动作指导。他是一个相当“严厉”的师
父，队员们动作不标准、谁慢了半拍，都逃不
过他的眼睛。

龙舞表演中，动作难度最高的是“舞龙

珠”。舞龙珠的队员在台上“跑第一个”，要引
领龙头、控制节奏，往往压力也最大。

一年前开始练习舞龙珠时，铜梁龙艺术
团竞技舞龙队队员周林直言“心里发怵”，“很
多高难度动作我都是第一次接触，做起来有
些吃力，比如竞技龙的开场‘单脚飞燕’动作
等，有时需要手持龙头、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
直接站上队友的肩膀。”

在师父的指导和队友的鼓励下，周林渐
渐克服技术困难，如今已能在旋转腾挪间将
龙珠舞得行云流水，在正式演出中从未出现
过失误。

龙舞兼具力量与美感，对演员的体力要
求高，18至 25岁正是黄金年龄。今年 47岁
的蔡明灿，16岁就被教练选中学舞龙，师从
铜梁龙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黄廷炎，

已与龙舞结缘30余年。
“铜梁龙舞有近千年历史，民间传承从未

断代，越来越多青年加入传承行列，促进了这
项艺术的创新性发展。”蔡明灿介绍，以前龙
舞以街头表演为主，动作相对简单，近年来融
入杂技、舞蹈、戏曲等元素，创新衍生出 200
多个动作，观赏性大幅提升。

龙舞的发展，离不开一代代舞龙人的坚
守与传承。重庆市铜梁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严
勇表示，近年来当地深挖龙文化内涵，出台关
于龙舞传承发展的系列政策，持续擦亮这一
国家级非遗名片。目前，全区 100多所中小
学建有舞龙队、开起龙舞特色课堂，6万余名
学生在校就有了舞龙经历。

融入“中国风”的服装更加美观，交响乐
的使用凸显出龙舞的磅礴大气，轻便的道具

更易于操控……这些有益创新让这项古老
的艺术焕发新活力，吸引了更多年轻人踊跃
学艺。

如今，发源于巴渝乡土的铜梁龙舞，已成
为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之一。璀璨夺目的高
楼火龙、气势磅礴的大蠕龙、刚劲迅猛的竞技
龙，都曾跨越山海，在 30余个国家的舞台上
绽放。

“在海外表演时，许多华人特地来观看，
他们说，非常高兴能看到从家乡来的龙舞。”

“半路出家”的龙舞演员秦新松说，训练过程
中时常会受伤，但一想到可以让更多人感受
龙舞的魅力，自己就不会退缩。

“因为热爱，所以坚持；因为坚持，所以收
获。龙舞正是在一代代的接续传承中，持续
焕发着青春活力。”蔡明灿说。

大渡口：暖“新”行动服务新就业群体

青春舞动非遗梦
——重庆铜梁龙舞创新发展见闻

璧山

助力“重庆造”
摩托车畅销海外

□ 江津报记者 苏展 文/图

江津花椒开摘了！5月20日，伴随着夏日的骄阳，全
区保鲜花椒开始采摘。

“今年的果子不错，一捏就出油。”吴滩镇现龙村村民
喻鹏来到自家花椒林采摘花椒。随着他手里的剪刀张
合，一颗颗饱满圆润的花椒落入竹篓中。得益于全年的
精心养护，喻鹏家的花椒树长势喜人，不但果实饱满优
质，产量也有所提高。

现龙村花椒丰收是全区花椒产业发展的缩影。近年
来，江津花椒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2025年，江津
区花椒种植面积已达53万亩，投产面积48万亩，预计可
产鲜椒34万吨。

更令人振奋的是，今年花椒的品质和产量双双提升，
预计折合干花椒 6.2万吨，较去年增加 4.6%。这不仅意
味着椒农们的收入将有所增加，更预示着江津花椒在国
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据估算，今年花椒
总产值将达到 44亿元，增长 5.6%，全产业链产值更是高
达58亿元，增长5.5%。

据了解，由于今年花椒品质上乘，工厂开出的收购价
也水涨船高，目前普遍在3元以上。

“我们公司正在熊家镇建设年产 32万只蛋鸡和 1亿
枚鸡蛋的生产基地，以更好地满足发展需求；在龙驹镇小
微企业园新增4000平方米厂房，生产更多种类的芦花鸡
产品，进一步带动了周边群众就业增收。”鲁渝农牧科技
重庆有限公司总经理牟桔丰说，公司作为农业产业化市
级龙头企业，将发挥好带头作用，进一步将产业做大做
强，带动更多人增收，为乡村振兴助力。

在今年举行的第七届三峡柑橘产销对接活动上，首
批运往马来西亚的 500吨万州玫瑰香橙，由农业产业化
市级龙头企业、重庆市万州区新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种
植。公司负责人陈光辉介绍，今年公司玫瑰香橙果园产
量约150万斤，不仅在国内市场受欢迎，还远销东南亚马
来西亚、越南等国家。

农业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重庆玖凤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在太安镇凤凰社区打造千亩茶园，山山岭岭栽种茶
树，建设的茶厂引进全新茶叶加工设备，主要生产“三峡
银针”系列产品。借助发展壮大的茶叶产业，顺势发展了
避暑经济和乡村旅游，成为市民休闲观光的好去处。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农业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是
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促进农民增收的主力军，其
通过规模化、专业化和市场化运作，推动传统农业转型升
级、提质增效，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进程中，万州区注重对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进行指导服务，加强规范化建设，落实政策保
障，不断壮大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培育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6家、市
级以上农业龙头企业64家、国家级示范社16家、市级以
上示范社67家、市级示范家庭农场17个，数量均居全市
前列，有力推动了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

为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经营能力和水平，万州
区常年培训高素质农民1000人以上，培训数量居全市前
列。万州区农广校入选全国农民教育培训典型校，两所
农民田间学校入选首批全国县级优质校；万州“田间学
校”迭代升级“田间学院”实践案例入选第五届全球减贫
案例。 据华龙网客户端

万州

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激活乡村振兴“一池春水”

江津花椒开始采摘
预计鲜椒产量34万吨

椒
农
喜
获
丰
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