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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平日报记者 王小玉

近日，梁平明月山优质粮油产业技术创新中心（梁平
粮油科技小院）在安胜镇召开水稻品质、单产提升新技术
应用培训观摩会，通过田间演示、座谈交流等方式，对水
稻机械化侧深一次性精准施肥技术（以下简称侧深施
肥）、“两化（机械化和绿色化）”水稻施肥直播覆膜技术、
水稻管护等内容进行技术示范与集成培训，共探“藏粮于
技”实践路径。

据了解，侧深施肥体现在插秧机种植水稻时同步进
行施肥作业，将肥料精准定量施至秧苗根侧3至5cm，相
较传统施肥方式，可减少氮素流失，将水稻氮肥利用效率
提高70%、分蘖数增加12.8%，预计增产30%左右。“两化
（机械化和绿色化）”水稻施肥直播覆膜技术则通过多功
能一体机，实现“施肥、旋耕、覆膜、播种”机械化一次性作
业，有效减少灌溉水、肥料、除草剂投入，实现增产10%以
上，综合增收率达5%以上。

“肥料集中在水稻根系旁边，一点不浪费。”种植大户
熊敢权实地查看后感慨道。

熊敢权道出了众多种植户的心声：“以前种植水稻，
总是担心肥料浪费、天气干旱、收成不佳。现在有了技术
支撑，种粮人终于可以挺直腰杆了。”

“科技创新必须扎进泥土里，才能结出生产力的硕
果。”西南大学副教授刘彬介绍，明月山优质粮油产业技
术创新中心（梁平粮油科技小院）致力于将实验成果搬进
田间地头，以科技小院为枢纽，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推动明月山粮油全产业链绿色发展成果转化应用。

□ 大渡口报记者 黄兰清

24小时“不打烊”服务、人脸识别的智能门禁、不断
补给的物品物资……2024年 12月，大渡口跃进村街道

“24小时不打烊”全时驿站（以下简称全时驿站）正式投
入使用。这座以科技赋能的智能服务空间，化身新就业
群体“不打烊”的综合式“能量补给站”，自开放以来已吸
引1000余名劳动者驻足。

全时驿站坐落于跃进村街道革新社区旁，其建设凝
聚着跃进村街道服务民生的创新巧思。为打造高效服务
阵地，跃进村街道采用“依托建”“整合建”双模式，深度融
合智能化、数字化技术对驿站进行升级。

走进驿站，人脸识别系统实现“刷脸即入”，既保障安
全又提升通行效率；全方位覆盖的视频监控设备，让每位
使用者都倍感安心。充电设施、休息桌椅、微波炉、免费
饮用水及应急物资等配置一应俱全，24小时不间断供
应，随时为奔波的劳动者提供便利。

“现在送快递再也不愁没地方歇脚了！”顺丰速运快
递员李宗芮对此深有体会。每日穿梭于大街小巷的他，
如今将驿站视作途中的“避风港”。累了，能在柔软的座
椅上稍作休憩；渴了，随时取用清凉的饮用水；饿了，还有
免费的方便食品。“中午能在这儿午休，还能吹空调，太方
便了！”李宗芮感叹道。

同样受益的还有革新社区清洁工人黛小莲，驿站已
成为她每日的“打卡地”。“每天早上把午饭放进冰箱，
中午加热就能吃，彻底解决了用餐难题。”黛小莲告诉记
者，“闲暇时还能看看书，和其他工友聊聊天，生活更舒
心了。”

这座全时驿站不仅是遮风挡雨的场所，更是街道关
爱新就业群体的创新实践。通过“驿站+就业”“驿站+宣
教”“驿站+维权”“驿站+文化”等模式，街道全力构建多
元服务体系，全面拓展驿站功能。在这里，新就业群体不
仅能获取政策咨询、职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实用服务，还
可以参与“量身式”关爱慰问活动。

跃进村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将持续完善驿站
功能，优化服务细节，为新就业群体提供更坚实的保障，
打造可推广、可复制的基层治理示范点。

大渡口

打造“24小时不打烊”的温馨港湾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近日，新疆喀什疏附8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实现全
容量并网发电。涪陵高新技术企业重庆南瑞博瑞变压器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博瑞）为项目提供了3台220kV
新能源变压器，补齐了项目绿电供应的关键一环。

重庆博瑞由原四川省涪陵变压器厂改制而成，具备
500kV及以下电力变压器和特种变压器设计制造能力，
年产能 5000万 kVA。近年来，公司发力绿电赛道，自主
研发了风电、光伏新能源变压器等新产品并实现工程化
应用。

绕线、叠片、总装……记者来到公司220kV变压器总
装车间，一台台设备正在自动运行赶制订单。

“新能源变压器的研发，不仅能够倒逼企业淘汰高耗
能、高污染产能，转向清洁生产，还帮助我们的产品满足
全球供应链绿色认证要求，有助于突破国际贸易壁垒。”
重庆博瑞科创部负责人廖光华说。

不久前，由重庆博瑞出口希腊的 6台变压器产品一
次性通过试验，这也是他们首次在海外市场出口特种变
压器产品。

“我们所供货的希腊迈特伦铝业是当地冶金行业的
支柱，通过采用我们的变压器，该铝厂将扩充1/4的产能，
进一步提升市场占有率。”重庆博瑞副总经理周观禹说。

作为涪陵装备制造的领军企业，近年来，重庆博瑞紧
扣应用场景增加研发投入，努力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
接入解决方案等方面持续领跑。

去年底，重庆博瑞 110kV混合绝缘油变压器被认定
为全市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产品，突破了传统绝缘油
变压器易老化的瓶颈，其使用寿命延长了50%。

据了解，7月重庆博瑞 10kV配变智能化生产线项目
将进入试运行，预计9月正式投产。届时，重庆博瑞将形
成“绕线—装配—干燥—总装—注油—检测”的全流程智
能化闭环，可增加12000台配电变压器的年生产能力，预
计新增年产值5亿元。

□ 重庆日报记者 唐琴

6月22日，武隆区仙女寨，上万亩红苕肆
意生长，苕藤在阳光下一片葱绿。这种红苕
有一个特别的名字：红宝石。

约 400年前，武隆乌江边一个纤夫以它
为原料，通过 16道工艺加工出石磨苕粉，后
来还成为乾隆年间的贡品，声名鹊起。

如今，400年过去，武隆石磨苕粉不仅依
然屹立江湖，还获得“中国名菜”“中国名小
吃”“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重庆老字号”
等称号。作为武隆石磨苕粉的传承主力军，
武隆苕粉集团的年产量一路攀升至4000吨，
在全国的市场占有率突破 30%，并远销海外
16个国家和地区。

古法工艺传承
铸造武隆苕粉400年辉煌

今年 47岁的武隆石磨苕粉非遗代表性
传承人王晓路告诉记者，自清朝以来，武隆
人祖祖辈辈做苕粉，外出做客也爱拿苕粉当
礼品。

新中国成立后，武隆于1951年成立国营
川东苕粉厂，成为全国最早的苕粉企业之
一。此外，武隆还有铺天盖地的苕粉家庭作
坊。“高峰时期，武隆一个乡镇就有上百家小
工厂在制作经营苕粉。”

事实上，苕粉并不罕见，全国各地都有

产出。为何武隆苕粉能在 400多年里经久
不衰？

“因为武隆苕粉不仅看上去晶莹剔透，吃
起来更是鲜糯劲道。”王晓路告诉记者，这当
中，第一重要原因就在于土壤。

武隆仙女寨的油沙黄壤岩土，长出的红
宝石红苕口味脆甜清香，富含更多养分。

“除了优质的红苕，‘16道古法、三沉三
淀、现浪烫皮’的制作工艺更是核心秘密。”王
晓路说。

豪掷2000万元
让武隆苕粉跟上时代步伐

2017年，武隆苕粉产业迎来巨变。
当年，武隆区大手笔整合武隆石磨苕粉

厂、仙女湖食品开发公司、仙女寨合作社等，
成立武隆苕粉集团。武隆苕粉集团随即投入
2000万元打造武隆苕粉科创园，建设现代化
苕粉工厂。

投资2000万元，对当时的武隆苕粉集团
而言，无疑是一场豪赌，“几个厂的荷包基本
都掏干净了，贷款还高达600万元”。

为何非要如此冒险？一切都是形势所迫！
当时，武隆石磨苕粉厂工人多达200人，

但年产量最多 200吨，即便发动 1800户家庭
作坊一起生产，年产量也仅有 800吨左右。

“每年9月至次年1月，订单供不应求，供给缺
口巨大。”王晓路透露。

另外，更棘手的是，虽然武隆石磨苕粉看
似销路不愁，但内行人都清楚，其品控能力堪
忧。“彼时，石磨苕粉的退货率超过10%，产品
合格率仅70%。”王晓路坦言。

此外，人工打包粗放单一，大多使用麻布
口袋包装，只能进入批发市场销售，售价较
低，利润微薄。

与此同时，伴随工业化、规模化、数字
化浪潮席卷，消费者对于食品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想要进一步提升苕粉市场竞
争力，仅靠传统手工生产已难以为继，改变
势在必行。

由此，武隆苕粉集团应运而生，担起武隆
石磨苕粉传承壮大的新使命。

祭出三板斧
劈开发展新路扭转被动格局

武隆苕粉集团成立后，很快砍出三板斧，
扭转被动格局。

其一，加强科技创新，提升苕粉品质。
“‘16道古法、三沉三淀、现浪烫皮’是

武隆石磨苕粉的安身立命之本，无论科研
如何升级，这个独家工艺绝对不能丢。”王
晓路表示。

为此，武隆苕粉集团成功研发锉磨机，既
保留红苕石磨工艺，又大幅提升磨浆的效率，
红苕利用率提升 30%。同时，集团历时三年
自主研发“现浪烫皮”智能生产线，实现铺浆、

蒸熟、水煮等程序智能化操作，“一条生产线
仅需3个人，年产量达到4000吨”。

此外，集团还引进智能烘干机，有效控制
苕粉水分，将以前3—5小时的晾晒时间缩短
至20分钟，苕粉保质期大幅延长。

特别是，集团坚持苕粉零添加工艺。
2017年，产品获得行业唯一FDP（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成功出口美国市场。

其二，规范包装、开发新品，进军高端
市场。

武隆苕粉集团在行业首创智能包装技
术，不仅规格更全，还实现了人与食品零接
触，产品更干净卫生，既满足家庭消费，又兼
顾餐饮门店所需，还适用于商超散装销售。

与此同时，武隆苕粉集团还在行业首创
灭菌保鲜技术，开发用于火锅以及汤锅的鲜
苕粉、用于烧烤的新鲜苕皮等新品，推出桶装
酸辣粉等品类，大受市场欢迎。

其三，扩大种植面积，加速提升产能。
王晓路透露，武隆苕粉集团为了确保红

宝石红苕的原料供应，在全区采用“公司+村
集体+农户”的产业联合体模式，红苕种植面
积达到 16万亩，面积扩大了 10%。同时，加
快建设万吨淀粉科技厂（二期），届时，年产能
将达到1万吨。

“我们的目标是：加速将石磨苕粉作为
中华美食分享到全球，努力建设全国苕粉业
规模最大、质量最好、品牌最响的企业。”王
晓路说。

全国市场占有率突破30%，远销16个国家和地区——

“400岁”武隆苕粉继续“潮”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6月 23日，位于北碚区重庆环大学人才
创新创业服务港的生物基纳米与新型化合物
中试平台，重庆多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技
术人员正娴熟地操作反应釜。经历反应、分
离、提纯、干燥等蜕变后，小分子材料连续生
产顺利完成。

这个看似普通的生产场景，正是重庆环
大学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以下简称人才港）
激发科创裂变的生动实践。

在市委组织部、市科技局、市人力社保局
等牵头人才创新创业全周期服务机制改革的
推动下，北碚区发挥本地高校集聚、科研资源
丰富的优势，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
制改革，全力打造西部首个、具有重庆辨识度
的环大学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

自去年初人才港启动建设以来，31个高
层次人才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人才、
技术、资金等各类要素在这里汇聚。

科创集聚，校地合作培育孵化

“人才港从建港之初，就与传统孵化器不
同，而是定位聚焦孵化还处于技术原理阶段
的种子期人才项目。”北碚区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说。

西南大学电子信息工程学院李华青教授
的实验室里，智能控制系统研发已硕果累
累。虽有创业之心，但科学家与企业家的身
份鸿沟曾让他迟疑。

人才港立即跟进对其立项支持，优先推
荐入库转化熟化，促进创新成果加速从实验

室走向生产线。
今年 3月，北碚区与西南大学签署校地

全面深化合作协议，李华青团队作为人才团
队代表上台签约，孵化成立西大（重庆）智能
设备有限公司，公司有红外成像与测温、发电
机集电环健康监测设备和毫米波雷达形变监
测等多款产品。

紧接着，人才港全程“陪跑”，从市外“挖”
来职业经理人推荐担任公司副总经理，帮助
打理公司事务。

现在，该公司已获批2项授权发明专利，
与国内多家水泥企业、大型能源企业和科研
院所签订 10余个战略合作协议，预计 5年内
可实现产值1亿元。

据介绍，人才港持续产出系列创新成果，
12个高层次人才项目享受人才或科技项目
专项政策支持，目前已集聚高水平人才项目
100余个。

陪跑赋能，市场服务加速转化

重庆伊士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法人、
西南大学药学院李学刚教授手握黄精茶、
黄精果脯以及黄连等产品，拥有自主核心
技术和广泛的市场前景，却在中试转换环
节卡了壳。

转机出现在去年3月。得知李教授团队
的需求，人才港为其匹配技术经理庞墉上门
服务。这位“科技红娘”迅速行动：对接区农
业农村委，在北碚区三圣镇是平村觅得一块
闲置集体土地，协调当地以优惠价格租赁并
争取区农委专项资金支持。

短短两个月，协议落地。去年夏天，中试

车间破土动工。如今，李教授团队三圣镇中
药材（黄精）中试基地即将投用，第一批试验
用黄精正等待加工。

如何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推
动科技成果加快落地应用？人才港引育 38
名职业经理人、技术经理人、投资经理人等
陪跑队伍和 20余家知识产权、金融等专业
机构。

不仅如此，针对概念验证、中试验证等平
台运行封闭的短板，人才港联动西南大学构
建“全链条管理+智能化平台+专业化队伍”
三位一体仪器共享体系，推动设备平台从线
下封闭运行到线上共享开放……

实施“陪跑行动”以来，人才港科技成果
转化数量不断突破、转化方式不断创新，在全
市高校中首次采用拍卖方式开展专利成果交
易，带动西南大学等单位完成技术合同登记
超40亿元，促成校企合作项目126个。

资本加持，多渠道引入“金融活水”

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吴頔在植
物抗病育种领域耕耘多年。去年 8月，吴頔
带着学生创立共生密码（重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并入驻人才港，决心将生物接种剂推向
田间。

产品、技术和市场潜力都没问题，但初创
企业最缺的“粮草”——资金，成了难题。

人才港搭建的路演平台成为关键跳板。
在去年 4月举行的“狮峰论坛”上，吴頔带着

“共森宝”生物接种剂产品登台。
经投资经理人熊曼娜牵线，来自北京的

投资人敏锐捕捉到价值，双方达成合作意

向。两个月后，对方果断投入 200万元作为
种子轮阶段的投资。

据统计，人才港内中科光智等16个初创
型人才项目已获近亿元融资，人才贷、经营性
贷款累计帮扶创业青年 102人，发放贴息贷
款3516万元。

像这样“陪跑赋能”的场景还有很多，人
才港运营团队先后已为科研院所、专家人才、
科技企业，提供“定制服务”50余次，短短一
年时间，孵化西大智能、共生密码、伊士腾生
物、多敏生物等高层次人才企业 31个，带动
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溢出科研成果
2569项，新培育科技型企业289家，累计1130
家，有效期内高新技术企业 77家，初步构建
起“技术攻关＋陪跑赋能+成果转化＋人才
支撑”的人才创新创业生态，展现出强大的集
聚效应与发展活力。

“涪陵造”新能源变压器
接入新疆喀什光伏项目

梁平

把科技成果“种”到田间地头

北碚打造环大学人才创新创业服务港

31个高层次人才企业扎根

重庆多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人
员进行操作。（受访者供图）

按照社会组织相关条例以及《中共中央
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改革社会组织
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意
见〉》有关规定，根据社会组织申报，经我局审
查，现将拟任相关社会组织负责人予以公示

（名单见附件）。
任何单位和个人如对公示的负责人名单

持有异议，均可在公示期间，通过书面形式向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社会组织管理中心举报
或反映。欢迎社会各界监督。

公示时间：2025年7月2日—2025年7月
5日

监督电话：023-43789398
联系地址：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龙景

路123号

附件：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公示
名单（2025-3）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5年7月2日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关于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的公示

大足区社会组织负责人任前公示名单（202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