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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巫
云开高速巫溪枢
纽至沙市互通段
建成通车，标志
着全长 118.6 公
里的巫云开高
速全线建成投
用。图为巫溪
枢纽互通。
重庆日报记者
罗斌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吴刚

随着巫（溪）云（阳）开（州）高速公路的全
线贯通，一条新的交通大动脉在渝东北三峡
库区腹地蜿蜒呈现。它像一把精准的钥匙，
解开了长期制约这一区域发展的“交通枷
锁”，为加快推进万开云一体化协同发展注入
强劲动能，一个以一小时通勤圈为基础的区
域发展新格局呼之欲出。

木桶短板
万开云协同发展的昔日之痛

万开云，即重庆市万州区、开州区、云阳
县，三地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是渝东北发展的
核心板块。然而，长期以来，这个铁三角却存
在一个结构性缺陷。在路网图上，万州经由
万开高速（G5012）和沪蓉高速（G42），分别与
开州、云阳实现了约50分钟的快速连接，构成
了一个以万州为枢纽的V字型交通骨架。

但关键的第三边——开州与云阳之间，
却横亘着连绵的山脉，成为交通的断点。两
地直线距离不过数十公里，往来却需在蜿蜒
曲折的省道S202上耗费近两小时。这条盘山
路路况复杂、通行效率低下且易受恶劣天气
影响，阻碍了人流、物流、信息流的自由往来。

这正是区域协同发展的木桶效应。开州
与云阳之间低效的连接，就是那块最短的木
板，它决定了整个万开云一体化的“水位”高
度。无论万州与两翼的联系多么紧密，只要
开云之间无法高效直连，产业联动和资源共
享就大打折扣。

补齐第三边
从V字绕行到铁三角闭环
巫云开高速的建成，其核心作用是精准

地补上了那块最短的木板，将V字型结构升
级为内部高效循环的铁三角闭环网络。

这种改变带来的是时间与效率的大幅提
升。开州与云阳之间的车程缩短至50分钟左右。

这一改变，意味着万开云三地任意两点
之间的车程，均被稳定压缩至 50分钟左右。
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变化，它意味着“1小时
通勤圈”成为现实，为人才跨区域流动、居民
跨区域生活消费提供了可能。

同时，物流成本大幅降低，企业供应链的
响应速度和效率呈几何级数提升，区域内产
业分工协作的成本基础得以重塑。此外，协
同发展的“摩擦系数”降至最低，过去因交通
成本而难以推进的跨区域合作，如今已具备
了坚实的物理基础。

串珠成链
共同做大旅游市场蛋糕

如果说路网闭环是肌体，那么它激活的
旅游经济就是流动的血液，让协同发展变得
生动而具体。

巫云开高速沿线，散落着众多优质旅游
资源：开州的汉丰湖、云阳的龙缸地质公园、
巫溪的红池坝高山草甸……过去，它们像一
颗颗独立的珍珠，游客往往因交通不便而只
取其一。如今，巫云开高速公路如同一条丝
线，将这些珍珠串成了一条项链。

这种“串珠成链”效应，直接推动了区域旅
游从景点游向全域游的质变。游客可以轻松地
设计出观湖（汉丰湖）—探险（龙缸）—避暑（红池
坝）的3至5日深度游线路。停留时间的延长，
将直接撬动住宿、餐饮、购物等全链条消费。更
重要的是，它促使沿线区县从单打独斗走向抱
团营销，万开云巫四地可以共同打造渝东北三
峡之心等区域性旅游大品牌，客源互送、利益共
享，共同做大旅游市场蛋糕。这种因路而生的
紧密合作，正是区域协同的典型范例。

扩容与升级
从万开云到“万开云+巫”

巫云开高速不仅补齐了万开云的短板，
它还向北延伸至巫溪。

过去，巫溪作为重庆最偏远的县之一，从
县城到万州，动辄5—6小时的车程使其难以

融入区域发展主流。巫云开高速将这一时间
缩短至 2小时左右，这无异于为巫溪颁发了
一张融入万开云经济圈的入场券。

巫溪的加入，并非简单的 1+1。在这个
新格局里，万开云是门户与枢纽，承担游客集
散、物流中转、产业辐射的功能；巫溪是生态
腹地与旅游资源大县，可提供差异化的高山
生态旅游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供给。至此，一
个以万开云为核心圈层，以巫溪为腹地圈层，
紧密联动、梯度发展的“万开云+巫”区域协
同发展新格局已然成型。

巫云开高速的通车，重塑了渝东北的经
济地理，打破了行政区划带来的物理隔阂，促
使沿线区县在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思考自身
的定位与合作。它用钢筋水泥的“硬联通”，
铺就了产业协同、民生共享、区域一体化的

“软联通”之路。这条路，正成为激活整个渝
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

解开“交通枷锁”激活渝东北“铁三角”

巫云开高速补齐万开云协同发展关键短板

□ 丰都日报记者 向陈

近年来，重庆市丰都县双路镇立足“生态立镇、产业
强镇、文旅兴镇”的发展定位，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成功塑
造“绿色生态游、品牌研学游、农耕体验游”三大品牌，进
一步提升乡村旅游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走出了一条绿色
发展的乡村振兴之路。

位于双路镇的九重天研学康养基地，海拔 1200多
米，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景区植被丰富，森林覆盖率
达 78%。每到夏季，各地游客都会扎堆来到这里避暑纳
凉或参加户外体验活动。

“我们通过探索绿色、多元发展新路径，建成九重天
森林探险区、研学基地、高空拓展基地、婚纱摄影基地等
旅游项目，九重天研学康养基地项目年接待游客达10万
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1000万元。”丰都县九重天景区
总经理陈国海说。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位于九重天景
区沿线的安宁农耕文化实践基地以农业资源“共联”为引
擎，打造的共富农耕馆也备受中小学生喜爱。投用以来，
每个月都有不同学校的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前来开展劳
动体验活动。基地以“粮食的来源”为主线，开设了10多
个农事体验项目，让学生亲身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魅力。

“今年上半年，安宁耕读基地接待研学中小学生
4000多人，总产值近百万元，带动全村 1700余人得到产
业分红。下半年接待签约人数还有 1万多人，村集体收
入将进一步提高，惠及每一位村民。”双路镇安宁场村党
总支书记冉龙海说。

“双路镇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始终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生态为底、产业为笔、文化为
墨，重点围绕安宁耕读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龙河湿地
公园庭院经济示范带、九重天康养基地等项目，全力打造
农文旅融合发展新样板。”双路镇党委书记廖成红说。

丰都：

文旅融合绘新篇 绿色发展促振兴

6 月 26 日，北碚区重庆横河川仪有
限公司EJA 智能变送器生产车间，一派
忙碌景象。

在这里，5G 协作机器人安静作业，
机械臂24小时无间断运行，AGV（自动
导引车）灵活穿梭于车间各处，提高了物
流周转效率。

据介绍，去年 9 月，依托 5G 技术数
字 化 转 型 ，该 公 司 生 产 效 率 提 升 了
10%。其主营产品EJA智能变送器，累计
销量突破 600 万台。同年，该厂入选工
信部5G工厂名录。

重庆日报记者 李雨恒 摄

北碚：5G工厂“智造”升级

□ 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凌晨3点，城市还在沉睡，陈淑梅和老伴
李其云已悄然起身。简单洗漱后，他们走向
小区里的店铺，开始了一天的忙碌。

和面、剁馅、包包子，动作娴熟如13年前第
一次出摊时。“咱们得赶早，让大家都能吃上热
乎的早餐。”陈淑梅一边忙碌，一边轻声念叨。

5点40分，天刚泛白，第一笼酱肉包热气升
腾，李其云推着小车来到小区门口的摊位，陈淑
梅则继续在店铺里赶制油条、糍粑块等早点。

这缕烟火气，在铜梁区巴川街道六顺花
园小区飘荡了整整 13年。老街坊们笑说：

“当年在这里买早饭的小学生，如今都带着大
学毕业证回来了。”

时间蒸透了面皮，也熬浓了街坊邻里无
声的信任。

然而，支撑这份“准时”的，远不止生计。
背后是67万元债务压顶的艰难岁月，也是陈
淑梅用一笼笼包子垒起的诚信誓言。

儿子离世，信守承诺替子还债

“包子婆婆”早餐摊的背后有一段令人辛
酸又感动的故事。

陈淑梅一家原本过着平凡而幸福的生
活。儿子李道生在重庆一家塑钢厂开车跑销
售，陈淑梅先后到广东、重庆打工，李其云一
直在当地的砖厂、电镀厂做力气活。

陈淑梅的两个孙子在2007年、2008年相
继降生。一家人随后在铜梁城区买了套100
多平方米的商品房，小日子过得不错。

可那之后，李道生的塑钢门窗生意越来越
冷清，连连亏损、不断举债。而陈淑梅患上了
多发性肌炎，住院治疗两个月，花费近10万元。

李道生离了婚，一边继续支撑着生意，一
边帮建筑公司开水泥罐车。而命运却给了这
家人沉重一击。2013年4月18日，李道生爬
上水泥罐车整理物品时，不小心从车顶跌落，
头部受重伤不治身亡。

儿子的突然离世，让这个家庭陷入了巨
大的悲痛之中。不仅如此，李道生还留下了
67万元的债务。债主上门讨要欠款，这时老
两口才知道儿子做生意欠下了账。

面对巨额债务和年幼的孙子，陈淑梅说：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夫妻俩拿出李道生的
死亡赔偿金和所有积蓄，按照借款顺序偿还
了50万元，还剩下17万元欠款。

摆早餐摊，包子10年未涨价

为还清剩余的欠债，陈淑梅想尽了办法。
2013年5月，在邻居的帮助下，陈淑梅到

铜梁城区一家洗衣店当起洗衣工，李其云仍
在工地上打零工。

每天不停地搓洗和冷水浸泡，陈淑梅的
双手关节患病，一沾水就钻心地疼。没有钱
不敢进医院，实在忍不住了，她就买点消炎药
和止痛药。

那时，她的两个孙子还小，在家无人照
顾，周围邻居就劝说陈淑梅，不如重操旧业开
个包子铺。陈淑梅曾在食堂干过厨师，做包
子、馒头没问题，可要开一家店铺，谈何容易。

“最开始，我连买蒸笼的钱都没有。”陈淑
梅苦笑道。

商店老板得知陈淑梅情况，送了她3个蒸
笼。“这份恩情，我一辈子都不会忘。”陈淑梅说。

2013年9月，在社区干部、小区物管和热
心邻居的帮助下，陈淑梅在小区门口摆起了
早餐摊。

他们做的包子、馒头个大，便宜，口味也
不错。附近居民得知陈淑梅靠劳动替子还
债，都纷纷前来购买。

做早餐的这些年，每年除了春节、端午节
和中秋节休息，陈淑梅从未缺席，最多时一天
要卖七八百个包子、馒头，“早上我和老伴在
家里把包子馒头做好，然后一起出去把摊摆
好，他再出门打点零工。”

陈淑梅做包子的肉，一直都在一家经过
绿色食品认证的专营店里买，新鲜、质量好。

当其他店铺的包子卖 1元/个，她仍然坚持卖
5角/个，十年都没有涨价。直到前两年物价
上涨，别家的包子都卖到1.5元/个了，陈淑梅
才把肉包子涨到1元/个、菜包子0.75元/个。

3年前，在好心人的建议下，陈淑梅在小
区里租了一间门面，再也不用在家里做好再
端到楼下售卖。门面第一年的房租，也是这
位好心人资助的。

还清债务，仍继续传递善意

陈云是李道生生前好友，也是债主之一。
陈淑梅始终记在心上，每年岁末，她总会准时将
积攒的钱拿过去，少则几千元，多则上万元。每
次，陈云都会送陈阿姨几箱米、油和牛奶。

经过四五年的努力，这笔债务终于还清
了。陈云对陈淑梅、李其云两位老人十分敬
佩，即便债务还清，他依然时常去探望，两家
的情谊愈发深厚。

2018年，陈淑梅和李其云用摆摊、打零
工的积蓄，以及爱心人士捐赠的善款，替儿子
还清了最后一笔欠款。

多年的艰辛与委屈，在那一刻化作了喜
悦的泪水。“还完钱的当天，我和老伴大哭了
一场。”直到现在，陈淑梅仍很激动，她说，这

些年真的太难了，但咱们挺过来了，以后的日
子一定会越来越好。

无债一身轻，“包子婆婆”的善良更有温
度。她的包子摊，成了传递温暖的驿站：重阳
节敬老院的“爱心包”里，有她亲手包的温情；
寒冬凌晨，环卫工人和执勤民警手中，接过的
热乎包子是她的关怀；车站返乡农民工的行
囊里，塞进了她送上的“家乡味”。

十余年来，陈淑梅免费送出近 5万个包
子、馒头，参加了130余场志愿服务活动……
她用朴实的“手艺”回馈人间善意。

如今，陈淑梅的两个孙子都已长大。大
孙子李勇兴刚参加完高考，准备先去当兵再
读大学；小孙子李俊浩 16岁，懂事听话。两
个孩子平时只要有时间，都会帮着爷爷奶奶
做家务，一家人的生活平淡而幸福。

陈淑梅家里的客厅，摆放了许多奖章和
奖杯，包括“中国好人”“全国最美家庭”“重庆
市道德模范”以及第六届全国“诚实守信”道
德模范等。

前不久，陈淑梅又荣获 2024年“诚信之
星”荣誉，她和老伴前往北京录制“诚信之星”
发布特别节目。这是他们第二次去北京。

当记者问起包子摊会摆到何时，陈淑梅
搓了搓围裙，笑着说：“做到做不动为止吧。”

蒸一笼笼包子替子还债，送一份份早餐传递爱心

铜梁“包子婆婆”：13年蒸出诚信与温情

“包子婆婆”陈淑梅和丈夫李其云以及两个孙子。重庆日报记者 何庆渝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罗芸

这几天，荣昌区峰高街道凤凰村“产业村长”陶连杰
正忙着筹建“渝西贝贝南瓜集散中心”，希望带动更多村
民靠这款“网红”农产品增收。据了解，荣昌区为破解农
村产业发展人才短缺等难题，积极推进“产业村长”选聘
工作，预计本月内将有70余名“产业村长”到任，到年底，
所有涉农村、社区都将有“产业村长”。

“带动力强的专业人才是农村产业发展的关键。”荣
昌区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从各领域专家人才、
产业能人、致富带头人、“土专家”“田秀才”中，选聘一批
爱农村、懂农业、熟市场、会经营、有资源的“产业村长”到
村履职，以破解农村产业发展人才短缺、资源分散、后劲
不足等难题。

今年3月底，首批21名“产业村长”接下聘书。“产业
村长”到村后，需要履行哪些职责？

一是成为宣传党和政府方针政策的“大喇叭”。比如
荣隆镇沙坝子村“产业村长”谭登峰，在该村流转1500余
亩地发展玉米制种业，创建了我市唯一的市级玉米制种
基地。他在向村民传授技术的同时，大力宣传今年中央
一号文件中关于“推进乡村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粮食
规模经营补贴”等政策。

二是成为田间地头农业新技术、新发展模式的“推广
员”。比如，安富街道普陀村“产业村长”蓝云霞，在安富
街道及毗邻的四川省隆昌市三合村流转了 5000亩土地
种植水稻，探索一年产两季小龙虾的种养结合新模式，每
亩可增收1000元以上。最近这段时间，蓝云霞的稻田成
了周边村民学习技术的“田间课堂”，预计明年采用此新
模式的稻田面积将大幅增加。

三是成为吸引年轻人到农村发展农业的“引力场”。
比如，陶连杰以凤凰村为核心带动 5个村发展蔬菜和水
果种植业、采摘业，吸引邱伟、李峰等近 10名“90后”“00
后”到峰高街道种植贝贝南瓜，发展农产品直播带货，当
地农业、农村发展有了更多“新鲜血液”。

目前，荣昌“产业村长”制度覆盖面已达到 50%。下
一步，该区将在137个村、社区中逐步推开“产业村长”选
聘工作，预计年底前实现全覆盖。

荣昌破解人才短缺、资源分散等难题

“土专家”“田秀才”获聘“产业村长”

□ 渝中报记者 徐潇

近日，记者从渝中区国防动员办获悉：全区 10处人
防工程纳凉点于6月28日向市民免费开放，提供休闲纳
凉服务。

渝中此次开放的10处人防工程纳凉点分别为：大坪
金象世家商场（大坪正街15号）、解放碑轻轨名店城商场
（邹容路110号）、解放碑中环银座商场（民族路200号）、
解放碑捌壹里网红街地下商场（中华路11号）、李17号人
防工程（嘉陵新村138号）、上36号人防工程（嘉陵桥西村
83号附 3号）、张 14号人防工程（钢铁设计院双钢路 1
号）、南 4号人防工程（南区路 1号）、李 8号人防工程（李
子坝正街43号）、文化宫后门。据悉，纳凉点开放时间从
6月28日起至9月中下旬，每日10时至21时，同时，根据
气候和纳凉点具体情况，将灵活调整开放时间。

“为持续提升国防动员服务民生水平，为广大市民营
造良好的夏日纳凉环境，我们优化设施配置、创新服务模
式、强化安全保障，对紧邻居民区、市民有纳凉需求的人
防工程纳凉点进行改造升级，更换了更加舒适的休闲桌
椅，营造了更加舒适的纳凉环境。”该区国防动员办相关
负责人表示，“我们优化服务流程，在往年安装有线电视、
无线Wi-Fi、安全饮水装置，配置各种防暑降温药品，设
置阅读区和宣传栏的同时，增加图片展，让市民在纳凉时
还能了解人防工程建设的变迁。接下来，我们还将组织
开展纳凉微宣讲、义诊、反诈宣传等活动，丰富纳凉市民
的文化生活。”

自 2005年以来，渝中利用人防工程冬暖夏凉的特
点，在夏季高温时节开放部分符合条件（通风、安全、干
燥、方便）的人防工程，为市民免费提供休闲纳凉服务，被
该区委、区政府列为为民办实事的“民心工程”。今年，渝
中开放的 10处人防工程纳凉点预计将累计接待十多万
纳凉市民，助推市民绿色低碳生活。

渝中10处纳凉点免费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