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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实习生 彭茜 通讯员 孙伯
春）7月2日，大足区2025年青少年“科技星空”夏令营正
式开营，参加的31名营员为全区科普讲解大赛的获奖选
手、“中华魂”读书活动演讲市级优秀选手和品学兼优的
留守儿童。开营仪式后，营员们随即前往重庆科技馆开
展活动。

本次活动由大足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区科技
局联合主办，旨在通过展品参观和实践互动等多样化的
方式，向学生普及航天科技、低空科技等专业领域知识和
科技发展前沿动态，并在“做中学”的探究过程中，激发和
培养青少年对科学技术的兴趣和爱好，提高科学素养。

据了解，大足区青少年“科技星空”夏令营活动自
2017年开始，已成功举办 8届。活动的举办为不同背景
的优秀学子搭建共学平台，为全区培育面向未来的创新
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 重庆日报记者 夏元

在“满天星”软件人才培育中，重庆
打破高校“大三大四实训”传统方式，让
高校学子从大一阶段即可参与企业实训
对接。7月 1日，记者从重庆软件园获
悉，日前重庆软件园产业与人才学院（以
下简称重软学院）联合重庆人文科技学
院，为其软件工程与大数据专业 170名
大一学生开启“产业认知第一课”。

在此次为期 3天的实训中，170余
位师生走进重庆软件园 A区，参观多
个入驻企业，实地了解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研发及应用场
景。在企业负责人现场讲解中，学生

不仅能直观看到 5G、AI、智能驾驶等
前沿领域的产业化运作，还能通过现
场互动交流环节，进一步明晰行业发
展趋势及岗位需求。

在企业实训基地，多名企业技术专
家围绕互联网行业创新、计算机行业职
业发展路径规划等主题，向学生讲解低
代码自动化、数字化、大模型等技术在
产业场景中的应用和展望，让学生在理
论与实践结合中深化专业认知。同时，
就业导师从就业形势分析、岗位认知与
选择等方面对学生进行专题培训。此
外，重软学院专业教师团队还围绕智能
网联行业发展、智能网联云平台部署与
测试等内容进行系统授课，将一个个企

业项目引入实训教学环节。
“本次实训由学院教师与行业专家

共同执教，通过理论加实训相结合的双
师型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核
心技能，拓展行业思维。”重庆软件园相
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实训通过“企业参
观—行业分享—项目实训”闭环设计，
不仅让学生近距离接触产业前沿，亦推
动高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

重庆软件园表示，将持续通过“大
一认知启蒙+高年级技能强化”递进式
培养方式，逐步形成覆盖高校全学段的
软件人才培育体系。接下来，园区将进
一步加强与企业、高校合作，深入挖掘
双方需求，推动产教深度融合。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余杰）近日，邮亭镇 2025年
“邮商杯”趣味运动会举行，来自该镇各行业的 300多
名运动员进行了体能与智慧的竞技，凝聚起团结向上
的力量。

运动会由邮亭镇商会主办，镇政府与重庆农商行、中
国人寿等企业积极联动，以“参与、协作、共享”为主题。
运动会设置了挑担、毛毛虫、乒乓球、羽毛球、篮球、拔河
六个大项，运动员不仅有企业精英，还有机关干部、村社
区工作者、医护人员、教育工作者，充分展现了邮亭镇共
建共享发展的生动局面。

比赛场上，运动员们在拔河绳的攥握中感受着团结
的力量，在接力棒的传递中体悟信任的温度，在“毛毛虫”
奔跑的笑声里收获比胜负更珍贵的情谊，把赛场上“勇争
第一”的拼搏劲头转化为了“赛马比拼”的强大动力。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7月2日，全市首批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
值转化交易集中授牌活动在市水利局举行。
这是重庆首次开展此类交易，也是全国水土
保持生态产品交易中单批次数量最多、类型
最全、金额最大的交易。

当天集中授牌涉及北碚区胜天湖、綦江
区山溪三美、南川区金花、武隆区杨柳塘、城
口县排山、秀山县兴隆坳等 6条小流域水土
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交易金额 2.34
亿元，撬动绿色金融信贷支持6.1亿元。

“这标志着我市在探索建立水土保持投
入循环机制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7月2日，
市水利局水土保持处处长郭宏忠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这样介绍道。

目前，重庆正以深化水利投融资体制机
制改革为契机，完善水土保持工程政策体系，
探索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路径，创新
水土保持绿色金融信贷模式，推动水土流失
治理由单一渠道的政府投资向各类市场主体
共同参与转变，逐步建立水土保持“治理—转
化—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高标准治理吸引社会资本目光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和三峡库区腹心地
带，地形起伏大、降雨充沛、土壤抗蚀性差，水
土流失易发多发，现有水土流失面积 2.33万
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28.3%，既高于
全国总体水平，也远高于长江流域平均水平，
是长江流域及长江经济带水土流失最严重的
省份之一。

“长期以来，我市水土流失治理主要依靠
单一财政投入，治理任务重、成果巩固难，难
以满足新时代水土保持高质量发展要求。”郭
宏忠透露。

近年来，全市每年投入近3亿元，以小流
域为单元统筹山水林田湖草路村居系统治
理、高标准治理，通过效益示范、模式推广、产
业联动等途径，吸引撬动社会资本参与水土
流失治理，形成“治理一条、改善一方、带动一
片”的辐射效应。

比如，潼南区在2022年国家水土保持重
点工程中，就充分发挥项目“乘法效应”，通过

“治理+土地+产业+分红+技能+就业”联动，
实现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提档升级，撬动社
会资本2200万元，盘活闲置土地，培育花椒、
柠檬产业3000余亩。

奉节县在柳池小流域治理中，通过实施
坡改梯800余亩，配套解决灌溉用水、地力提

升、运输不便等难题，增强经营大户信心，引
导其自主投入资金 700万余元种植脐橙 4.5
万余株，推动脐橙产业和旅游业融合发展。

永川区在推进长江上游水土保持生态科
技示范园建设中，通过打造高品质水土保持生
态科技展示区，吸引广大市民和中小学生参
观、研学，并借此吸引社会资本，计划投入2亿
多元在园中建设全国最大的水土保持科技馆。

生态产品价值合理高效“变现”

历年来的水土流失综合治理不仅促进了
水源涵养，减少了土壤流失，还让区域水土保
持生态功能得到显著提升。在实施过程中，
我市还充分发挥资金综合效益，同步推进治
理单元内基础设施、特色产业、人居环境、生
态旅游一体化发展。

这样一个“闭环”，不仅让生态功能得到修
复，更让生态产品价值得以体现，为水土保持
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提供了基础和可能。

简而言之，这类交易的实质就是生态产
品和生态价值的“变现”过程。

比如，北碚区选择的交易对象胜天湖小流
域位于金刀峡镇，拥有胜天湖、偏岩古镇、金刀
峡景区等优质资源。近年来，北碚区在胜天湖
小流域实施水土流失综合治理，累计投入4110
万元，使该流域水土保持率大幅提升，生态环
境明显改善，每年吸引近100万人游玩，具备蕴
含优质水土保持功能的生态产品属性。

“由于此前我市从未开展过此类交易，价
值核算、交易流程、要点细则都亟待厘清。”郭
宏忠介绍。

去年底至今年初，市水利局组织区县赴
开展全国首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
易地浙江安吉，以及其他开展过同类交易的
地区学习先进经验，在水利部相关司局、中国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等单位的指导帮助下，
于今年 3月确定首批 6条小流域水土保持生
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对象，并找准第三方评
估机构、专业交易平台、政策性金融机构，依
法依规开展价值转化交易试点。

比如，南川区金花小流域200亩土地范围
内生态产品的5年经营权，通过量身定制价值
转化工作方案，按照“核算—确权—评估—公
示—竞价”五阶段流程，最终被南川区巨昌农
业开发有限公司以60万元取得。南川区同步
建立了资金监管体系，设置5年评估期，确保60
万元交易款精准用于水土流失治理等范畴。

秀山首单交易选取了兴隆坳小流域范围
内 3000亩生态茶园 3年经营权为交易对象。
因为当地主产的“秀山茶叶”获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认定，提升了生态产品的核心竞争力，在
本次交易中不仅实现溢价，从初次评估的
380万元上升到最终交易的420万元。

又如，城口县选取排山小流域为试点，系
统开展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的价值核算、资产
确权、公开交易、融资担保等工作。县政府将
财政资金投入水土保持治理所产生的生态产

品价值增量，划拨给县属国有平台公司，实现
生态资源转化为可量化、可交易、可抵押的资
产，在重庆土交所平台以 221.28万元成功交
易排山小流域文化服务5年经营权。

郭宏忠表示，6条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
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是我市首次完成水土保
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是全国水土保持
生态产品交易中单批次数量最多、类型最全、
金额最大的交易，也是我市推动生态价值转
化为经济价值的成功实践，将有力促进水土
保持生态建设可持续发展。

将促进水土保持和生态建设
可持续发展

记者了解到，全市首批水土保持生态产
品价值转化交易的收益和融资信贷，都将用
于辖区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修复和生态旅游
发展，使区域水土保持功能和生态产品价值
实现可持续发展，推进农村基础设施改善和
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形成水土保持“治理
—转化—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

比如，城口县排山小流域明确交易收益
的 60%用于水土保持治理、40%用于支持村
集体经济，融资贷款用于水土保持和乡村振
兴产业项目，充分发挥水土保持项目的生态、
经济和社会效益，使交易各方共同受益。

北碚区胜天湖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
3年经营权交易，不仅创下了全市首例小流
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经营权市场化交易纪
录，还将带动胜天湖村研学、露营、民宿等新
业态发展，预计可新增就业岗位 50个，助推
村集体经济每年增收约30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中西部地区最大一单
同类交易，綦江区山溪三美小流域不仅交易金
额达到1.38亿元，还突破传统融资模式单一依
赖企业资金流水或土地房屋等抵押品的“固有
思维”，撬动了2.1亿元的绿色金融信贷资金。

根据规划，这 1.38亿元转让资金已经形
成分配机制：50%用于山溪三美小流域水土
流失治理等水土保持生态功能提升，30%用
于所涉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完善，20%用于所
涉村集体产业发展和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
贷款的 2.1亿元也将用于全区生态清洁小流
域的提质增效和乡村振兴。

“接下来，重庆市将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为引领，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认真总结
经验，将交易模式推广至更多领域，通过强化
生态产品培育、完善政策支持体系、创新社会
资本参与模式等对策措施，有效盘活水资产，
做好水文章。”郭宏忠说。

全市首批！6条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交易完成

重庆探索建立水土保持投入循环机制

重庆创新“满天星”软件人才培育方式

高校新生可参与企业实训对接

大足区青少年“科技星空”
夏令营正式开营

邮亭镇

运动会凝聚向上力量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特
约通讯员 曾蕊 文/图）“出淤泥而不
染，濯清涟而不妖”，古人笔下的君子之
花，如今在大足区雅美佳湿地公园真正
具象化。近日，荷花品种“白君子莲”迎
来盛花期，其极致纯白的花色，成为夏
日里一道惊艳的风景线。

据园区负责人介绍，“白君子莲”
是西南地区已知最白的荷花品种，经
过多年培育，今年在大足实现规模化
开放。其花瓣白如凝脂，在阳光下泛
着温润光泽，搭配荷叶的墨绿与荷塘
的碧波，形成极具视觉冲击力的

“水墨画卷”。更难得的是，该品种完

美契合“出淤泥而不染”的君子品格，
与大足石刻承载的千年人文精神遥
相呼应。

据了解，白君子莲的“白”源于特殊
的基因表达，它的花青素含量极低，因
此能呈现极致的纯净感。它的花期长
达40天，眼下正是最佳观赏期。

大足雅美佳

荷塘盛开“美白天花板”

荷塘盛放的荷塘盛放的““白君子莲白君子莲””。。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为提升老年健康管理水平，
增强疾病预防意识，近日，大足区龙岗中心卫生院携手龙
岗街道学坝社区及志愿者团队，在城区孝文化广场开展
为期一周的老年人免费健康体检活动，将健康服务送到
居民“家门口”。

此次体检项目丰富多样，基础体格检查涵盖血压、血
糖、心率等，实验室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等，
影像学检查有心电图、B超（肝胆胰脾肾）。此外，还提供
中医体质辨识、慢性病用药指导等个性化服务。活动现
场发放健康宣传手册 200余份，医护人员为每位老人提
供一对一健康咨询与慢性病管理建议。

为提高服务效率与体验，卫生院启用智能化体检设
备，大大减少老人排队等待时间。活动累计服务 176名
老年人，动态更新健康档案 180余份。筛查发现高血压
疑似病例22例、糖尿病高风险人群10例，均建议尽快复
查确诊。

龙岗中心卫生院

为老人送上“健康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