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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周松

近日，重庆市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
所的实验室里，副研究员周娜看着一批刚研
发出来的水果萝卜种子开心不已。这批种子
将在八九月份送到綦江，可种植约 500亩的
水果萝卜，用来生产鲜榨萝卜汁，这将成为綦
江又一特色农产品。

周娜是綦江区首批“柔性引进”的专家人
才之一。綦江引进了50余名这样的人才，分
布于产业、教育、卫生、农业等多个领域。

引来人才、留住人才，是区县引才的一
大难题。綦江区探索“不为所有、但为所用”
的引才路径，出台《綦江区探索契合区域发
展的柔性引才体系工作改革方案》，探索构
建区域柔性引才体系 2.0版。这项制度，效
用如何？

信息共享
“专家号”不用再等待

前不久，綦江区郭扶镇中心卫生院高庙
分院接诊了一名突发胸痛、呼吸困难的老
人。接诊医生立即为老人做了心电图检查，
并使用“心电一张网”系统，将老人的心电图
检查结果传送至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远
程心电诊断中心。

诊断中心医生看后，立即诊断为“急性下

壁抬高型心肌梗死”，并指导高庙分院实施紧
急治疗，最终使老人脱离了危险。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院长杨刚指
导下，綦江区建成了“心电一张网”系统，通过
云端数据中心，实现25家医院心电数据实时
共享，即使是偏远地区的患者也可获得三甲
医院服务。

杨刚本是江苏省人民医院的医生，2022
年，他来到綦江，推广 10多项心血管疾病诊
疗新技术，推动綦江地区心血管诊疗水平跨
越式提升。

来到重庆工作后，他结合綦江的实际，推
行“导师制”培养模式，个性化定制医护人员
能力提升计划。两年多来，科室团队迅速成
长，培养成熟心血管内科技术骨干6名，指导
青年医生斩获全国室性心律失常案例比赛一
等奖，研发全国及西南地区领先技术 10余
项，为区县医院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精英
团队。

“心电一张网”系统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成
果。截至目前，该系统共筛查普通心电图10
万余人次，通过远程会诊、转诊 156人次，明
显缩短急性心肌梗死再灌注救治时间，大大
提高了綦江基层医疗机构的心电诊断能力和
急救效率。

这样的“全域共享”模式正在綦江区各行
各业推广。例如，高端技术人才可以同时在
产业链上游企业从事技术研发，并在下游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从而促进人才在企业间的
跨企交流与互动。

接下来，綦江还将持续推动“独家用才”
到“全域共享”的转型，不断打破用人单位之
间的信息与机制壁垒，构建基于产业链的引
才模式，通过整合同一产业链上的用人需
求，建立人才共享机制，实现“人才共用、智
慧共享”。

智慧共联
“老企业”焕发新活力

“生产效率提高了 25%，成本还下降了
20%，人才的作用实打实地体现出来了。”重
庆有研重冶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有研
重冶）相关负责人高兴地说。

有研重冶作为有色金属粉体材料领域的
龙头央企，肩负实现技术突破的使命。为此，
在綦江区的帮助下，有研重冶柔性引进了拥
有20年材料研发经验的工学博士张敬国。

“张博士加入我们的研发团队后，成功突
破了四大核心技术。”企业负责人说，有研重
冶生产的电解铜粉产品，已经应用于 5G通
信、航空航天等领域，推动高性能铜粉和铜基
粉末冶金技术进步。

綦江区持续推动专家人才与项目合作的
精准匹配，张敬国主持的多项国家或省部级
科研项目，推动全区多个金属粉体材料产业
化项目发展，年产值超3亿元。

綦江区相关负责人说，未来该区将建立
“项目清单”“投入清单”“政策清单”三张资源
信息清单，实现从“单向寻才”到“双向选择”
的合作转型，探索通过“柔性引才联盟”的方
式，推动产业链上的企业共同制定统一的引
才标准或科研项目，从而实现批量引进人才
和人才的多功能复用。

成果共育
“土特产”实现大跨界

人才引进来，能发挥多少作用？
綦江区的草蔸萝卜皮薄、汁多、味美，是

著名的萝卜品牌。但随着种植面积的增加，
出现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

“由于长期没有专业育种，有些种子退

化，草蔸萝卜质量参差不齐，不仅影响产量、
外观，口感也会有差异。”周娜解释道，要想萝
卜产业发展继续壮大，产品质量是关键。

为此，在綦江区农业农村委的持续支持
下，周娜和同事一起着手优化，研发出“草蔸
60”和“草蔸90”两个早、晚熟萝卜新品种。

这两个新品种不仅保留了草蔸萝卜个
大、形圆、皮薄、汁多的优点，同时优化了株
型、增强了抗性、提升了商品性，产量和效益
大大提升。

“以前，草蔸萝卜成熟期大都在 90天左
右，而‘草蔸60’是早熟萝卜，只需要60天即可
成熟。”周娜说，两个新品种可以错开上市，延
长市场供应时间，从而取得更好的经济效益。

此外，在她的带领下，綦江还利用草蔸萝
卜优良株系培育杂交萝卜新品种“綦蔸1号”，
让自主知识产权品种迭代升级，稳定萝卜产业
种源供应，并在綦江推广萝卜“五改”技术（常规
种改杂交种、稀植改密植、平厢改高厢、粗放改
精准、化防改生防），提升了种植技术水平。

“我们研发的新品种已通过了相关验收，
尤其是新品种水果萝卜‘甜梨’降低了萝卜中
含有的辣味元素，增加了甜味元素，口感非常
好，其制成的萝卜汁不久后就能上市。”周娜说。

“以前，我们主要关注专家是否参与，而
对合作成效的跟踪和评估较少。今后，我们
将焦点从专家转向项目本身，通过建立以作
用发挥为核心的评价机制，提升柔性引才的
实效性和激励性。”綦江区相关部门负责人
说，接下来，该区将建立柔性引才的评价机
制、激励机制和容错机制，精神奖励与物质奖
励相结合，构建情感认同与物质回报的双轮
驱动模式，实现
人才价值释放与
区域创新发展的
良性循环。

□ 华龙网记者 张馨月 通讯员 谭启云

7月 3日，记者从云阳县林业局获悉，该县黎明古
村小微湿地成功入选重庆市首批“小微湿地+”示范
名录。

据了解，小微湿地是指自然界在长期演变过程中形
成的小型、微型湿地，要求单个小微湿地面积不小于 0.5
公顷，不大于8公顷；或实施联通后的多个连通小微湿地
群面积在1公顷以上。

而“小微湿地+”则是指依托小微湿地的多种生态功
能及辐射带动作用，因地制宜地将小微湿地建设与城乡
生态保护、环境治理、生态旅游、民宿康养、产业发展等深
度融合，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形
成的小微湿地可持续发展模式。

云阳县黎明古村小微湿地因地制宜选择“小微湿地+
生态旅游”模式，将田园山水、院落宗祠、历史遗存、花道
古径融入遇见黎明、耕读黎明、花开黎明三大休闲旅游板
块；并通过“小微湿地+”打造核心“厚财沟”，将各景点串
珠成链，让游客在观光旅游中感受地方优秀耕读文化，强
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

云阳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还将积极推
广“小微湿地+”发展模式，打造更多诗意秀美的小微湿
地。在点缀家园的同时，让生态效益更好地转化为群众
增收致富的经济效益，让“小微湿地+”成为美丽云阳绿色
发展的新引擎。

□ 华龙网记者 姜力菘

7月2日，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迎来了一场特殊意义
的演出——根据“全国脱贫攻坚楷模”毛相林真实事迹创
作的话剧《天坑问道》，首次回到故事发源地，为当年开山
筑路的亲历者及村民献上了一场震撼人心的艺术盛宴。
当地党员干部、村民代表齐聚一堂，共同重温那段用血肉
之躯凿出“天路”的壮丽史诗。

舞台上，演员们以精湛演技重现了下庄村被千米绝
壁封锁的艰难岁月。剧中“茅开山”的原型正是下庄村党
支部书记毛相林，他带领村民以铁锤钢钎挑战绝壁，历经
七年寒暑、牺牲六位村民，最终在悬崖上凿通 8公里“天
路”，彻底改写村庄命运。艺术与历史的交融，让“不等不
靠、不认命不低头”的下庄精神在故事发生地迸发出最强
烈的共鸣。

据了解，该剧由重庆市话剧院历时三年打磨，自
2024年在重庆大剧院首演后引发全国关注。此次“回
家”演出不仅是对毛相林和村民的致敬，更是对中华民族
奋斗精神的礼赞。

□ 巴南日报记者 袁启芳 刘纪湄

盛夏时节，在海拔近 900米的巴南圣灯
山镇滩子口村，石斛花开正盛，空气中飘来药
香。近日，圣灯山镇全域康养旅游季启幕并
举办招商推介会，以石斛特色产业为引子，深
度整合当地优质生态与康养资源，打造川渝
地区大健康产业示范 IP。

走进滩子口村绿意盎然的种植基地，一
丛丛铁皮石斛寄附于一株株树身生长，茎条
饱满粗壮、长势良好，嫩黄的铁皮石斛花挂满
枝头，花香扑鼻而来。村民们来回穿梭在基
地里，拎着袋子采摘石斛花。

“采摘石斛花 80元一天，花开过了还可

以剪石斛杆儿，劳动量不算大。村里还流转
了我们的林地和耕地种石斛，劳务费加流转
费，我们的日子是越过越好了！”村民刘兴秀
掩藏不住脸上的喜悦。

据了解，滩子口村山多、树多、雨多，为石
斛生长创造了“天然居室”。近年来，该村在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实施乡村振兴工作
中，通过“村集体+企业+农户”的模式，流转
林地大力发展林下仿野生铁皮石斛种植，带
动村民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这些铁皮石斛是仿野生种植的，利
用林下闲置地栽培，不施肥不用药，最大
限度还原了野生铁皮石斛的生长环境。”
滩子口村党委书记杜朝均说，目前，该村
已建成近野生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500余亩
（200余万株）、金钗石斛基地 200余亩（60
余万株）。

不仅如此，圣灯山镇大力发展中药材、茶
叶、花卉等特色产业，打造了“巴山银芽”“云
雾香米”“奶油西瓜”等一众品牌。同时，该镇

推动“文旅+农康”深度融合发展，打造了一
批精品民宿、康养基地和旅游景点，让游客到
圣灯山实现“春赏花、夏避暑、秋采摘、冬观
雪”的旅游体验，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
旅游、度假。

活动当天，圣灯山镇还与重庆市林科院、
巴南区中医院、乌江生物公司等单位签订了
项目合作协议，将联合开发石斛酒、石斛饮
品、石斛糕点、石斛面、石斛茶等药食同源系
列养生产品，形成石斛全产业链。

7月2日，北碚区施家梁镇施三路，
工作人员正对新安装的太阳能路灯进
行维护保养。

近年来，北碚区大力实施“四好农
村路”灯光亮化工程，为有条件的道路
安装路灯，既让道路“亮”起来，也让乡
村“美”起来，在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的同
时，方便群众夜间出行，助力乡村全面
振兴，建设巴渝和美乡村。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秦廷富

□ 重庆日报记者 刘翰书

7月1日，重庆市第三届“三峡杯”鲜食玉米品鉴选优
交流会在璧山区健龙镇新石村举行，共评选出 3个鲜食
玉米特等奖。

据悉，交流会举行前，专家组已按照外观品质、蒸煮
品质等维度，从 300多个参评品种中选出品质高、口感
好、柔嫩性佳和市场潜力大的鲜食玉米品种。在当天的
交流会中，“闽双色 8号”获第三届“三峡杯”鲜食甜玉米
特等奖、“美玉23”获鲜食糯玉米特等奖、“彩甜糯520”获
鲜食甜糯玉米特等奖。

据介绍，玉米常被划分为籽粒玉米、青贮玉米和鲜食
玉米三大类。近15年，我市鲜食玉米种植面积从30万亩
发展到 60万亩，年产量近 50万吨、产值近 11亿元，形成
了“糯玉米为主、甜玉米为辅”的格局，还在潼南、綦江、璧
山、奉节、酉阳等区县建成了享誉全国的鲜食玉米生产基
地。2023年，国内鲜食玉米仅电商渠道的销售额就有
2700多亿元，市场规模巨大。“本次品鉴选优交流会旨在
推动全市鲜食玉米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掘和推广优质鲜
食玉米品种，引导农民‘用好种、出优品、卖好价’。”活动
主办方、市农业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称。

本次活动为何在璧山区健龙镇举行？“我们这里地处
缙云山和璧南河山环水抱之地，不仅有适宜鲜食玉米生
长的气候土壤，还在去年与四川农业大学荣廷昭团队共
建了优质特色玉米创新研究院士工作站。”璧山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去年4月，他们与四川农业大学玉米研究所荣
廷昭团队正式签订院士工作站建站协议，在玉米品种试
种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院士工作站还拟在健龙镇新石
村建设优质特色玉米创新研究中心，开展优质特色玉米
品种选育与产业技术创新研究推广。

□ 万州时报记者 解书睿 文/图

企业是发展的基石。近日，记者从万州
区经济信息委获悉，万州全域优化布局，分

“领头雁”“小巨人”“后备军”三个层次，做强
做优做大企业，锻造先进制造钢筋铁骨，支撑
全区“3233”现代制造业体系建设。

做强“领头雁”

目前，万州正积极培育壮大“2151”龙头
企业，推动九龙万博和金龙集团向200亿级、
长安跨越等向 100亿级、湘渝盐化等向 50亿
级、迪康长江等向 10亿级企业迈进，同时培
育壮大一批亿级中小企业。

去年，九龙万博、金龙集团产值均超过
160亿元，预计今年两家龙头企业产值将双
双突破180亿元大关，加速向200亿级企业迈
进，充分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提速打造500亿
级先进材料产业。

区经济信息委表示，将做强“领头雁”，构

建“龙头牵引、梯队成长、生态共生”的现代产业
主体矩阵。到2027年，力争培育200亿级“龙
头”企业2家、100亿级“梁柱”企业3家、50亿级

“根柢”企业3家、10亿级“星火”企业15家。

做优“小巨人”

在向新而行、以质致远的发展浪潮下，万州
着力于细分领域培育制造业单项冠军、专精特新

“小巨人”以及独角兽、瞪羚企业，持续壮大新质生
产力，促进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

一周前，2025年重庆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申报和复核通过名单出炉，万州共有17家新培
育企业上榜，26家有效期满企业通过复核。

至此，万州市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总数
达到 102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达到 4家，国家级重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达到2家；拥有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1
个、市级瞪羚企业4家。

记者采访得知，万州将做优“小巨人”，重
点培育扶持一批创新能力强、专注细分市场、

成长性好的中小企业。到2027年，力争国家
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 6家，市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达到120家。

做大“后备军”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是支撑制造业发展
的中坚力量。

去年，万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增至 214

家，完成规模以上工业产值719.17亿元、同比
增长 13.0%，增速排全市第 4；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同比增长 11.5%，增速排全市第 3、渝
东北第1，推动工业强区建设取得新突破。

区经济信息委表示，将做大“后备军”，实
施规模企业培育扩容计划，定期更新工业企
业升规培育库，实行清单化管理、专业化辅
导、常态化监测。到 2027年，力争规模以上
工业企业达到280家。

万州锻造先进制造钢筋铁骨

迭代企业梯度培育体系促发展

綦江柔性引才体系2.0版赋能多领域发展

打破壁垒 产业链引才实现“全域共享”
綦江区探索“不为所有、但为所

用”的引才路径，出台《綦江区探索契
合区域发展的柔性引才体系工作改革
方案》，将焦点从专家转向项目本身，
通过建立以作用发挥为核心的评价机
制，提升柔性引才的实效性和激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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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首批！
云阳黎明古村小微湿地成功入选

话剧《天坑问道》首回巫山下庄演出

300多个鲜食玉米品种璧山区“打擂”亮化四好农村路
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巴南：以特色产业打造示范IP
石斛花绽放“美丽经济”

7月1日，秀山县花灯广场，参加“村晚”表演的村民
们正在舞台上“秀”村趣。

当日，秀山县“2025 四季村晚”夏季专场开启，来自
洪安镇、兰桥镇的村民们在“秀”村歌、“秀”村舞、“秀”村
货、“秀”村景、“秀”村趣五个环节展开比拼，以群众喜闻
乐见、全民广泛参与的方式，为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演
出，展现了乡村特色文化底蕴、优质物产资源和优美自然
风光。 重庆日报通讯员 胡程 摄

秀山：

夏日“村晚”火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