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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位于潼南国家农业科技园
区的蔬菜博览中心，有来见识智慧农
业的游客，有来接受科普教育的学
生，甚至还有来拍摄婚纱照的准新
人，却少有传统农业的气息。

“我们的蔬菜大棚采用农业物联
网技术，通过传感器实时采集信息，
保证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适宜生长
的环境。”蔬菜博览中心负责人介绍
说。中心规划建设有农耕文化区、沙
漠植物观赏区、情侣婚纱摄影区、儿
童乐园区等17个区域，展示近200个
名优稀特蔬菜品种、10余种栽培模
式，实现了农业从传统的模式和样貌
向科学化、观赏性和价值化的转型，
推动蔬菜产业从单一内容逐渐向二、
三产业渗透融合。

在同样坐落于潼南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的旭田植物工厂，500多平方
米的种植区域内没有土壤，没有阳
光，甚至没有常见的自然水分。农业
生产从自然生态束缚中脱离出来，按
计划周年性进行植物产品生产。

蔬菜博览中心、植物工厂的生产
模式改变了大众对传统农业生产的
观感，也是潼南农业迈向智能化的标
志。近年来，潼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先后与西南大学、重庆市农科院等院
校、单位合作共建研发平台，建立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聘请院士专家顾问
团队，引进农业创新人才和智能化农
业公司，将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高
新技术等应用到农业生产中，逐渐开
花结果。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6月4日，垫江县桂阳街道十路
村雷家湾，“垫江巴谷·宿集民宿”新
建的5栋野奢基调特色民宿在蓝天白
云之下让人眼前一亮，室外乡村的原
始风景，与室内精心设计的纯白极简
装修风格，形成视觉上的衬托和互
补，伴随着鸟语花香，让人不舍得离
开。

依托独特的交通区位优势和丰富
的文化、自然资源，垫江县以辐射重庆
主城及周边区县旅游集散为定位，借
助垫江牡丹文化节系列活动，近年来
大力发展乡村民宿，引导群众自力更
生脱贫致富。

“垫江巴谷·宿集民宿项目总建
筑面积约4500平方米，客房50间，项
目建成后将全面改善和提升垫江县
旅游接待能力，满足游客的旅游休闲
新需求。”垫江县文旅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民宿距县城8公里，南北有两个
4A级景区与之毗邻，附近还有千年
荔枝古道和北宋峰门铺石刻等古迹，
加上原本地势错落、梯田叠加、林木
茂密的天然风貌，呈现出富有吸引力
的田园风光。

目前，垫江巴谷·宿集民宿一期
工程已接近尾声，包含5栋民宿、25
间客房，并有书吧、无边泳池、悬崖泳
池、稻田餐厅、观景塔、木栈道、户外
休闲设施等配套设计，预计今年7月
正式对外运营。规划中的二期工程
除有12栋民宿外，配套建设了美术
馆、石磨豆花体验馆、酒吧、花房等。

在垫江，特色民宿不止这一处，
如依托牡丹樱花世界打造樱之花田
园风民宿、依托垫江金玉堂酒庄打造
巴渝风民宿、依托恒爱生态城推出乡
村情民宿等。“在政府的引导和规划

下，我家民宿去年接待游客近万人，
年收入七位数。”位于三溪镇玉溪村
的玉唐酒庄是一家集品酒鉴酒、休闲
旅游、住宿、会务为一体的特色民宿，
负责人何召林说，酒庄还为当地村民
提供了岗位10余个，让乡邻们实现
了在家门口就业。

为推动民宿产业快速发展，垫江
县正规划在明月山内槽旅游公路沿
线的天池坝、雷家湾、朱家湾、秦家岭
等地，引入专业的乡村民宿运营团队
打造明月山民宿产业带，实现长藤结
瓜，构建满足不同消费群体、多层次、
多元化的民宿产业体系，引导民宿产
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不断完善乡村
民宿基础设施建设，为达到民宿标准
的农户提供政策支持，并根据自身特
色改善民宿住宿及接待条件。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代莉

楼层撤桶一改随手扔
6月7日下着小雨，家住渝北区龙

山街道春风城市心筑小区9栋的居民
廖旭秋提着两袋垃圾下了楼，刷卡打
开绿色的智能收集箱，把一袋厨余垃
圾投进去。接着，他来到位于小区正
门的一排蓝色智能垃圾收集箱前，“刷
脸”打开标有“废纸”的箱子，把几块纸
板投放进去。

让市民们一改楼道“随手扔”的习
惯，自愿把垃圾分类装包拎下楼，投放
到不同颜色的垃圾箱里，渝北区是怎
样做到的呢？

渝北区于2014年开始生活垃圾
分类试点工作，目前全区112个社区、
656个小区、179个行政村已实现分类
投放设施设备、宣传发动全覆盖，建成
示范社区97个。去年10月，渝北区
又联手市环卫集团，在春风城市心筑
小区等物业小区推行“2.0版本”的生
活垃圾分类工作，确保做到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和分类处理。基
于之前打下的良好基础，今年4月，渝
北区在春风城市心筑、凡阁两个小区

启动第一批“楼层撤桶”试点工作。
“每层多放几个垃圾桶，不也可以

分类吗？”“拎着臭烘烘的垃圾袋坐电
梯，不被邻居白眼么？”起初，小区居民
颇有不解和怨言。

龙山街道首先组织工作人员召开
了数次楼层撤桶工作座谈会，并开展
入户宣传。为实现有序撤桶，两个试
点小区还推动党员家庭带头开展垃圾
分类，率先对有党员的楼层进行撤桶，
给其他楼层“打样”，努力形成示范跟
进效应。

要把几十年的生活习惯改掉，并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有栋楼撤桶后，之前没做通工作
的个别住户赌气把垃圾扔在原处。对
这些不支持、不配合的居民，工作人员
开展“一对一”的上门收运服务，每天7
点准时到这些居民家门口，现场对丢
出来的垃圾进行破袋分类处理投放。

小区物业还设立了小区垃圾分类
“红黑榜”。“有学生看到自己家上了
‘黑榜’，很着急，下决心要上‘红榜’。”

物业工作人员说，“红黑榜”成了监督
利器，尤其促使家里有学生的住户，成
了垃圾分类生力军。

此外，城市心筑和凡阁小区都设
有自动售卖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

“绿色账户”内就会有积分，这些积分
可以在自动售卖机上兑换成洗发水、
香皂、垃圾袋、棉签等礼品。

多措并举下，撤桶工作按照计划
稳步推进。业主们也渐渐感受到撤桶
带来的好处：楼道里的蚊虫滋生、蟑螂
鼠患问题几乎消失，楼层的空气也变
得清新，保洁员不再因收垃圾需要与
业主挤用电梯……大家开始慢慢习惯
了下楼扔垃圾。

根据现有进度，市环卫集团联合
物业公司力争在7月底前实现两个小
区所有楼层全面撤桶。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郑和顺

特色民宿遍村社

静美悠然的民居、农舍鳞次栉比，
时而鸡犬相闻，时而炊烟四起，诗画般
的梁平乡野仿若寄托乡愁、放飞心灵
的逍遥乐土，民宿在这里百花齐放，美
了环境，活了文化，旺了乡村。

美了环境 留住一抹乡韵

明月山百里竹海是西部最大的高
山竹海，拥有成片竹林35万亩，素有

“竹类博物馆”“中国寿竹之乡”的美
誉。在明月山·百里竹海景区腹心之
地，有一个面积不大却人气爆棚的小
村庄——竹山镇猎神村。

这个拥有煤炭、石膏等矿产资源的
小村庄，曾因钻井采矿，生态破坏严
重。2017年，梁平区相继关闭猎神村
境内5座石膏矿，划定6.4平方公里生
态保护区域，加强矿区生态修复，打造
乡村小微湿地，发展“湿地+乡村民宿”。

猎神村变了模样，一栋栋竹元素
包裹的房屋成为村民的新居所，一间
间山水民宿在田园间生长。一溪碧水
环绕数亩农田，依山而筑推窗满目青
翠，构成了一幅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
愁的水墨画卷。

一年间，27家民宿在猎神村如雨
后春笋涌现。整个百里竹海也发展出
民宿群，有了明月山·明月汇、老鹰窝、
隐渡、土墙院、竹林听风等近100家民
宿，美丽乡村的写意画卷在梁平大地
上展露新颜。

活了文化 不负一方水土

5月28日，“2020美丽乡村行”文
化惠民演出在猎神村拉开帷幕，嬉闹
诙谐的梁山灯戏、美妙动听的乐器演
奏、美轮美奂的歌舞表演，为游客带来
了一场视听盛宴。

6月6日，藏于竹海深处的老鹰窝
精品民宿正式开放体验，以禅、竹文化
为主题，12栋各具特色的民宿别院将
百里竹海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有机融
合，构成桃花源般的胜境。

古朴而意境悠远的民宿文化，不
经意间彰显出梁平深厚的历史积淀和
灿烂的人文风情。民宿，不仅留住了

梁平乡村的原始风貌，也为乡土文化
的存续提供了肥沃土壤，成为文旅融
合的催化剂。

旺了乡村 搅活一池春水

“民宿是一个平台，它连接起乡村
和城市，旅行与生活，情怀与商业。”梁
平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说。如
今，百里竹海民宿群不仅向各地游客
呈现了山水田园的诗意之美，更搅活
了乡村旅游经济的一池春水。

“村民们放下了破坏生态环境的
斧头，端起了保护生态环境的‘旅游
碗’，实现了在家赚钱的梦想。”竹山镇

猎神村第一书记唐开茂说，猎神村实
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丰收，
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明星村。

2019年，重庆市民宿产业协会评
选出重庆金牌、银牌民宿共12家，梁平
占4家。“五一”小长假期间，梁平全区景
区（景点）接待游客49.73万人次，实现
旅游综合收入23859.16万元，明月山
民宿消费季成为周边游客出行首选。

5月底，梁平又发布了百里竹海·百
里星宿旅游地图，将景区景点、特色民
宿按北斗七星点片结合，明月湖、观音
洞、寿海等景点串联成线，梁山驿、土院
墙等特色民宿分布其间，继续着力打磨
民宿经济。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杜杭

资源回收“周五见”

水作琉璃碧

6月5日，星期五，渝中区大黄路
社区由志愿者团队组织的垃圾分类

“资源回收日”环保实践活动如约而
至。社区居民们纷纷将家中的废灯
泡、废弃药品盒、废电池等清理出来，
拿到活动现场兑换礼品。

5月初，渝中区将每周五设定为
“资源回收日”，并率先在大坪街道肖
家湾、化龙桥街道红岩村、上清寺街道
嘉西村等社区开展。1个多月的时间
里，由各社区工作人员和再生资源物
资回收公司工作人员组成的志愿者队

伍，在“资源回收日”活动中，通过发放
宣传资料手册、现场讲解、有奖兑换等
多种方式，让居民对资源回收利用有
了更直观、更深刻、更持久的印象，并
逐步养成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因为6月5日是世界环境日，在
这个特别的“资源回收日”，除了试点
社区外，大黄路、马家堡等21个社区
也同步开展了“资源回收日”和垃圾
分类宣传活动。环保志愿者们通过
宣传垃圾分类政策法律及知识，引导
居民将垃圾分类投放到对应的垃圾

箱中，并通过玩互动游戏赢取小礼品
的方式，吸引居民参与活动。

渝中区城管局市容科相关负责
人介绍，全区已有79个社区相继开
展了150余场次“周五资源回收日”
活动，共分类回收废电池、废灯管、废
墨盒等有害垃圾约1250公斤，纸板、
旧衣物等可回收物约 23700 公斤。
这一活动将在渝中区常态化开展下
去，以逐步提高居民垃圾分类知晓
率、参与率与投放准确率。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贾家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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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颖生动的公益广告，精致
时尚的文创礼品，智能美观的垃
圾分类装置……近日，北碚区开
发出一系列垃圾分类城市形象
作品，将人文元素融入宣传引
导，让垃圾分类深入人心。

北碚区生活垃圾分类城市
管理形象体系以“盾牌”作为核
心视觉，寓意着生活垃圾分类是
守护城市生态环境的必要举措；
在内容上，糅入缙云山、北温泉、
正码头、古镇偏岩等城市形象符
号；在表现形式上，运用手绘、雕
塑等创意设计方法，将垃圾分类
从政策到文化、从知识到技能、
从粗放到精细进行全方位梳理。

目前，北碚区已将生活垃
圾分类城市管理形象体系应用
到各个宣传推广领域。一方面
投放大量广告和垃圾分类装置
等，向市民宣传普及垃圾分类
的相关知识。另一方面正陆续
开发靠枕、茶杯、T恤、笔记本等
文创小礼品，市民可通过参与
社区、物业开展的垃圾分类活
动领取。

“既展示了城市文明形象，
又通过轻松、有趣的的方式，将
垃圾分类融入了日常生活。”天
生街道西南大学南社区是北碚
区的垃圾分类示范试点之一，
社区党委书记顾春利说，垃圾
分类城市形象作品投放以来，
社区居民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大家的思想认识
正由“不理解”“嫌麻烦”向“我
时尚”“我愿意”转变。

目前，北碚区垃圾分类工作
已实现全区17个街镇、73个社
区、501个小区全覆盖。今年北
碚区将把全区9个街道和25个
行政村纳入示范范围，持续深入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邓公平

百里竹海借乡韵生金

6月10日，綦江永城
镇中华村锦鲤养殖基地，
仿佛是镶嵌在大地上的
一块块琉璃，让人陶醉。
中华村是市级新农村建
设示范村，入选全国“100
个特色村庄”榜单。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石亮 摄

潼南 无土无阳光 也能种蔬菜

黔江 你“送”我土地 我“还”你产业

城口 城乡环境综合整治见成效
河清水净，屋舍俨然，无乱搭之

棚户，无随停之车辆，城市街巷皆整
齐，山村阡陌无遗尘……城口县大力
推动城乡环境综合整治，整洁、舒适、
安全、美丽的城乡新画卷徐徐展开。

在左岚乡场镇，一排排小楼错落
有致，米黄外墙、青瓦覆顶，房屋四周
绿树环绕，农闲时节的村民三三两两
聚集在崭新的居民广场，说说庄稼、
拉拉家常。

为打造干净整洁新场镇，去年，
城口县结合“路长制”的实施，对场镇
环境进行了大整治。拆除了各式各
样的雨棚、彩钢棚，统一改造为砖墙、
木梁、青瓦的新楼顶；重新粉刷房屋

外立面，换上了风格统一的米黄色墙
漆；清理整治电线网路，拆除私拉乱
接线网；翻修场镇道路，建成全新硬
化水泥路面。经过努力，县内人居环
境全面提升，建筑物规范取得良好成
效。

城口县还加强引导宣传，引导群
众开展房前屋后环境清理，大力推行
垃圾分类处理，堵住污染源头。各乡
镇街道不定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
活动，齐心协力整治河道脏、乱、差现
象，改善河道沿线整体环境。经过持
续整治，全县乱倾倒现象减少，群众
生态环保意识逐步提升。

城口县融媒体中心 杨鹏飞

秀山 贫困群众家门口捧牢“饭碗”
6月8日早上8点，家住秀山县隘

口镇平所村的安素碧便来到该镇乡
村产业扶贫园，开始一天的工作。“今
年年初到这里上班，环境好，也相对
轻松，现在1个月能拿2000元左右的
工资。”说起现在的工作，安素碧表示
很满意。

安素碧的丈夫因常年在外打工，
积劳成疾，家里又有3个孩子上学，生
活捉襟见肘，成了村里的建卡贫困
户。今年年初，通过驻村工作队的宣
传，她到离家不远的产业扶贫园里找
了一份打包工作，安素碧的丈夫也在
政策的扶持下，发展起了60余亩西瓜
产业。现在，她每个月不光有了稳定
的收入，下班还能回家帮忙打理西瓜

地，一家人的日子有了奔头。
近年来，隘口镇依托生态资源优

势和农业产业发展布局，围绕金银花、
黄精、辣椒、茶叶等特色种植业，着力
引领贫困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以产业
带动就业，确保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务
上工，挣上钱。同时积极探索就业扶
贫工作机制，通过转移就业、技能培训
扶持等方式，让贫困劳动力捧牢就业

“饭碗”，实现“造血“脱贫，稳定增收。
去年以来，隘口镇先后对2314名

剩余劳动力开展了技术技能培训，其
中建档立卡人口744人；实现剩余劳
动力转移就业514人，其中转移建档
立卡户剩余劳动力180人。

秀山融媒体中心 彭璐

涪陵“十个一”主题消费8亿
为激发消费经济活力，涪陵区

自3月 25日以来开展了“美食美购
金融同行”“十个一”主题消费活动，
各商家踊跃参与，积极配套推出各
种优惠促销活动，掀起一轮消费热
潮。

为了让活动出效果，涪陵区推出
“产业政策包”，商贸经营单位享受的
税收优惠、援企稳岗返还资金、水电
气优惠、减免租金等方面总计近6000

万元，有效帮助经营单位渡过难关和
提升经营服务质量。同时，由银行直
接实施的消费信贷、消费折扣等政
策，有力发挥“杠杆效应”，撬动了大
量消费流、人流、商流。

截至 5 月 31 日，涪陵区共有
2108户商户参与主题消费活动，共计
10.5万人次积极消费，累计消费超过
30万笔，形成直接消费超过8亿元。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何大胜

巴南 医药产业迅猛增长
巴南区狠抓产业升级，多措并举

引领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多项经济
指标实现逆市上扬。数据统计显示，
4 月全区规模以上工业实现产值
51.7亿元，同比增长9.6%，尤其是医
药产业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152.7%。

全球最新一代长效胰岛素宸安
生物德谷胰岛素注射液正式获批临
床，上海交大西部首个医学领域技术
转移中心落户巴南，南芯西南总部运
营基地签约巴南……今年上半年，位
于巴南麻柳沿江开发区的重庆国际
生物医药城不管是生产销售，还是项
目签约落户，都呈现出火热的景象。

国际生物医药城通过龙头引领
和集群培育逐渐做大做强，投资130

亿元的生物制药龙头智睿生物、日本
最大眼药制剂企业日本参天、全球专
业肿瘤疾病创新药物公司美国
Athenex、全国仅有的6家拥有中药
配方颗粒批文企业四川新绿色等59
个高精尖项目相继落户，成为全市产
业聚集度最高、门类最全、要素最完
整的生物医药产业聚集地。

截至目前，国际生物医药城累计
完成投资380亿元，园区面积拓展至
6.8平方公里，达产产值超600亿元，
初步构建起以生物药为核心，化学
药、现代中药、医疗器械为特色，包括
研发、中试、转化等要素平台的“1+
3+N”产业体系，正加快形成1000亿
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妮 姚晓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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黔江区蓬东乡麻田村4组的周适
合，最近成了备受乡邻们称赞的脱贫
反哺典型。他的故事，还要从几年前
说起。

“适合，你家学生多，还有个重病
长期吃药的娃，在家养蚕养少了，赚
头不大，你要是不怕麻烦，就把我家
的那几亩老桑园整出来，不要租金，
比你新栽的桑来得快些！”

2016年春节，万明泉、余举学、龚
节会等10余户村民，相约来到建卡贫
困户周适合家“送土地”。

麻田村民养蚕的年头不短，但户
均蚕桑面积在10亩左右，1亩蚕桑的
收入加上补贴，大约在1500元，很多
农户觉得没多大搞头，纷纷外出打
工，就将建成的桑园撂荒了。

在乡邻们的帮助下，周适合家的
桑园面积在短短几年里迅速发展到
170亩。周家不仅摆脱了贫困，解决了
儿子每年几万元的医药费，还建起了3

间两楼一底的混泥土结构的板房。
当年这些“送土地”给周适合的

村民，有的因为身体原因，不能继续
在外面干体力活，有的因为年龄偏
大，在外难找工作，不少回了家乡，生
活变得拮据起来。

周适合想着：还情的时候到了！
他先后退还给万明泉、余举学、龚节
会、万洪武、戴安武、周治福等6户村
民桑园50亩，还教给他们最新的养蚕
技术。尤其这段时间，周适合除了在
自家蚕房里忙碌，还要挤出时间去这
些农户家指导四龄、五龄蚕撒石灰，
分类上蚕蔟等。

万明泉因病不能劳动后，成为村
里的建卡贫困户，家里采桑养蚕由老
伴顶着。为了帮助万家脱贫，从2018
年开始，每到养蚕季节，周适合包干了
技术指导。这两年，万家的养蚕年收
入都在2万元以上，达到了脱贫越线目
标。 黔江区融媒体中心 李诗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