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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彭瑜）11月7-8日，在“重庆湿地保护
宣传周”来临之际，重庆市生态学会在梁平区举办2020年学
术年会，来自市内外的80余名生态学专家，围绕“生态学助力
重庆绿色发展”的主题开展学术交流，为梁平创建国际湿地城
市支招，拓展生态绿色发展新思路。

近年来，梁平区以创建国际湿地城市为抓手，推动“全
域治水·湿地润城”工作，积极探索城市湿地连绵体、乡村
小微湿地生命共同体发展理念，构建“推窗见湿、处处见
湿”的良好生态格局。同时，梁平把小微湿地的保护与可
持续利用作为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切入点，创新性地实施
了“乡村小微湿地+”系列模式，在加强保护的基础上发展
湿地生态种植养殖、湿地产品加工、湿地生态旅游、特色民
宿等湿地利用方式，为周边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和
创收机遇。

专家们听取了梁平创建国际湿地城市的报告并在实地调
研后认为，梁平区推动“全域治水·湿地润城”工作，创建国际
湿地城市，使城市与湿地构成了一个协同共生的复合湿地系
统，既提高了城市生态品质，又优化了城区居民人居环境。他
们建议，在与乡村绿色发展紧密关联的乡村小微湿地管理实
践中，应不断学习传统乡村生态智慧，解决变化环境中乡村
湿地资源的保护与可持续利用难题，实现乡村的绿色发展
和振兴。

80余名专家学者
献计梁平创建国际湿地城市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11月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重庆体彩中心获悉，今年以来，该中心通过“体彩助训·春苗
行动”项目，组织了中国体育彩票2020年重庆市青少年篮
球锦标赛、“勇攀高峰”中国体育彩票重庆青少年攀岩公开
赛等多项青少年体育赛事，积极助力我市青少年体育运动
发展。

据重庆体彩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发行体育彩票，
就是为了给国家体育、教育等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筹集资金。
仅2019年，国家体育总局在支持U系列赛事（青少年赛事活
动）体系建设方面，共支出3.72亿元体彩公益金，安排了610
场次的U系列赛事活动，共计23万余名青少年参赛。近年
来，重庆体彩中心实施了“体彩助训·春苗行动”项目，对有天
赋的青少年进行资助，还通过组织中国体育彩票2020年重庆
市青少年田径锦标赛竞赛、“中国体育彩票健康大赛场”青少
年足球训练营、中国体育彩票2020年重庆市青少年篮球锦标
赛、“勇攀高峰”中国体育彩票重庆青少年攀岩公开赛、2020
年重庆市“体彩杯”青少年篮球锦标赛等多项赛事，助力青少
年体育发展。

在这些措施的助力下，重庆青少年体育也取得不少好成
绩。“例如，在2019年8月，代表重庆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运
动会48公斤级女子拳击比赛冠军的重庆运动员梁曦昀，就曾
获得‘体彩助训·春苗行动’项目的资助。”该负责人表示，据
不完全统计，在过去的13年时间里，“体彩助训·春苗行动”项
目共资助了我市2700余名青少年体育苗子。

组织赛事 培育苗子

重庆体彩助力青少年体育发展

□本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

11月 4日清晨，黔江区金溪镇金溪社
区，空气里夹杂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38岁
的陈淑香穿着雨靴，挽着袖子，正在自家的
牛棚前忙碌着。

清扫牛槽、添草喂水、整理圈舍……前
几年还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已成为重庆
盛锐家庭农场负责人的她，很多活儿依然坚
持亲力亲为，在农场里忙个不停。

“不等不靠，只要选对路子，勤劳肯干，
就能脱贫。”陈淑香说，这几年创业不容易，
手里有活儿做着，心里才更踏实。

“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

2013年之前,陈淑香和丈夫杨胜雨常
年在新疆、浙江、深圳等地务工，从事渔业养
殖，每月收入3000多元。

“离家又远，收入也不高，更无法照顾到
家里。”陈淑香说，眼看两个小孩快到上学的
年龄，她和丈夫几番商量，决定回老家自己
创业。

对于“创业干什么项目”这个问题，陈淑
香当时并没有过多的考虑。在她看来，从小
就看父母在家里养鸡，想来应该是件简单的
事，那就建个养鸡场吧！

建鸡舍、买鸡苗、买饲料……陈淑香和
丈夫用多年打工的10万元积蓄，在家乡搞
起了土鸡养殖。原本铆足了劲儿想要大干
一场的她，却被浇了一盆冷水。

“没有经验也不懂技术，买来的小鸡接
二连三生病，半年不到就死完了。”陈淑香的
首次创业就这样以失败告终，血本无归，全
家也被确定为建卡贫困户。

“我不晓得该怎么形容当时的心情，但
我只晓得生活还得继续过。”回忆起当时的
情形，陈淑香沉默了一阵说。

初次创业的失败，并没有击垮陈淑香夫
妻俩的创业激情和信心。“从哪里跌倒就要
从哪里爬起来！”很快，俩人寻思着，准备开
始第二次创业。

“脱贫不能等、靠、要”

“牛不容易生病，养殖的技术含量也要
低很多。”汲取了上一次教训，陈淑香夫妻一
合计，决定开个农场养牛，但资金却成了第
一难题。

“真的多亏政府帮助，不然我也没有今

天。”陈淑香的言语间充满感激。她回忆说，
那段时间，黔江区人社局相关工作人员及驻
村干部多次上门了解情况，并提供针对性帮
扶。

“了解我们缺资金，就提供了10万元的
创业扶贫贷款。”陈淑香说，随后，她又向亲
戚朋友多方筹资，凑了20万元的启动资金，
成立了重庆市盛锐家庭农场。

2015年初，陈淑香买进了35头牛，开始
了她的第二次创业。除了建设牛棚，她还流
转了120多亩土地栽种草料，15亩鱼塘养
鱼，并投入3万余元发展经果林。

“农场的水电、道路、沼气池都是政府投
资建设的，产品销路也是政府帮我联系的。”
陈淑香告诉记者，在政府部门帮助下，她的
农场很快走上正轨，2016年全家就顺利脱
贫了。

如今，陈淑香的农场还不定期接纳村民

就地就近务工，其中多是周边建档立卡贫困
户。

“要脱贫就不能懒惰，更不能对政府抱
着等、靠、要的心态，必须自己有规划、有目
标、干实事。”陈淑香笑着说，“我脱贫了，就
要带着大家一起脱贫致富嘛！”

走上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

在陈淑香看来，第一次创业的失败主要
原因是“不懂技术，盲目操作”造成的。

为加强自己的业务技能知识学习，她报
名参加了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组织的“创业培
训+技能培训”，通过系统专业的培训，掌握
了销售技巧，提升了养殖技术。

“培训后我受到很多启发，还结识了一
帮朋友，让我明确了发展方向。”陈淑香说，
2018年，她创新采用了“养殖+种植+休闲农
业”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新模式。“牛的粪便
就用来当作果林的肥料，用不完的还可以卖
出去，不但节约了肥料成本，还增加了一个
收入来源。”

尝到了生态循环农业模式的甜头，陈淑
香开始组织和带动周边农户养殖家畜禽、种
植蔬菜水果。今年疫情期间，她还通过微信
朋友圈，卖起了牛肉、鱼肉和水果。由于品
质过硬，她的生意越来越好，积累了不少回
头客。

陈淑香告诉记者，这几年，在政府引导
和各部门的帮助下，她的农场扩大了规模：
现建有养牛大棚3000平方米、沼气池400
立方米，机具设备一应俱全，现存栏母牛40
头、小牛30头，修建鱼池15亩。

明年，她计划着再扩建养牛场300平方
米，购买母牛30头，力争常年存栏大小牛
200头，出售肉牛50头、鲜鱼2万斤，全年总
产值突破100万元。

黔江区金溪镇养牛大户陈淑香：

“我要带着大家一起脱贫致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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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钧）11月9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两江新区了解到，位于两路寸滩
保税港区的重庆首个跨境电商退货中心仓
正式投用，在退货中心仓全新模式的加持
下，“放心买、放心退”将成为重庆跨境电商
网购保税的常态。

11月9日上午，在两路寸滩保税港区的
跨境电商仓库里，一个个包裹正有序地被扫
码、堆放，但这并不是发给消费者的商品，而
是被拦截的订单。“以往，我们海淘的商品退
货了，只能发到广东肇庆的华南仓进行销
毁，有了跨境电商退货仓后，消费者退货更

加方便了，企业也可以将符合条件的商品清
关完税进行二次销售。”唯品会重庆仓负责
人说。

“跨境电商退货中心仓的投用，把我们
在区内的仓库盘活了，能节省物流人力，促
进电商货物流转，企业税金能快速返还，还
能提升消费者的退货体验。消费者能‘放心

买’，我们能‘放心卖’，这也让我们更有底
气、更有信心备战‘双十一’。”重庆港腾供应
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保税港区内企业天猫、考拉海购、
唯品会已全面开始退货业务，截至11月8
日，两路寸滩海关共计验放跨境电商退货商
品34733件，货值491.42万元，为企业返还

税金54万余元，减少货款损失320余万元。
其中退货中心仓共计退货26批次，退货商
品17848件，货值168.31万元。

“跨境电商退货中心仓落地，最大限度
降低了企业退货业务的运营成本，同时还将
时间从以前的最快三天，缩短到一天之内。
这促进了跨境电商网购保税零售进口正向
物流和逆向物流形成一个高效、完整的闭
环。”两路寸滩海关跨境电商监管科副科长
孟紫燕说，“预计今年‘双十一’期间，两路寸
滩保税港区跨境电商出货单量将突破170
万单，同比增加41.7%。”

重庆首个跨境电商退货中心仓正式投用

让 海 淘 退 货 不 再 难

巴山之麓，明德行远育栋梁；渝水之滨，交通
天下大道广。2021年11月7日，重庆交通大学
将迎来建校70周年。我们谨向长期以来关心、
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社
会各界宾朋致以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七秩悠悠 栉风沐雨
赤心公忠热血肇建川藏路

1951年，邓小平同志主持的西南军政委员
会为建设大西南、修筑川藏路设立了西南交通专
科学校，重庆交通大学由是肇基。以首任校长穰
明德为代表的创校先辈，用智慧和热血诠释并践
行着伟大的“两路”精神。1960年，成都工学院
土木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水工系和四川冶金学
院冶金系并入，组建重庆交通学院，面向全国招
收本科学生；1972年，与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合
并；1979年，恢复重庆交通学院建制；1985年，
成为国家第三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开启研究生
教育办学历程；1999年，重庆河运学校并入；

2000年，由交通部划归重庆市管理，实行交通部
与重庆市共建；2006年，新增为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更名为重庆交通大学；2011年双福校区投入
使用。

进入新时代，学校拥有4个一级学科博士点
和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内
河航道整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3个国家级科
研平台，人才培养实现对水陆空学科专业体系的
全覆盖，工程学科入选ESI排名前1%，8个专业
进入国家一流专业。

70年来，重庆交通大学数易校名，几经辗
转，然学脉相承，绵延赓续，其命维新，其志惟坚，
明德行远期继往而开来，交通天下擘蓝图而跃
迁，发展成为一所行业特色鲜明、办学优势突出
的多科性大学。

七秩积蕴 砥砺前行
矢心诚筑匡邦济世安民路

一代代交大人肩负着“培养交通英才、改变

西部面貌、创造百姓福祉、促进民族团结”的国家
使命和社会责任，在创造、丰富和践行“两路”精
神的70年岁月中，抒写了属于全体交大人的精
彩华章。

从雪域高原的“共和国1号工程”，到高峡出
平湖的三峡大坝；从10座世界最大跨径桥梁的
惊世之作，到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通江达海；从绿
色航空技术研究院的应运而生，到长江“黄金水
道”的整治通畅；从携手钱伟长院士创办享誉世
界的《应用数学和力学》，到争创10余项国家科
技进步奖、数百项省部级科技奖的学术荣光……
交大人纳百川秉明德行远之初心，行万里兴交通
天下之恒志，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上镌刻奋斗烙
印。

七秩风华 钟灵毓秀
初心不改同心聚力发展路

从培养建国初期西部交通事业的开拓者和
奠基人，到今天活跃在现代交通运输一线的大批

科技工匠；二十余万俊彦，逸兴云飞展宏图，新时
代里逞英豪，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交通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深情回望办学历程，全面展示校风校貌，共
同谋划美好未来。我们将以建校70周年为契
机，面向国家战略和行业重大需求，凝心聚力，奋
发有为，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奋翅腾骧，为实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七秩薪传 弦歌不辍
念心咏怀群贤毕至谋新路

2021年11月，学校将举办纪念建校70周年
系列活动。热忱欢迎海内外校友重返母校，再温
师恩教诲，追忆同窗岁月，畅叙离别情怀，共筹发
展新路；真诚期待长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
的各级领导、社会各界宾朋相聚交大、共襄盛举！

专此敬启，恳祈周知。
重庆交通大学

2020年11月10日

重庆交通大学70周年校庆公告（第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