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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系列报道之二

□本报记者 左黎韵

3月27日，周末，广阳岛上游人
如织，环岛而立的梧桐树舒展开嫩绿
的叶芽，几只白鹭停靠在江岸草丛
间，扑腾着翅膀追逐嬉戏。

广阳岛位于重庆铜锣山、明月山
之间，是长江上游面积最大的江心
岛。近年来，通过生态环境保护性修
复，这个曾经的“大工地”，正逐渐成
为“长江风景眼，重庆生态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重庆要把修
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加快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我市结合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不断扮
靓生态底色，提升城市品质，绘制了
一幅幅山水人城和谐相融的美好画
卷。

修复生态
重塑长江自然岸线

长江流经重庆辖区长达691公
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近年来我
市自然生态持续向好，但局部地区仍
存在水土流失治理难，蓄水保土能力
不够等难题，区域生态依旧脆弱。

长江生态问题表现在水里，根子
在岸上。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
设中，我市通过整体保护、系统修复、
综合治理，重塑了自然岸线，保持了
长江流域生态原真性和完整性。

广阳岛北侧，兔儿坪湿地林木葱
茏，生态保安张永刚正忙着为苗木修
剪枝条。兔儿坪曾是一片滩涂，去年
完成生态修复后，滩涂地种上了芭茅
草、狗牙根等地被植物，变得郁郁葱
葱。“岛上生态好了，小动物越来越
多。”张永刚说。

沿江裸露的坡地，不仅影响美
观，而且容易造成水土流失、地质灾
害。“我们通过‘两岸青山·千里林
带’建设，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
统，在生态脆弱区采取宜林则林、宜
草则草、以草为主、乔灌草结合的生态治理模式，联合相关部
门开展了水土治理、岸线整治、湿地修复保护等工作。”市林
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具体而言，在长江干流坡地耕地集中区域、石漠化区域，
我市结合植树种草、水利工程实施等，完善坡面集水排水系
统，增加地表植被覆盖，从而减轻水土流失强度，降低土壤侵
蚀模数；同时，对沿江污水乱排、岸线乱占、河道乱建等进行
整治，强力关停拆除了一批非法码头并实施生态复绿，加快
环境污染隐患企业整体搬迁；此外，我市还依托退耕还湿、退
渔还湿、补植补造等举措，构建起人工与自然复合湿地系统，
净化了湿地水质，丰富了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

譬如，开州区通过科学配置植物群落，打通水系鱼道，最
大限度修复了汉丰湖湿地生态，使其成为越冬候鸟的“天
堂”；万州区在消落带沿线栽种了上千亩中山杉，填补了江岸
沿线一道道“疮疤”；涪陵区则以中化涪陵化工厂区搬迁为契
机，完成了沿江土地治理、覆土复绿等，让废渣场变身绿草
地，重现水清岸绿的美景。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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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夏元

最近，重庆氢能汽车产业好消息不断。
3月中旬，市经信委公示了全市今年首

个启动建设的、位于江北港城园区的加氢
站，这是自去年以来重庆开建的第6个加
氢站。

此前不久，位于九龙园区的国鸿氢能
科技产业园启动电力保障工程招标，位于
两江新区的明天氢能燃料电池一期项目入
选了《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2022年重
大项目名单》。

加氢站、氢能燃料电池等，都是氢能汽
车产业中的重要环节。这些项目接连上
马，标志着重庆汽车产业发展正向着包括
氢能在内的新能源转型——夯实和完善产
业链供应链，构建产业竞争力。

车企“抢滩”做强氢能产业链

两年前，重庆就出台专门的产业发展
指导意见，提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氢
燃料电池汽车产业基地”。

政策推动加上市场“发酵”，目前，
重庆多家车企均“抢滩”氢能源，推出自

主研发的氢能源车型，从产业链“下功
夫”。

早在2009年，长安就涉足氢燃料电池
汽车研究。近年，长安汽车先后参与多个
国家级氢能汽车项目研究，其部分车型入
选了工信部氢能汽车目录。

从2019年起，上汽红岩联合捷氢科
技等氢能源企业，投身氢能重型卡车开
发。目前，上汽红岩已经推出了“杰狮”
等多款氢能重卡车型，并在内蒙古布局
建设了全球首个万辆级氢能重卡生产基
地。

庆铃汽车携手德国博世公司共同推动
氢能汽车在商用车领域的应用，于2021年
8月实现产品下线。同年9月，重庆庆铃汽
车公司主导了国内首次驾驶氢能卡车，在
成渝两地高速路上进行实载测试。相比同
吨位燃油卡车，氢能汽车不仅每公里燃料
成本便宜0.25元，并且动力足、提速快、噪
音低，驾驶舒适度更高。

“目前重庆氢能汽车产业发展可以说
是踩准步点，跟上了氢能产业发展潮流，特
别是先期投放市场的一批氢能汽车，体现
出‘重庆造’氢能汽车特色。”市经信委人士
称。

挖掘用好氢能供应链优势

发展氢能汽车，重庆优势何在？答案
就在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

据了解，氢气主要来自于天然气的重
整，而重庆丰富的天然气、页岩气储备资
源，为氢能源产业提供了资源基础，并且位
于长寿、涪陵、荣昌、潼南等地的多家化工
企业都有非常丰富的副产氢气，年产量总
计超过10万吨。

同时，作为中国重要的汽车产业基地，
重庆现有整车企业21家，整车产品谱系齐
全。其中，上汽红岩、庆铃汽车、长安汽车
这3家车企已上市多款氢能汽车，后续的
氢燃料电池整车亦在陆续研发推出。

在氢能汽车供应链的核心配套和平台
方面，重庆亦有基础。目前重庆集聚了德
国博世、国鸿氢能、明天氢能等一批国内外
氢燃料电池系统及核心部件企业，形成了
较强的本地配套能力，加上中国汽研、招商
车研等在渝的国家级汽车行业质量检测机
构，初步形成氢能汽车测试验证公共服务
体系。

在供应链关键环节加氢站建设方面，

目前重庆已经建成和在建的加氢站，已达6
个。

“挖掘用好氢能供应链优势，重庆氢能
汽车产业将通过在供应链上‘补链成群’，形
成一批氢能汽车应用场景。”市经信委负责
人表示，通过完善从氢能的制造、储存、运输
和加氢等上游原料端，到电堆、系统集成及
关键零部件生产等中游制造端，再到氢能汽
车运行的下游应用端，重庆氢能汽车产业
集群预计明年将初见规模。届时，全市将
建成10座加氢站，推广1000台氢燃料电
池汽车示范运行，培育氢能汽车产业链企
业超过50家，实现年产值超过100亿元。

实施一揽子氢能发展措施

市经信委表示，按照规划，带动氢能汽
车规模化应用和产业化集聚，重庆将实施
一揽子氢能发展措施——

在制氢环节，将依托长寿、潼南丰富的
副产氢资源，推动一批化工企业加强氢气
提纯工艺研发，提升氢气制备能力，为氢能
汽车整车生产和运营企业提供价格较低、
供给稳定的氢气来源，持续降低生产成
本。 （下转2版）

夯实完善产业链供应链

重庆汽车产业“策马挥鞭”氢能新赛道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杨骏 见习记
者 刘旖旎）4月3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陆
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获悉，随着重庆果
园港至越南河内首趟跨境铁路班列成功开
行，近日，中越铁路首票跨境“一单制”多式
联运数字提单业务也同步成功签发。

本次“一单制”数字提单由陆海新通道

运营有限公司签发，并由中国建设银行重庆
市分行基于真实的上链数据为客户提供结
算及融资服务。通过在“陆海链”平台上签
发数字提单，提单信息可及时流转至发货
人、收货人、金融机构。收货人可凭借数字
提单完成取货，客户也可以第一时间在陆海
链平台上对提单进行核验、查询、流转。

与传统模式相比，“一单制”数字提单
的签发有效缩短了单证处理和流转时间，
同时解决了纸质提单传递效率低，易篡改
等痛点。本次首笔业务已落实结算和融资
方案，后续将赋予陆海新通道“一单制”数
字提单更强的金融属性。

陆海新通道运营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下一步，陆海新通道“陆海链”服务平台
将依托公司多式联运物流通道及跨区域运营
平台的优势，通过“一单制”提单，把订单、提
单、仓单串起来，推广数字单证的应用，并通
过与金融机构的系统互联，便利客户通过数
字提单、数字仓单向金融机构申请供应链
金融服务，进一步提升通道服务能力。

中越铁路首票跨境“一单制”数字提单签发

□赵杰昌

春耕时节，沙坪坝区组织各涉农镇街干部群众整
治撂荒地，齐心协力唤醒“沉睡”的宝贵土地资源，确保
粮食生产面积稳定。下大力气整治乡村撂荒地，对于
助力乡村振兴、保障粮食安全、端牢我们自己的饭碗具
有重要意义。

土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也是确保粮食安全的
根本。重庆耕地资源有限，更要利用好有限的土地资
源。近年来，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或进城发
展并安家，一些田地撂荒；加之部分土地产出效益较
低，农民种粮积极性不高，弃耕情况时有发生。沉睡
的撂荒地，不但浪费了宝贵的土地资源，也影响农村
人居环境。

要盘活利用好撂荒地，不仅要有统一规划，还要有
政策激励。既要加大农业投入，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
设，着力改善耕种条件；也要因地制宜规划发展特色产
业，打造“一村一品”，提高土地产出收益；还要加大农
业补贴力度，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对农民予以倾
斜扶持，让农民复耕撂荒地有钱赚、有奔头。只有让稀
缺的耕地资源成为盛产“金蛋蛋”的“香饽饽”，才能使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
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使撂荒地现象一去不
复返。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日前，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发布
《重庆市2022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全市计划供应国有
建设用地14983公顷。其中，交通水利用地、工矿仓储用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占比较大，重点保障全市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民生工程、产业发展用地需求。

据悉，为推动“一区两群”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今年我
市计划安排交通水利用地5900公顷。围绕交通强市战略，为
建设国际航空门户枢纽、“米”字型高铁网、“轨道上的都市
区”、推动“四网融合”，实施“一核两网·百库千川”水利行动等
提供用地支持，并重点保障江北机场T3B及第四跑道、轨道
交通27号线、渝万高铁、渝湘高铁、万州至达州高速公路、跳

蹬水库等重大项目。
全市在盘活存量土地的同时，今年计划安排工矿仓储用

地3471公顷。围绕着力实施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支
柱产业提质增效、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三大工程，优
先供应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数字经济等高端产
业，以及电子、汽摩、装备制造、原材料等支柱产业项目用地，
重点支持各区县开发区重大产业项目落地，建设国家重要先
进制造业中心。

住宅用地方面，今年计划安排商品住宅用地2074公顷，
更好地满足购房者的合理住房需求。单列租赁住房用地32
公顷，满足新市民、青年人租赁需求，促进职住平衡。

重庆发布今年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计划
计划供应14983公顷，重点保障重大基础设施、民生工程

□新华社记者 陈青冰

位于重庆市綦江区石壕镇的红军烈士
墓，掩于一片茂密翠绿的松柏林中。59岁
的赵福乾行走其间，欣喜地为记者指出墓园
内几株雀舌黄杨的位置。

“这是我父亲几十年前，在红军司务长
烈士墓旧址茅坝坪种下的雀舌黄杨，后托人
移栽过来的。这么多年，它们仍然挺立于
此，守卫着红军英魂。”赵福乾说。

赵福乾是镇上文化服务中心的一名工
作人员，在红军烈士墓为游客义务讲解12
年。他的父亲赵志怀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
在茅坝坪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

1935年1月，中央红军红一军团来到
石壕。一名红军司务长拿着银元，准备去老
百姓家中兑换先前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时，
不幸落入贵州盐防军手中。

“我从小就站在父亲旁边看他讲故事，
他每次讲到司务长遭受酷刑的部分，都会忍
不住落泪。”赵福乾说，父亲和红军的感情非
同一般。红军既是小时候抱过他的叔叔，也
是他某种意义上的战友。

赵福乾回忆道，他的奶奶早年开了一家
小饭馆，红军来吃饭、借炊具的时候，不会占
他们一点便宜，对老百姓秋毫无犯。红军也
经常在饭店门口，将那时只有7岁的父亲抱
在怀里，给他讲故事。

受到红军精神的熏陶，赵志怀24岁的
时候，毅然决然奔赴朝鲜战场。在枪林弹雨

中，他几次死里逃生，亲历战争险恶后，更加
体会到红军的不易。回乡几年后，赵志怀辞
去厂里的工作，成为一名村干部，坚守在司
务长墓地旁。

“父亲在厂里上班时，每月不愁吃喝。
他在村上工作后，我们家6口人的生活明显
变得拮据。”赵福乾说。

1981年，司务长墓地迁至石壕镇的苗
儿山。

赵福乾回忆道，墓地迁移后，父亲很失
落，一直想着自己还能再做点什么。以前，
父亲在墓地旁边种下不少雀舌黄杨，寓意它
们能够长长久久陪伴司务长。

为了将这份祝愿继续带到司务长身
边，53岁的赵志怀，每晚走3个多小时的
夜路，连续半个月，把几十株雀舌黄杨连
根带土分批次地带到乡上，再请人移栽到
墓园内。

几十年过去，这些雀舌黄杨在代代人的
守护中，茁壮成长。讲解员的接力棒也从赵
福乾手中传递到年轻一代。

“红军和父亲都从炮火喧嚣中走来，不
顾生死，一心向党。父亲在去世前一年，还
坚持走6个小时的山路，参加党员大会。”赵
福乾说，虽然父亲和司务长素不相识，但是
他们都被一种精神紧密联结着。

这种精神朴素又伟大，跨越时空，从红
军到志愿军，又从父到子，日后还将长长久
久地传递下去。

（新华社重庆4月4日电）

一场跨越时空的守护

4月4日，北碚区金刚碑快乐村庄，市民雨中游
览，别有韵味。 记者 苏思 摄/视觉重庆清明假期踏青游

全国15省份3.8万余名
医务人员驰援上海
上海全市将继续实施

封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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