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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系列报道之三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实习生 陈佳欣

“这些竹林不仅给山川添了绿，出产的竹
笋也卖得不错。”4月1日，丰都县三建乡廖家
坝村，正在挖春笋的村民廖代昌告诉记者。

近年来，廖家坝村连片发展了2000多亩
竹笋、青脆李和蟠桃，不但绿了山川，也富了
当地百姓。2020年，廖家坝村还获评重庆市
绿色示范村。

在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中，如
何同步提升生态、景观和经济效益？重庆按
照“三类”“四带”合理布局、分类实施，着力探
索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转换路径，通过激
活青山富民效应，同步实现生态美、产业兴和
百姓富。

发展绿色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种下绿色，就是种下民生幸福。在“两岸
青山·千里林带”建设中，我市在长江及嘉陵
江、乌江、涪江等干支流两岸丘陵低山地区重
点布局了柑橘、笋竹、荔枝、龙眼等特色生态
产业，并结合乡村振兴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实施了一批特色效益林业项目，带动农民增
收，助力乡村振兴。

“别看这树不起眼，结出的果子两个就有
1斤重。”4月1日，丰都县保合镇马家场村，
正在管护梨橙树的村民杨茹梅告诉记者，她
家种有4亩多梨橙，亩产平均1000公斤，按
照市场价3—4元/公斤计算，她每年轻松收
入1万余元。

保合镇马家场、新院子等9个村位于碧
溪河和渠溪河两岸，属“两岸青山·千里林带”
规划范围。近年来，丰都县因地制宜，在这里
布局1.3万亩梨橙，不但为山川添了绿，年产
值也达到1800万—3200万元。

位于长江之畔的万州区按照“四带”布
局，在中山生态产业带对红桔、柠檬、塔罗科
血橙、李子、无花果等伏淡季水果和花椒、毛
叶木姜子等木本油料林实施新造、改造，发展
特色经济林18万多亩，在夯实绿色本底的同
时带动山区农户增收，累计实现全口径农林
业总产值10亿元以上，带动中山生态区农户
年均增收1000元以上。今年起，万州区“两
岸青山·千里林带”规划再实施5.2万亩特色
经果林、中药材，并拓展林下经济、森林旅游、
森林康养等产业发展。

巫山聚焦产业增效益，持续推动生态优
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发展脆李30万亩，柑橘
20万亩，核桃15万亩，年产值总计达11.5亿

元。
柠檬是潼南的名片，全区柠檬种植面积

已达32万亩，产量28万吨。该区围绕柠檬
精深加工，培育出汇达柠檬、檬泰科技等10
多家专业化柠檬生产、加工龙头企业，建成

“柏梓柠檬小镇”“柠檬博览馆”等乡村旅游基
地，推动发展柠檬全产业链。“结合‘两岸青
山·千里林带’建设，我们将对符合要求的土
地按规定实施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新改造林
2.7万亩。”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
下来南川将通过统筹资金进行补助，种植以
柠檬为主的特色经济林，助推全区柠檬产业
进一步发展壮大。

盘活绿色资源 延伸林产业链

春日的万州区大周镇十里滨江长廊，一
排排青翠挺拔的中山杉盎然挺立，在长江沿
岸构筑起一道绿色的生态屏障。

万州区林业局负责人介绍，中山杉具有
抗浪固沙、稳定库岸作用，是万州区消落区
固土涵养生态带的重要树种。近年来，万州
区在大周镇铺垭村、五土村辖区消落带生态
综合治理中种下约6万株中山杉，成林后的
中山杉与大周十里滨江长廊、抚琴广场、生
态产业园等旅游项目融为一体，形成了独特
的水上森林美景。当地依托这道风景打造
了一日游线路，极大地带动了沿江特色农文

旅融合发展，为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开拓了
新路径。

在“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中，如何盘
活森林资源，实现林业增效、农民增收？我市
各区县依托森林、湿地、自然生态村落、古树
名木、特色产业基地等资源禀赋，引导发展生
态旅游及森林康养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
合发展，提高森林资源综合效益，让老百姓通
过林业旅游、林业务工等途径增收。

北碚区澄江镇位于缙云山下、嘉陵江
畔。该区通过森林植被恢复、国土绿化提升、
森林小镇建设等项目，打造了史家村300亩

“黄金谷”枫树林、民权村百亩桃树、五一村
1000亩樱花橘香基地等景点，澄江镇也因此
成为北碚乡村旅游热门线路。今年，北碚区
将在观音峡——温塘峡——草街航电枢纽沿
线区域嘉陵江两岸，结合四旁植树、森林抚育
和低效林改造，根据林相、季相、色相变化需
要，配置栾树、红枫、乌桕、桃树、樱花、蓝花楹
等树种，打造八桥叠翠、金刚碑、桃花岛等旅
游打卡点。

此外，巫山结合生态旅游发展“三峡红
叶”；沙坪坝结合历史文化底蕴，打造“梅”元
素景观工程，也让老百姓切实享受到了造林
红利。

“两岸青山·千里林带”的推进，也带来了
大量用工机会。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1年，重庆完成32万亩“两岸青山·千里
林带”建设任务，以1亩地用工3个计算，32
万亩林地累计提供92万个用工机会，这也实
实在在增加了老百姓的收入。

健全绿色制度 打通“两山”通道

如何在推进“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建设
中，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我市通过推广兼顾生态和经济效益的建设模
式，在项目实施范围内科学发展国家储备林、
林下经济、森林康养等特色林业富民产业，提
供更多就业务工机会，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有突破、见实效。

3月31日，巫溪县古路镇观峰村，村民邬
光华正在自家农家乐里忙活。

村庄周围，是成片的森林，它为邬光华带
来4份收入——国家储备林建设林地收储分
红金，林地成熟主伐时木材分红金，参与林地
管护的打工收入以及依托林旅融合开农家乐
的收入。

巫溪森林覆盖率达70.2%，过去由于缺
乏变现途径，村民守着森林资源却吃不上“森
林饭”。近年来，巫溪在21个乡镇实施国家
储备林项目，分散在村民手中的林地经由村
集体经济组织集中，再统一交给重庆林投旗
下分公司巫溪林开公司运营，农户每亩每年
可获得40元分红金，林地主伐时还可获得50
元/立方米的木材分红。林子流转后又产生
了森林抚育、现有林改培等大量务工需求，村
民通过务工又多了一笔工资收入。依托国储
林项目，巫溪正在打造全国森林体验和森林
养生重点建设基地，厚植“全国森林旅游示范
县”的绿色根基。

位于三峡库区的奉节县，坐拥瞿塘峡、天
坑地缝等旅游资源，近年来持续发力全域旅
游，着力打造长江三峡第一旅游目的地。在
奉节县南津村，正依托当地国家储备林项目
打造生态旅游及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长寿区结合经开区碳汇项目，按照碳汇
林建设要求和标准，甄选造林用地，在农村

“四旁”植树、园区建成区绿化、生态示范林建
设项目中设计栽植米径5公分以上乔木或落
叶树种，将项目纳入生态环境部直属事业单
位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为该区规划的林业碳
汇开发、林业碳汇自愿减排（CCER）等项目
中……

走好“生态路”，种好“摇钱树”。据了
解，我市还将持续实施横向生态补偿提高森
林覆盖率机制，推广非国有林生态赎买机
制，探索将集体林地（林木）、财政补贴、劳务
收入等量化入股，建立林农利益保障机制等
方式，将长江重庆段建设成风景带、旅游带、
经济带。

种下绿色，就是种下民生幸福

千里林带“点绿成金”

□本报记者 彭瑜 实习生 苏东梅

3月27日，城口县蓼子乡明安村，
重庆庆鲲池农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鲲池农业）车间内机器轰鸣，这里正
在加工生产虹鳟鱼开袋即食休闲食
品。

从孵化养殖，到加工销售，再到休
闲旅游，依托虹鳟鱼，蓼子乡不但要完
善产业链，还要走出一条渔文旅融合发
展之路，打造亿元冷水鱼产业。

一条虹鳟鱼

城口最高海拔2686米，境内河谷
正好处在1500米—1800米的区域，年
平均气温13℃，含氧量丰富，山泉水温
常年在9—13度之间。

“低水温、低气温，非常适合冷水
鱼养殖。”2013 年，城口人周兆轩退
休后，很快选定明安村探索养殖冷水
鱼——这里半山上两个溶洞的水，长
年不断汇入山下的前河；当地日照每
年在1700小时以上，有利于鱼类体表
黏液中的胆固醇转化成维生素D和胡
萝卜素。

周兆轩在明安村大田河坝流转49
亩滩涂地块建起了标准养殖池。经过
7年探索，在专家推荐下，他最终确定
喂养适应性很强的冷水性鱼类虹鳟
鱼。这种鱼肉质鲜美，营养丰富，商品
价值高。

经过筛选比对，周兆轩选择了从丹
麦、挪威、美国等地引入鱼卵。现在，
孵化成功率达到90%。为解决山泉水
污染问题，鲲驰农业还修建专门的水
渠把半山的溶洞水引入标准养殖池，
隔绝了河谷、坡地因山洪暴发对水体
的影响。

现在，城口虹鳟鱼已销售到上海、
哈尔滨、扬州、西安、太原、济南、天津、
北京、沈阳等各大城市，逐渐形成了成
熟的销售网络。去年，鲲池农业年产商
品鱼30万余千克，实现销售收入2000
万余元。

一条产业链

去年底，城口县龙田乡村民易廷殿
从鲲池农业买回一批小虹鳟鱼喂养，每
条只有50克重。他说，再过几个月，就
可以用来招待客人了。

“这是第一个养殖虹鳟鱼的家庭。”
周兆轩称，目前鲲池农业大规格商品虹
鳟每条重达3.5千克以上，多数销往酒

店，普通家庭很难吃得下这么大的虹鳟
鱼，“为此，我们推出了‘虹鳟鱼进万家’
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鲲
池农业带动城口当地农户养殖小虹鳟
鱼；二是通过鲲池农业的销售渠道，将
农户养殖的1千克以下的小虹鳟鱼销
往普通家庭。

今年初，鲲池农业还在江北区北滨
一路渔人湾水产市场进行技术验证，解
决了1千克以下活鱼长途运输和城市
自来水条件下暂养问题，基本打通了物
流通道。

“从孵化养殖到加工销售，这条
产业链正在完善。”周兆轩称，现在，鲲
池农业已具备30万尾虹鳟鱼幼苗孵化
能力，可以支撑900吨大规格商品虹鳟
产能需求，同时也为3000吨小虹鳟产
能留足了发展空间。

前不久，鲲驰农业的加工生产线成
功试车。在生态冷水鱼深加工板块，该
公司正推进生产虹鳟鱼开袋即食休闲
食品、精炼食用油、大规格开片封装和
鱼预制菜等，投产后产值可达3500万
余元。

一条融合路

在明安村，一座新的自清污高水位
冷水鱼养殖示范场初具规模。再过几

个月，这里新增的高密度养殖板块将建
成投用。

“冷水鱼向东，大宗鱼向西。”蓼子
乡党委书记刘关林介绍，按照全市推进
农业农村现代化“十四五”规划产业布
局，城口县发改委和蓼子乡政府借力以
工代赈项目，正建设重庆市冷水鱼健康
养殖示范基地，打造渔文旅融合发展示
范区。

为此，蓼子乡依托鲲池农业成熟的
孵化能力，借助“蓼子乡以工代赈示范
工程项目”和“三变”改革项目资金，在
明安村学堂坪和回田湾、黄石板分别建
设自清污高水位冷水鱼养殖示范场，扩
大大规格虹鳟（3.5千克/尾）养殖产能，
年产大规格商品鱼1300吨，实现产值1
亿元。

同时，在前河左岸新建20亩温室
水培蔬菜大棚，将养殖鱼粪和残饵吸
入水培设施中，种植有机高品质可生
食优质蔬菜；再利用水培种植蔬菜后
的尾水，引到水田中种植莲藕、香蒲等
具有观赏性的可食用水生植物；最后利
用河滩自然形态，种植蒲草、芦苇等挺
水植物对尾水进行再次吸附净化，浅干
预打造滩涂湿地，投放前河水域土著鱼
苗，构筑鱼类栖息繁殖环境，在生态环
保的前提下，打造亲子、观光、采收等农
文旅融合项目。

城口 一条虹鳟鱼带出一条产业链

工人打捞虹鳟鱼。 通讯员 唐天兰 摄/视觉重庆

党风廉政看巴渝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张书记，近期你镇多名群
众反映‘未得到原集体砖厂复垦经费66万余元’的问题，
请高度关注，做好宣传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避免信访
风险上升为红色。”日前，铜梁区纪委监委信访室针对收集
到的情况，向小林镇纪委书记张晓勇发出预警提醒。

随后，小林镇党委立即对此进行调查核实，并按照
相关规定并综合群众意见，将该笔资金用于实施“一事
一议”项目，硬化入户道路12条1068米，安装院落路灯
20盏，把群众闹心的信访事办成了民生实事，群众反响
良好。

铜梁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党的十九大以来，
为推动信访分析服务科学决策，精准研判风险点和薄弱环
节，全面掌握信访举报态势，让监督更加有力，让政治生态
更加清明，铜梁区纪委监委将28个镇街信访量作纵横双
向对比，纵向对比每年度各镇街信访反映增减量，横向对
比每个镇街信访反映绝对量，绘成全区“信访举报地图”，
并建立“三色预警”机制：将信访量长期居于高位、上升趋
势明显的区域镇街标记为红色；将信访量不大但呈上升趋
势的标记为黄色；将信访量少、无突出信访问题的标记为
绿色。目前，红色、黄色、绿色区域镇街数量分别为6个、
12个、10个，并根据纵横双向对比动态更新。

“对于红色区域，我们重点关注，由班子成员包案整
治，敦促早日解决问题并降级；黄色区域，我们提醒所在
单位密切关注，严防升级；绿色区域，由所在单位日常关
注，把信访化解在萌芽状态。”铜梁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介绍，2021年以来，区纪委监委班子成员对6个红色
区域镇街的7件突出信访问题包案化解，已息诉息访5
件，剩余2件正在积极化解中，推动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
强烈、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全区信访举报量总体呈
下降趋势。

铜梁区纪委监委将在区管部门推广绘制“信访举报地
图”，建立“三色预警”机制，每月分析全区信访举报数量、
类别、重点领域、反映内容等变化情况，通过定向分析、定
点分析、小切口分析，分领域、分专题进行精准研判，及时
预警，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促进问题解决，全力把信
访举报工作作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抓
紧抓实。

铜梁探索
“三色预警”信访制度

机构名称：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渝北支公司
机构编码：000017500112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33号附8号华辰财富

广场3幢9-1、9-2号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北区双龙湖街道百果路33号附17号华辰财富

广场2幢16-2
批准日期：2016年05月10日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6728217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依照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并经上级管理单位授权的
业务，经营范围以上级管理单位授权文件所列为准。

发证日期：2022年03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长寿区长寿湖,湖岛渔民划着船儿去赶网捕鱼，与湖岸的水杉风景线构成了一幅和谐美丽
画卷。（资料图片） 通讯员 樊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