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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乔）5 月 31
日，在“6·5”世界环境日来临之际，江
津区法院举行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收容救护中心
（以下简称“收容救护中心”）启用仪式。

当天上午，记者在江津区滨江路米
帮沱码头看到，江边停靠着一艘白色小
轮船，船头设有“驯化池”，船身印着“保
护珍稀特有鱼类”几个大字。原来，这
就是由江津区法院、市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江津区林业局
共同建设的收容救护中心。

“用毛巾轻轻把鱼的眼睛蒙起来，
这样鱼就不容易在救治中挣扎了。”走
进船舱，记者看到，西南大学教授、渔业
资源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姚维志正在对
一条腹鳍处被尖锐物刺伤的胭脂鱼进
行救治。

“还好伤口不算深，给它注射抗生
素，并进行简单的伤口处理就可以了。”
完成救治后，姚维志将受伤的胭脂鱼放
入不远处的观察池中。

“这些水池的水都是和长江连通
的，观察半小时后，就可以把它放回长
江。”姚维志告诉记者，以船舶的形式设
计、建设救护中心，不仅可以避免长距
离运输对受伤鱼类造成新伤害，还可以
保证收容救护环境与长江自然水体的

同质性，减轻鱼类的应激反应，增加救
护成功率。

据介绍，收容救护中心是以长江上

游珍稀特有鱼类收容救护为主要功能
的主题船舶，船体总长21米，型宽5.2
米，除设有观察池、救治池、康复池和驯

化池等基础设施，还配置了药品柜、器
械柜等，可及时对在拦获、查处中收缴
的长江鲟、胭脂鱼、岩原鲤、圆口铜鱼、
细鳞裂腹鱼、红唇薄鳅等48种珍稀特
有鱼类实施收容救护。

同时，收容救护中心还有宣传展示
功能，可以通过参观座谈、巡回审判等
形式，开展关于珍稀特有鱼类保护的生
态法治、政策法规、科学知识的宣传普
及。

“在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率先启用重庆收容救护
中心，将有助于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
有效恢复和长江整体生态保护。”江津
区法院党组书记、院长曹天明说，作为
重庆首批授权跨区域集中管辖环境资
源案件的基层法院，江津法院全面贯
彻新发展理念，持续推动长江生态环
境跨区域、跨流域保护。近年来，已先
后建成生态司法保护基地6个，初步
构建起“山水林”相结合的生态司法保
护基地立体网络，实施增殖放流上百
万尾。

减轻应激反应 增加救护成功率

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收容救护中心启用

□本报记者 颜安

5月26日，璧山区大兴镇船形村
的都市果业研发中心内，道路阡陌交
错，果树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挺得笔
直、排列整齐，像一位位正在接受检阅
的士兵。

“你看，这一片种的是李子，一共有
12个品种；那一片是桃子，有18个品
种；最多的是葡萄，总共有36个品种。”
果业研发中心理事长邹健边走边给记
者比划，“这里就像一个擂台，最终胜出
的可能只有一两个品种，有点像千军万
马过独木桥的感觉。”

这里为什么汇集了多种同品类的
水果，让它们同台“打擂”的目的是什
么？

“通过我们的种植，筛选出哪些品
种更适宜在重庆地区种植，让农民少走
弯路，这里相当于一个‘试验田’。”邹健
说。

占地120余亩的果业研发中心成
立于2016年，由璧山区与市农科院联
合建设，旨在开展果树新品种与新技术
引进、筛选、规范化栽培等技术研究，为
科学种植提供支撑。

慢工出细活，成立6年来，果业研
发中心一共干了4件事。

一是选品。市农科院与辽宁、河南
郑州等地的农科院对接，引进了数十个
当地品种，包括蜂糖李、国峰2号等李
子品种，蜜丽、夏黑、巨峰、阳光玫瑰等
葡萄品种。

二是品种筛选。“我们把不同的品
种放在同一片田或者同一个大棚里，看
哪种更抗病、产量更高、口感更符合本
地人的喜好。”邹健介绍。

以李子为例，12个品种同台“打
擂”，很容易看出差别。2020年6月，
李子试挂果之时，邹健专门邀请了专家
来测产，并对李子的口感、质量进行鉴
定。

“有些北方水果就是不能适应西南
丘陵地区的气候和土壤，特别是遇到雨
水太多的时候，根部容易腐烂。”初筛
后，专家们很快淘汰了几个品相看上去
很不好的品种。

二次筛查，青脆李和赖李也被筛了
出去。青脆李一淋雨就开口，而李子成
熟的五六月正是重庆多雨季节。赖李
虽然产量高、个头大、口感也比较脆甜，
但专家们发现上面有一个个虫蛀的洞，

“有一种果实蝇特别喜欢叮这种李子，
叮后李子就烂了。”邹健说。

最终留下的蜂糖李和国峰2号，各
方面品质最为均衡。尤其是从辽宁引
进的国峰2号表现优异，三株李子树产
量分别为157斤、154斤和152斤，按
每亩50—55株李树计算，亩产量可达
8000斤，产值达到8万元。

三是对配套的种植技术进行了试
验。比如说在除草方面，果业研发中心
就对比了多种技术。“人工除草就不用
说了，费用高、效率低。物理除草一般
是用防草布，虽有一定效果但容易导致
土壤板结、根系不发达，施肥也不方
便。”果业研发中心负责人之一、璧山区
农业农村委高级农艺师罗治平告诉记
者。

“试来试去，还是用紫云英、三叶
草、苕子等豆科类草种，以草除草更好
一点。”罗治平说，这些草种不但不消耗
土壤中的肥料，还具有固氮作用，从而
增加肥力，“将这些草种撒到果树周围，
还可以抑制其他杂草的生长。”

四是推广。试果成功后，果业研发
中心每年都会邀请当地的水果大户，现
场观摩和推介，并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种
苗。船形村的种植大户欧文水、田文理
和郑勇近水楼台，去年就领了一堆种苗
回去进行了嫁接。

目前，果树研发中心已在璧山推广
种植了2000多亩水果，以李子和桃子
为主。“我们还要继续试种、推广其他品
种，并试点丘陵山地适用的智慧农业模
式。”邹健说。

璧山开展果树新品种与新技术引进、筛选，让农户少走弯路

一方水土种啥果 试验田里“打擂台”

□本报首席记者 龙丹梅

5月31日，綦江区三角镇杜家村
綦心思源景观广场，通惠河悠悠流淌。
过去，这里是一块荒地，一条淤塞的河
道从荒地旁流过，依托全国水系连通及
水美乡村建设（以下简称水美乡村），綦
江将这里打造成集科普、休闲、旅游、健
身于一体的特色水景，如今已成为当地
新晋网红打卡点，每到节假日游人如
织。

从2019年10月起，水利部和财政
部在全国开展水美乡村试点，着力打造
一批各具特色、示范引领强的县域综合
治水样板，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

重庆梁平、綦江、黔江、荣昌和秀山
等5个区县，先后以县域为单元、以乡
村为节点开展试点，打造连接乡村振兴
的“幸福水系”，在巴渝大地上绘出一幅
幅乡村振兴“水”景图。

一场综合治水试验

乡村因水而美，向水而兴。重庆江
河密布，水系发达，如何巧做“水文章”，
用四通八达的水系，连通千家万户，打
造村美民富产业兴旺的乡村？

自2019年底以来，我市先后开展
了3批5个区县水美乡村建设试点，梁
平、綦江是首批试点区县，黔江、荣昌、
秀山3个区县水美乡村正在建设中。

推动水美乡村建设，是水利部按照
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在保障农村水安
全、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推动农业农村
发展、加快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进行的
一次探索。

水美乡村的建设，以流域水系为脉
络，以村庄为节点，遵循“防洪保安全、
优质水资源、健康水生态、宜居水环境、
先进水文化”的原则，统筹水域岸线并
治，建设“河畅、水清、岸绿、景美、人和”
的人民满意幸福河。

和过去的治水工程多以线性为主、
点上为主不同的是，水美乡村是一个系
统的治水工程，以县域为单位，以乡村
为节点，需集合多部门合力，多渠道整
合资金完成，项目区往往涉及多条河
流，流经多个街镇。试点区县往往将水
系治理与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相结合，
多渠道筹集资金、整合项目，举全区之
力谋划实施。

綦江区的通惠河、新盛河连通綦江
老城区和广大农村地区，綦江区水美乡
村试点建设便以通惠河和新盛河水系
为脉络，以村庄为节点，集中连片统筹
规划。比如完善两条河城市建成区段
的景观设施，打造以“三角梅”景观大
道、“微马”健身步道为主题的城市滨河
休闲公园和网红景点，让碧水绿道贯通

城乡，让城市发展带动乡村发展。
在梁平区，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

3.98亿元，对龙溪河、新盛河、铜钵河3
个流域总长32.16公里的水域及岸线
进行综合治理，沿岸村庄密集，涉及明
达、礼让、仁贤等9个乡镇（街道）、21
个村（社区）。通过在项目区实施水系
连通、河道清障、清淤疏浚、植草护坡等
措施，推动水生态环境转好、农村产业
发展转型、农村人居环境转优。

截至目前，全市水美乡村建设已争
取落实中央补助资金6.6亿元，引导地
方投入资金11.92亿元，治理河长148
公里。

因地制宜凸显地域特色

“水美乡村，切忌千篇一律、脱离当
地实际。”市水利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水
美乡村的治水理念，应聚焦防洪保安、
水生态治理等突出问题，结合本地地域
特色，与当地文化、旅游、产业等充分融
合，凸显地域文化，绘就水美乡村该有
的模样。

梁平区针对辖区浅丘型河流的特
点，利用生态河道穿针引线、深度挖掘
地方特色和农耕文化，在治理中融入

“抬儿调”“癞子锣鼓”“稻草草把龙”等
非遗文化和“来夫子”等特色人文元素，
打造了“水孕明珠·生态龙溪”“水育良
田·农旺渔兴”“水润梁山·活力原乡”等
精品工程，推进乡村旅游全面升级。

綦江区则立足山区型河流特色，依

山就势、不搞大开大挖，紧扣民生所需
激发多种业态，形成乡村旅游、观光、垂
钓、采摘和休闲相结合的特色精品点。
如在农村水系综合整治中引入水文化
元素、历史人文元素、自然生态元素，在
通惠河打造亲子乐园、花海丛林、滨河
漫道等，在新盛河打造康养步道、摄影
天地、农耕园区等。

秀山县的平江河流域沿线历来是
秀山的粮油基地，水文化历史悠久。流
域内至今保留元代的镇元桥、清代的风
雨桥、巨丰堰、黄桷堰和大井坎古井等
水文化古迹。该县的水美乡村建设以
平江河水系为脉络，选择了平江河干流
及其支流复兴河、长岗河、孝溪河等4
条河流，以沿途村庄为节点，集中连片
统筹规划，水域岸线并治，修缮古井古
堰，在沿线深度融入水文化，打造平江
河流域水美乡村示范带。

市水利局负责人介绍，目前已开工
的5个水美乡村都结合本地实际，形成
了各具特色、相映成趣的浅丘型河流、
山区型河流治理模式。

水美乡村助力乡村振兴

站在綦心思源景观广场远眺，看到
的是一幅与一年多前完全不同的画面：
过去狭窄不畅的河道变得开阔顺畅，两
岸的生态护坡汛期能防洪，平时还能供
群众休闲散步。当地通过清淤疏浚提
高了河道行洪能力，两岸采取生态护坡
修复河道岸线，恢复增强了河道生态功

能、提高了沿河景观质量。不仅如此，
綦江区还依托水系连通产业，在新盛河
沿线建成和规划布局了经果林种植、鱼
蛙养殖、大闸蟹养殖等多种农业产业，
如水系整治与乡村振兴产业相结合的

“卧马渔村”，就正在建设大闸蟹、观赏
鱼、商品鱼养殖基地等。

以水为链，以村为珠。梁平区依托
水美乡村建设，在龙溪河、新盛河和铜
钵河 3 个流域因地制宜发展“水经
济”。在龙溪河礼让、仁贤段，抢抓百里
竹海旅游度假区建设机遇，结合农业产
业优势，融入非遗文化，打造农业旅游
项目；在新盛河流域通过修缮银杏村入
口处乐善桥、观音桥、“一脚踏三县”、漫
水桥、指路碑等景观，突出农文旅融合
发展，发展自然景观旅游、人文民俗旅
游、特色农业体验游等，让水美乡村项
目成为推动农村产业兴旺，拓宽农民增
收渠道，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强劲动
力。

黔江区的洞塘水库是城区供水水
源，但来水量较小，供水后就无法满足
生态基流的要求。黔江区在水美乡村
建设中，通过实施水系连通项目，可实
现每年向洞塘水库补水 267 万立方
米。届时不仅可提高洞塘水库供水保
障，也可同时解决水库下游河道生态基
底不足问题，改善黔江河水环境。

随着水美乡村建设的推进，一幅幅
水清岸绿、水村相融的生态画卷正在巴
渝大地徐徐展开。

梁平綦江黔江荣昌秀山5区县开展全国试点打造县域综合治水样板——

水美乡村不是梦里水乡

本报讯 （记者 崔曜）扫描登
录、箱门打开、分类投放……5月 27
日，两江新区翠云街道南山花园小区
居民陈先生来到小区里的智能投放
站，一系列操作后箱门自动关闭，屏幕
上显示出投放重量，同时后台自动将
积分记录到陈先生的账号上，整个过
程方便快捷。

像这样的智能垃圾投放站，翠云街
道辖区还有4处，均位于居民入住率
高、生活垃圾投放需求大的小区。近年
来，翠云街道启动智慧化建设、实施五
项机制，推动垃圾分类从“新时尚”走向

“常态化”。
如何让辖区居民养成垃圾分类的

好习惯，让垃圾分类成为街道“新时
尚”？为此，翠云街道制定实施了单位
联席融合、人力资源融合、骨干带头、正
向激励、应急处置五项机制，从制度保
障、责任落实、人员分配方面规范垃圾
分类工作。

另一方面，翠云街道还对辖区原有
垃圾点位进行智慧改造，升级集中投放
点11个，安装密封垃圾分类箱体261
个。据统计，翠云街道生活垃圾分类已
覆盖居住小区15个，涉及家庭1.45万
户，3.3万人。该街道已经实现居住小
区垃圾分类知晓率达到100%，参与率
达到100%，正确投放率达到97.2%，目
前日均收集厨余垃圾量13.1吨，占比
超过生活垃圾的35%以上。

推动垃圾分类从“新时尚”走向“常态化”

根据《重庆市人民防空条例》有
关规定，为纪念抗日战争期间在“重
庆大轰炸”中不幸遇难的同胞，激励
全市人民爱国热情，增强国防战备意
识，定于2022年6月5日上午10点
30分至10点42分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防空警报试鸣放，望全市军民闻声
勿惊。警报信号规定如下：

一、预先警报：鸣 36秒，停 24

秒，反复3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
钟）。

二、空袭警报：鸣6秒，停6秒，
反复15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

三、解除警报：连续鸣3分钟。
四、灾情警报：鸣3秒，停3秒，

反复30遍为1个周期（时间3分钟）。
重庆市人民政府
2022年5月12日

通 告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想
成为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国家级
试点县？先来“打擂”挑战！5月 30
日，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以下简
称水美乡村）国家级试点重庆市第二
轮竞争立项现场竞争会在市水利局举
行，我市28个区县同台“打擂”，通过视
频推介、接受答辩的方式“晒”出自家优
势资源，为水美乡村建设“代言”。

据了解，2019年10月起，水利部
和财政部在全国开展水系连通及水美
乡村建设试点（原名“水系连通及农村
水系综合整治试点”），着力打造一批各
具特色、示范引领强的县域综合治水样
板，重庆市梁平区、綦江区、黔江区、荣
昌区和秀山县作为第一轮试点区县，分
3批开展了试点工作。

此次开展的第二轮现场竞争空前
热烈，28个区县积极报名参与，争夺国
家级试点县名额。

为何争相竞争？据了解，在被纳

入全国水系连通及水美乡村建设试
点县后，如享受中西部地区投资政策，
每县可获 1.2 亿元中央资金补助及
2500万元市级财政补助。此前，各试
点区县将水美乡村建设与当地推进乡
村振兴相结合，通过恢复农村水系基
本功能、修复河道空间形态、改善河流
水环境质量，建设河畅、水清、岸绿、
景美、人和的水美乡村，不但增强群
众的安全感、幸福感、获得感，也有力
助推了乡村振兴。

据介绍，竞争立项程序分“区县汇
报、现场提问和答辩、现场评分、当场统
计并公布竞争评分结果”等环节，所有
环节录音录像，公开透明。现场竞争承
诺将作为今后检查实施依据，以督促各
区县在前期项目论证时更加谨慎，增强

了项目谋划的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确保
最大程度提高项目资金使用效率，把

“好钢用在刀刃上”。
“相马”变“赛马”，“暗战”变“明

争”，难度不小，各区县使出了浑身解
数。

“我们选择的区域是我区城乡融合
和乡村振兴示范区，项目实施后能有效
串联起上下游、左右岸各大产业，助推
乡村振兴”“如果能中选，我们将举全区
之力推进项目建设”“我们将在项目区
融入红色文化、民俗文化、水文化等元
素”……各区县紧扣各自实际，从资源
禀赋、区位优势、文化传承、村民参与度
等多方面描绘水美乡村的美好蓝图，现
场展示的视频和提交的实施方案各具
特色。

但这场“擂台”的看点不止于此。
在现场答辩环节，专家组提出的问题十
分犀利，不留情面——

“你们提出的建设整治点总体水
质较差，主要污水、废水来自当地村民
的生活污水，如何根本解决这一问
题？”

“你们确定的试点区域有场镇、有
农村、有农田，请说明防洪标准统一采
用20年一遇的合理性？”

28名水美乡村代言人一一进行答
辩：“我们已规划修建污水处理厂，解决
生活污水问题。”“我们项目建设区经过
严格的防洪论证……”

经过9个小时的紧张评审，项目库
按得分高低建立。这样，一旦国家下达
试点名额，我市可择优选择上报。

水美乡村国家级试点引28个区县争相“晒资源”

5月31日，江津区滨江路米帮沱码头，工作人员将收容救护中心中暂养的珍稀
鱼类放流长江。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梁平区龙溪河礼让湿地公园段。 梁平区水利局供图

本报讯 （记者 罗芸）近日，城
口县明中乡中药材独活进入管理阶
段，来自该乡中药材党小组的十几名
党员在工作之余，下到田间为药农做
技术指导。据了解，通过“党组织建在
产业上”，该县进一步强化乡村振兴的
资金、技术、人才等支持，将更多优质
资源配置到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领域
和薄弱环节，让乡村振兴有了“主心
骨”。

近年来，城口县针对部分农村地区
人才较为缺乏、产业发展内生动力相对
不足的情况，将党组织建到产业上，以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发动有增收
技能、从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的党员进
入这类党组织，与产业、与龙头企业对
接，使城口乡村振兴获得更多资金、技
术、人才支撑。

明中乡双利社区脱贫户刘兴友，以
前主要靠在外打工维生。去年，在乡中

药材党小组的帮助下，乡里独活种植能
手唐辉跃与刘兴友结成对子。通过面
对面算成本账、手把手传授技术，去年
刘兴友家种植了7亩独活，当年增收
8000余元。

通过党组织建在产业上，明中乡
发展起中药材、魔芋、生猪等 5大产
业，全乡3000余户农户，每户至少有1
项稳定的增收产业。现在该乡已发展
起2万亩中药材，年产值超过1000万
元；党员带头建起魔芋加工厂，解决种
植户的问题，魔芋发展步伐进一步加
快。

目前，蓼子乡的核桃、板栗、冷水
鱼，龙田乡的“四湾工匠”劳务品牌，明
通镇的农文旅产业等，都建立了相应
的党组织。这些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带动大量农户稳定增
收。

现在，这一举措已在全县各乡镇广
泛推广，通过聚焦城口山地鸡、城口老
腊肉、中药材、食用菌和茶叶等产业，去
年该县农业总产值达到20.6亿余元，
同比增长3.5%，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党组织建在产业上 乡村振兴有了“主心骨”

向大自然要食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