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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颜安 苏畅

粮安天下，农稳社稷。
夏至时节，正是秋粮丰收的关键节点。
永川区南大街谭家坝村，圆桂农机股份

合作社负责人周元贵招呼着机手整修装备，
以战秋收；300公里外的梁平区星桥街道兴
桥社区，重庆捷梁农机股份合作社理事长邓
中新装好了4台稻谷烘干设备，正抓紧调
试。

作为粮食产销平衡区的重庆，必须做
好粮食稳产增产，承担起维护国家粮食安
全的责任。近年来，重庆深入实施“藏粮于
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强

化科技创新驱动种业发展，围绕粮油产业
集中连片开展社会化服务，牢牢守住粮食
安全底线。

种什么？
用科技创新升级农业“芯片”

粮食连年丰收，是否可以高枕无忧？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在粮食

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
年初，我市定下目标：确保粮食播种面

积和产量稳定在3012万亩、1087万吨。
产量怎么稳？良种是基础。
“耕地等农业生产要素有限，稳产增产

高产的根本出路在科技，所以我们坚持把现
代种业发展、农业机械化、农业科技创新、农

业产业链供应链等重点工作作为支持重
点，全力确保相关重点项目稳步推进。”市
财政局农业处副处长孙俊涛告诉重庆日报
记者，从2020年以来，市级财政已安排1.4
亿元资金用于支持种质资源保护与良繁体
系建设、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农业种质资源
保护与科企联合体品种试验等现代种业发
展项目。

有投入，才会有收获。
今年4月，农业农村部官网公布了国家

级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种繁育基地名单，重
庆垫江县、潼南区入选。相关资料显示，垫
江有水稻种植的传统，在这里建设了基地的
重庆中一种业有限公司（前身为重庆市种子
公司），承担着为重庆选育、推广优良水稻品
种的重要任务。近年来，该公司先后培育了

70多个新品种，建设水稻、油菜等规模化标
准化制种基地2万亩，常年制种3万余亩，年
产粮油种子约600万公斤。

垫江县财政局副局长刘伯洋介绍，获得
国家级制种大县的称号后，中央财政对垫江
下拨了3000万元的资金支持，其中1000万
元被拨付到中一公司用于研发基地建设，

“因此，他们新购置了许多实验用的设施设
备，新建了救灾备荒库，还更新了加工设
施。”

油菜方面，中一公司培育的“庆油”系列
深受种植户的青睐，2020—2021年全市油
菜种植面积390余万亩，其中“庆油3号”“庆
油8号”播种面积就接近150万亩，占比近
40%。尤其是“庆油8号”，其含油量高达
51.54%，高出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
亩产量达200公斤，每种1亩“庆油8号”，种
植户的收益比种其他品种要多300元。

市农业农村委种业处处长骆凤玲表示，
“我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体原则，强化粮
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需要和现代山地
特色高效农业种业发展，通过市级种业基地
认定建设等措施，着力提升种业科技创新能
力和供种保障能力，加快推进种业振兴，努
力在2030年全面建成西部种业高地。”

围绕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重庆正升级农
业“芯片”。

谁来种？
“种粮人”享受多重补贴

光是有了好的种子还不行，种粮最关键
的要素在人。

“从化肥到农药再到人工，各种成本都
涨，种粮享受到的各种补贴，让我们心里踏
实多了。”在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花田贡
米”种植基地，种了150亩水稻的种植大户
冉志说。

（下转2版）

扎 紧“ 米 袋 子 ”
——重庆筑牢“三条底线”系列报道之一

□本报记者 彭瑜 见习记者 黄熠

“落日放舟循库心，轻霞入路是盆景。”7月11日，丁宁带
着一群小学生登上忠县皇华岛，他边走边向这些小游客介绍：

“皇华岛不仅岛美水秀，而且历史文化厚重，还是三峡库区的
‘中心点’，未来这里将成为人文魅力岛、生态示范岛、风景旅
游岛。”

“90后”的丁宁，是忠县文物保护中心讲解员。他告诉重
庆日报记者，入职4年来，皇华岛的解说词几易其稿。从自然
洲岛湿地到宋元（蒙）遗址考古，再到“库心之心”的发现，“皇
华岛既是生态岛，更是人文岛。这些解说词变化的背后，是人
们对皇华岛历史文化的理解在不断深入，对皇华岛生态的认
识在发生变化。”

随着皇华岛生态保护与文化遗产的深入发掘利用，丁宁
手里的解说词也在不断更新——

实施湿地保护
发现国家Ⅰ级重点保护濒危珍稀植物

丁宁的老家在綦江区，2018年他到忠县工作后才第一次
听说皇华岛。

“第一次拿到解说词，讲得更多的是皇华岛的生态：行走
其间，感觉身心放松、心旷神怡……”丁宁说，岛上有湿地、有
密林、有良田，地势由岛周向内逐渐抬高，形成岛周陡坡、岛中
缓丘的地形特征。

过去，皇华岛是一个完整的建制村，有近1000名居民，主
要以捕鱼为生，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渔船。三峡移民搬迁后，渔
船闲置了，稻田也逐渐野化。

2015年，忠县对皇华岛消落带开展保护修复工作，栽植
池杉、秋华柳和竹柳，撒播狗牙根、牛鞭草等耐淹性强的湿地
植物，逐步构建起乔灌草搭配、颜色丰富多彩的生态屏障；依
托岛上闲置的稻田，种植菖蒲、慈姑、睡莲、水葱等湿地植物，
建设梯田小微湿地景观，与岛上现有的沟、渠、堰、塘、井、泉、
溪相结合，整个岛屿小微湿地体系形成网络，构成了岛屿生态
系统——即岛屿小微湿地群。

记者在现场看到，岛上设置了湿地公园的标志、界碑、界
桩等标示物以及湿地科普知识、湿地生物等科普文化展示牌；
新建了科普宣教中心和访客中心，充分展示皇华岛湿地生态
特点和自然人文景观。 （下转2版）

忠县皇华岛——

解说词里看变迁

保护利用好江心绿岛⑥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
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指出，牢牢

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
模性返贫两条底线。

对于有着大城市带大农村市情
的重庆而言，稳住农业基本盘、做好

“三农”工作，无疑是应变局、开新局
的“压舱石”。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
兴，重庆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扎实推动“三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
守住守好粮食安全、耕地保护、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连日来，重庆日报记者行走在巴
山渝水间，探访我市将“三农”工作作
为财政优先保障领域,持续加大财政
支持“三农”力度，攥紧粮袋、护好耕
地、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工作与成效。
从今日起，本报推出“重庆筑牢‘三条
底线’系列报道”，敬请关注。

【编者按】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实习生
桑瑶佳）7月16日，市发展改革委发布消息
称，截至6月底，16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重大项目开工 152 个，完成投资
4382亿元；其中今年以来完成投资1069.8
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58.3%，实现“时间
过半、任务过半”。

合力建设现代基础设施网络项目上半
年完成投资432.3亿元，其中6月完成投资
102.9亿元，较上月提升19个百分点。渝

昆高铁（川渝段）、涪江干流梯级渠化双江
航电枢纽工程等24个项目超额完成时序
年度投资任务。成达万高铁已取得初步设
计批复，成渝中线高铁正在推进初设和比
选方案技术审查，乌江白马航电枢纽工程
主体工程一期全面施工、二期工程正在开
展临时设施建设。

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项目上半年完
成投资492.2亿元，占全部项目上半年完成
投资的46%。重庆腾龙5G产业园、宜宾锂
电产业项目等55个项目超额完成时序年
度投资任务。璧山中新智能产业园项目

（一期）开工建设，重庆西部电子电路产业
园加快主体施工，京东方重庆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开展试运行，成都
产业集团电子信息产业基础设施项目基本
完工，大竹川渝合作产业园二期标准化厂
房基本完工。

共建科技创新中心项目已全部开工，
累计完成投资383.1亿元，占总投资50%以
上，上半年完成投资73.4亿元。重庆金凤
实验室首批科研团队已入驻，中国科学院
重庆科学中心1至3号楼主体封顶，重庆两
江协同创新区创新工坊等项目正加快施

工，四川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项目医学大楼已完成消防验收，华为·成都
智算中心项目（一期）已上线运行。

共建文化旅游、生态屏障和公共服务
项目上半年完成投资71.9亿元，年度投资
完成率超70%。云阳县普安恐龙地质公园
综合建设一期、大巴山国际旅游度假区、内
江沱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等10个项目
超额完成时序年度投资任务。三星堆国家
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一期）项目完成基础
工程施工，正在进行主体钢结构施工，遂潼
区域职业教育中心已完成部分校舍建设。

16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项目开工152个
今年以来完成投资1069.8亿元，年度投资完成率58.3%

随着最后一片预制T梁顺利架
设完成，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程
上部结构全部完工。

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程，起
点接李家沱复线桥南桥头，止于内
环华陶立交。下一步，该工程将进行
桥梁附属结构及人行道施工，为后续
马王坪正街第二阶段交通转换、马
王坪正街跨线桥、融汇二桥建设奠
定基础。图为预制 T 梁架设现场
（摄于7月12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程
上部结构完工

皇华岛 （忠县县委宣传部供图）

本 报 讯 （记
者 黄乔）为帮扶未
就业毕业生就业创
业，近日，我市启动
离校未就业毕业生

服务攻坚行动。
据了解，此次行动以“服务攻坚促就业 筑梦青春赢未

来”为主题，主要服务对象为2022届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和35岁以下登记失业青年（以下统称“未就业毕业生”），行动
将持续到今年年底。

首先，我市将主动联系未就业毕业生，摸清就业失业状
态、求职意向、服务需求等情况，全面掌握实名信息。

“掌握实名信息后，我们将大力推进实名帮扶。”市人力社
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具体来讲，我市将健全实名帮扶机制，
对有就业意愿的，针对性提供至少1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
介、1次技能培训和就业见习机会；对有创业意向的，提供创
业培训、创业服务和政策扶持；对暂无就业意愿的，做好状态
记录，及时跟进服务。

为推动政策落实落地，我市将公布未就业毕业生相关政
策清单、补贴标准、申领流程；扩大毕业生就业创业一件事“打
包办”范围，推动政策集中兑现。

而针对脱贫家庭、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以及残疾、较长
时间未就业等有特殊困难的毕业生，我市将实施“一生一档”，
开展多层次结对帮扶。

我市启动离校未就业
毕业生服务攻坚行动

在黔江区邻鄂镇高坪村梯田水稻基地，大型植保无人机在对水稻进行病虫害防治喷洒
作业（摄于7月11日）。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