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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15分钟便民服务圈

■新增防疫验证功能

■全面实现“同号换卡”业务

■扩大惠民惠农新场景

■全业务实现川渝通办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在重庆众多特
色美食中，哪些是最能体现各区县美食文化的
美食名片？9月20日，市商务委官网开始公
示2022年首批获选“重庆地标菜”名单，来自
全市38个区县的145道地方特色菜品入选。

“重庆地标菜”是指重庆地理标志性菜品，
包括名菜、名点、名宴、名小吃、重庆火锅、重庆
小面，以及特色卤制品、酱制品、豆制品、腊味
等特色食品。通俗来说，它是在国家地名规范
制度和国家地名文化保护的前提下，利用当地
食材、当地独特的技艺打造而成的具有原创菜
品起源地地域特色、文化内涵、独特风味、风土
民情，有着广泛地域美誉度、社会知名度和综
合影响力的典型原创地方特色菜品。

公示信息显示，这145道“重庆地标菜”主要
出自餐饮市场主体、餐饮行业协会和食品企业之
手，涉及鱼、鸡、鸭、鹅、兔、猪肉、牛肉、兔、面、粥、
泡菜、凉粉、酸辣粉、火锅、豆花等诸多品类。

重庆38个区县中，每个区县至少都有一
道菜品入选。如：黔江区重庆市巴蜀印象餐饮
文化（集团）有限公司的黔江鸡杂，渝中区老四
川酒楼的灯影牛肉，江北区重庆市巴江水饮食
文化有限公司的巴江水毛肚火锅，渝北区重庆
慕上云端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的渝北水煮鱼等。

据介绍，“重庆地标菜”评选始于2021年，
当年下半年，在市商务委指导支持下，重庆美
食文化发展研究会、重庆市食品批发业协会、
重庆地标菜专业委员会和38个区县的餐饮、
烹饪协会开始在各区县筛选特色菜品。经过
半年左右时间的努力，从几千道申报菜品中筛
选出376道精品菜。

今年4月19日，“2022重庆地标菜评选评
审活动启动大会”举行。随后，重庆地标菜专
委会组织全体评审专家，依据《重庆地标菜质
量技术规范》团体标准和《重庆地标菜质量技
术规范实施细则》对376道菜品进行初评，初
步评选出272道基本符合团体标准的菜品。5
月19日，重庆地标菜专家委员会全体专家对
这272道菜品，按照菜品命名、饮食文化、原料
调料、技法风味、安全卫生、菜品质量、经济价
值等7个大项、29条小项，以打分方式进行评
审。在此基础上，由重庆餐饮界知名专家、大
师和高校教授组成的专家评委代表、媒体评委
代表、大众评委代表和市、区县商务委代表，以
会议评审的方式对这272道菜品进行集中评
审。而后，再经过现场制作展示拍摄等流程，
最终评选出145道“重庆地标菜”。

首批145道“重庆地标菜”公示
全市每个区县至少有一道菜品入选，包括灯影牛肉、

黔江鸡杂、渝北水煮鱼等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9月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科技局获悉，为了降
低今年夏季持续高温干旱对“菜篮子”的影
响，我市近期启动实施了“灾后蔬菜生产核
心技术集成应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有效
平衡9-12月蔬菜生产和供应。

“通过对辣椒和茄子植株的整形修剪
技术，结合肥水管理，可以让辣椒和茄子焕
发第二春，收获期延迟到10月下旬。”日
前，市农业科学院辣椒专家黄启中和茄子
专家田时炳前往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临溪镇
前进村、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麻旺镇平
桥村和王家乡雄风村，开展蔬菜种植技术
培训。

据了解，像这样的技术指导，我市已陆
续在各区县有序开展。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夏季
持续高温少雨天气，不仅对我市当前蔬菜
产量和质量造成了一定影响，还会延缓早
秋蔬菜定植、上市等。蔬菜有序生产和市
场均衡供应，既有利于稳定城市居民“菜篮
子”，也有利于保障全市蔬菜生产者的经济
效益，防止出现产业生产波动。

为此，在应急科技攻关项目的支持下，
8月底，西南大学、市农科院、市农技总站、

市渝东南农科院等单位专家成立了项目专
家组，从茄果类、瓜类、叶菜等喜温蔬菜秋
延后生产管理、应急蔬菜生产管理、病虫害
绿色防控等方面进行集成研究并开展应用
示范。

“目前，我们已经组织近20名专家，分
成6个专家小组，分赴多个区县开展技术
集成应用示范，并进行培训和指导。”项目
首席专家、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院长宋
洪元教授举例说，比如丝瓜、南瓜、冬瓜和
空心菜“三瓜一菜”的灾后复产技术，加工
型辣椒、茄子秋延后生产核心技术，以及萝
卜绿色生产技术、秋甘蓝灾后复产技术、越
冬甘蓝的绿色生产技术、茎瘤芥应急育苗
技术和机械直播技术、速生叶菜高效生产
关键技术等，已经在潼南、大足、璧山、石
柱、酉阳、渝北、巴南、南川等蔬菜基地进行
集成示范。

据悉，通过不同品种合理布局，以及植

株调整技术、中微量元素施用、绿色防控技
术的示范应用，我市主要蔬菜基地的茄子、
辣椒、丝瓜、南瓜、冬瓜和空心菜供应可以从
9月延迟到10月下旬，有效保障市场供应。

此外，今年夏季，我市甘薯生产大面积
受灾，藤蔓大多干枯，结薯受到抑制，对产
量造成影响。

为了帮助种植户减少损失，市科技局
启动了“甘薯灾后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应
用”减灾复产应急项目，由西南大学牵头，
市农科院和三峡农科院协作实施。

本月上旬，西南大学已组织20多名甘
薯科技人员，赴合川、开州、荣昌、北碚、彭
水等地开展300亩秋甘薯抢栽繁种以及
10万亩甘薯灾后恢复保产工作。

“在合川区龙凤镇等示范点的秋薯种
植和减灾复产中，我们均采用了起垄覆膜
保温、生根剂蘸根促根系早发早分化、叶面
肥喷施提苗复壮等关键措施和核心技术，

确保了新栽秋薯早发早结薯，受灾甘薯缓
苗复壮促膨大。”项目负责人、西南大学王
季春教授介绍。

此外，项目专家组还开展了秋甘薯相
应技术攻关和试验示范，特别是围绕秋季
耐弱光、耐低温、早膨大甘薯品种（系）筛
选，优异甘薯品种与育种资源秋繁保种，种
薯（苗）旱地轻简化栽培技术优化集成，以
及相关的组织快繁培养、水肥一体化调控、
设施栽培等配套技术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工
作，解决秋甘薯的早结薯、早膨大和种苗秋
冬季繁殖的保温保苗关键技术瓶颈。

“各协作单位和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甘薯减灾复产的目标，
同时也保障了我市2023年甘薯的种源问
题。”王季春表示，下一步，项目专家组还将
就本次减灾复产中形成的关键技术作进一
步熟化、凝练并形成标准，为今后面对此类
灾情提供科技支撑和技术储备。

重庆启动实施应急科技攻关项目保障“菜篮子”
茄子、辣椒和“三瓜一菜”供应可延迟到10月下旬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9月 21日，禾丰食品股份有限
公司年出栏1000万只肉兔全产
业链项目落户奉节，将打造集种
兔育种、商品兔养殖、兔肉食品
深加工及饲料生产加工于一体
的肉兔全产业链。

禾丰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是
全球畜牧业颇具影响力的大型
农牧企业，拥有饲料及饲料原料
贸易、肉禽产业化、生猪养殖三
大核心业务，同时涉猎动物药
品、养殖设备、宠物诊疗及食品
加工等相关领域。目前，公司拥
有200余家下属企业，产品覆盖
全国32个省市，并在尼泊尔、印
尼、菲律宾、俄罗斯等国家设有

工厂。
“我们将用3年时间在奉节

投资7.8亿元，在完善产业链的
基础上，同步建设商品兔养殖小
区，鼓励家庭农场生产。”该项目
负责人表示。项目建成后，预计
可实现年产值14.5亿元，提供
2000 个以上就业岗位，带动
400—700 个家庭农场增收致
富。

“此次肉兔全产业链项目的
成功落户，将进一步优化产业结
构，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奉节县
相关负责人表示，为保障项目尽
快落地见效，奉节将组建起服务
专班，强化要素保障，切实解决
项目建设中的各项难点、堵点。

年出栏1000万只肉兔
全产业链项目落户奉节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
9月 2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政府办公厅获悉，《重庆临空经
济 示 范 区 建 设 实 施 方 案
（2022—2025 年）》（以下简称
《实施方案》）已于日前印发。根
据《实施方案》，到2025年，临空
经济示范区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00亿元，临空产业占地区生
产总值比重超过50%，进出口
总额达到2000亿元。

根据《实施方案》，临空经
济示范区规划范围东至渝邻高
速公路，西至嘉陵江，北至后
河、龙王洞山和铜锣山山脉，南
以渝北区南部范围线为界，包
括空港工业园区、创新经济走
廊、空港新城、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总体规划区、悦来会展城、保
税港区空港功能区、两路老城
区及其他区域，总面积147.48
平方公里。

《实施方案》提出，到2025
年，国际航空门户枢纽迈入新
层级，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实现
旅客吞吐量6350万人次、货邮
吞吐量60万吨，国际（地区）货
邮吞吐量占比达到40%，国际
（地区）航线数量达到115条，
国内客运通航城市超过 185
个，基本形成通达国内、覆盖亚
洲欧洲澳洲美洲的全球航线网
络。

为此，《实施方案》提出了五
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其中，围绕
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加快建成内

陆开放空中门户，将持续发挥向
西、向南开放的国际航空枢纽竞
争优势，面向“一带一路”、西部
陆海新通道沿线国家和地区，积
极打造伦敦、巴黎、罗马、纽约、
洛杉矶“五大精品航线”和新加
坡、东京、首尔、曼谷、吉隆坡“五
大骨干航线”，建立通达全球的
航线网络。并将提升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至国内重点城市航班
密度，将“重庆—北京”快线模式
推广至上海、广州、深圳等热门
航线，推动“黔江+武隆”“巫山+
万州”空地协同一体化运行，加
快构筑“干支通、全网联、体验
好”的航线网络。

围绕突出主导产业发展，加
快建成临空高端制造业集聚区，
《实施方案》提出，要积极发展航
天产业，以航天制造及卫星应用
为核心产业链，以航空航天服务
为支撑产业链，力争引入1—2
家在全球航天产业链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企业在示范区设立研
发机构和总部。还要做大做优
示范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到
2025年，示范区智能终端产业
产值突破1000亿元，软件和信
息服务业营收达到500亿元，战
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工业总产
值比重达45%以上。

除此之外，临空经济示范区
还要加快建设临空商务中心，积
极引导国内外知名商业品牌企
业开设亚洲首店、中国（内地）首
店、西南首店、重庆首店。

我市印发《实施方案》

2025年临空经济示范区
产值达到100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
9月 21日，重庆智能建造研究
院授牌暨科创中心开工活动在
涪陵举行。该项目落户涪陵高
新区，将围绕建筑产业智能化，
搭建产学研创新平台，打造高水
平智能建造产业创新生态，助推
涪陵制造业转型发展。

据介绍，该研究院将集成香
港科技大学李泽湘教授20余年
科研孵化经验，结合涪陵区产业
基础和优势，通过数字化、信息
化、自动化等智能科技赋能传统
建造行业，打造集科研、孵化、产
业化于一体的智能建造产业科
创基地。

近年来，涪陵区深入推进以
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的科技创
新，加快推动建筑业与先进制造

技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
合，拓展数字化智能化应用场
景，发展智能建造新产业，为区
域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当前，涪陵智能建造已建成
上下游联动的全产业链条，研发
投入累计达到4.26亿元，吸引
了大业科技集团、中科建设集团
等行业龙头入驻。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建成
后，将进一步吸引创新人才、核
心技术、重大科技项目等资源要
素向涪陵集聚，实现产学研用协
同创新。”涪陵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到2025年，涪陵智能建造
产业将建成国家级研发中心，培
育上市企业1至2家，构建起涵
盖技术研发、人才培养、产业孵
化于一体的创新生态圈。

重庆智能建造研究院在涪陵授牌

145道

“重庆地标菜”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
筑）9月21日，2022市科协科技
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第二届“五
进”科普活动暨恒合民族中心小
学校园科技馆揭牌仪式在万州
区恒合土家族乡举行。市科协
专家服务队通过进场坝、进乡
镇、进支部、进校园、进田间，为
当地群众送去科技志愿服务和

“科普大餐”。
在“五进”活动中，市科协专

家服务队在恒合乡文化广场举
行了农村绿色发展科普展，以图
文形式阐释农业技术、卫生健
康、食品安全、生态环保、反邪教
宣传等相关科学知识。医疗专
家走进乡卫生院，开展了临床常
用诊疗技术培训，手把手传授技
术和经验，提升基层医务人员的
诊疗水平。农技专家走进田间

地头，开展水稻种植、中药材种
植、优质粮油种植和中蜂养殖实
用技术培训，帮助农户增产增
收。在恒合民族中心小学，科技
辅导员带来的“小小科学家——
3D打印让梦想成真”科普讲座，
不仅让学生们了解了3D打印
的基本原理和发展现状，还自己
动手用3D打印机打印出玩具
模型，激发了他们对学习科学技
术知识的热情。

当天，恒合民族中心小学校
园科技馆正式揭牌并开馆。此
外，市科协专家服务队还组建了
优质水稻种植、中蜂养殖、中药
材种植、优质粮油种植、提升农
村中小学生科学素养5个志愿
服务分队，为恒合乡产业发展和
青少年科技教育提供更加优质
的服务。

科技助力恒合乡乡村振兴

市科协专家服务队“五进”送服务

借阅图书、就医购药、领取养老金、防疫验证……

社保卡功能上新了

① 李子坝梁山鸡。

② 枸杞牛尾汤。

③ 黔江鸡杂。

④ 垫江石磨豆花。

⑤ 潼南太安鱼。

⑥ 毛血旺。

⑦ 荣昌卤鹅。

（本报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黄乔

9月 21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近期，市人力社保局以“便民利民”为
主线，以“群众需求”为导向，聚焦社保卡
服务能力、创新应用，释放社保卡“强磁
场”，打出一套便民“组合拳”，一张小卡
片，日渐发挥出更便捷、高效、实在的惠民
之义。

新增防疫验证功能

近日，第三代社保卡在已有的借阅图
书、就医购药、身份凭证、领取各类待遇等
多项便民功能的基础上，又新增了防疫验
证功能。

市民可持第三代社保卡通过医院闸机
读取信息，自动完成健康码查验工作，显示
健康码状态。

目前，我市已有重医附一院、附三院、
附属儿童医院、附属康复医院、重庆市中医
院、重庆市妇幼保健院以及部分区县人民
医院共68家医院成功应用该功能。

“同号换卡”持卡人更便捷

日前，全市60余个工商银行合作网
点，全面实现“同号换卡”业务。这意味着
市民更换社保卡，能保留原银行卡号，并通

过社保卡可以领取工资、养老金和惠民惠
农补贴等待遇及关联费用扣缴，为持卡人
带来了极大的便利。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
400余个社银合作网点已实现换卡及社保
账户维护“一窗办结”。首批开通该项业务
的合作银行包括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
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农商行、邮储银
行社银合作网点。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446个社保卡
合作银行网点和1039个社保卡经办网点
将开通该项业务。

扩大惠民惠农新场景

据了解，今年，我市在 2019 年巫溪
县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持续扩面，实现了

在高新区通过社保卡发放惠民惠农资
金。

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全市通过社保
卡发放惠民惠农补贴资金累计16亿余元，
惠及群众95万余人次，涉及城乡居民最低
生活保障金、计划生育家庭特别扶助资金、
经济困难高龄失能养老服务补贴资金、困
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资金、困难群众临时救
助金、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资
金、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补助、特
困人员救助供养保障金、重度残疾人护理
补贴资金等32个项目。

社保卡全业务实现川渝通办

日前，川渝两地正式开通第三代社保
卡全业务跨省通办。重庆、四川两地持卡

人可以凭本人社保卡到当地川渝社保卡通
办服务网点办理第三代社保卡全业务，并
实现“当场受理，即办完结”。

据统计，全市已设立1407个川渝社保
卡通办服务网点，川渝两地达1998个通办
服务网点。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重庆将继续拓展通办服务网点，实现年
内新增300个通办服务网点，为“一卡多
用、两地通用”奠定坚实基础。

一卡通用，打造15分钟服务圈

为持续优化人社服务，积极打造“城区
步行15分钟、乡村辐射5公里”的人社便
民服务圈。今年，市人力社保局与16家银
行合作，在原有的1039个人社服务网点基
础上，增设了446个银行社保卡经办网点，
覆盖全市所有区县，实现了所有网点社保
卡全业务（社保卡申领、补换、挂失、修改密
码、解挂）办理，进一步提升了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市人力社保
局将持续以便民利民为导向，以社保卡

“一卡通”为目标，积极开拓社保卡应用场
景，扩展服务范围，为群众提供多样化、多
渠道、指尖办、随身办的便利服务，将社保
卡打造成“一卡通用、惠民高效”的城市新
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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