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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渝论坛

最近，“羊了个羊”小游戏火爆各种社交网络平台。网友们通过参与小游戏、讨论小游戏，实现
一场大型虚拟“团建嘉年华”。在这种情况下，小游戏不再只是游戏，而成为“梗”，让参与人获得社
交满足感。但也有网友认为，其诱导点击广告或分享好友复活，这种骗流量吸引大家玩，让玩家看
广告赚足广告费的行为，是诈骗游戏。（据《北京青年报》）

点评：游戏需适度，沉迷不可取，为了获取“通关秘籍”而导致上当受骗、经济损失等前车之鉴，
更应警惕。

产业观察

投稿邮箱：cqrbplb@163.com

□张燕

9月23日，农历秋分，我们迎来了第五个中
国农民丰收节。在这个特殊的节点，让每一分
辛劳都有金黄的收获，是我们真诚的祝福，也是
广大农民真切的期待。

期待，代表着希望，是比金子更珍贵的东
西。巴渝乡野里的故事，我们看了很多，讲了很
多，最能打动人心的，仍然是那些“忙碌后的满
足、丰收后的笑脸”。这个节日，农民是主角，他

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衡量丰收节成
功与否最重要的标准。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在任何时候都是
真理。丰收节再次提醒我们，粮食安全是国
之大者，关系着老百姓的生计。口粮守住了，
饭碗端稳了，老百姓才能真正体会到丰收带
来的安全感。今年夏天，重庆遭遇了晴热高
温，为了守好“米袋子”“菜篮子”，重庆组建 11
个产业技术指导组深入田间地头，在往年基
础上扩种秋季马铃薯 50 万亩，新发展秋季速
生叶菜 50 万亩。粮稳天下安，粮丰人民宁。
这一切举措，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吃下“定心
丸”。

今年丰收节的原则是“务实、简约、喜庆、

共享”。其中，务实排在第一位。惠农为农，
不仅需要敲锣打鼓，更要出实招见实效。近
来，重庆举办了许多农产品产销对接的活
动。比如，开展金秋城乡消费帮扶活动，拓宽
农产品销售渠道；组织农产品进机关、进社
区、进园区；邀请“网红”达人和“乡土网红”直
播带货，等等。巧借节日契机，做大渠道、做
强品牌，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活跃城乡
消费市场，让农民有活干、有钱赚，方能实现
既丰收又增收。

一年又一年，巴渝大地上的丰收节活动特
色愈加鲜明、乡土气息愈加浓厚、文化韵味愈
加浓郁，成为了“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
村”的重要载体，传递出“新时代重农强农”的

强烈信号，是“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的鲜
活体现。

农村是座“富矿”，处处都是“宝贝”。重庆
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城市
大，农村更大，乡村振兴是重庆发展的最大潜
力。让丰收节成风化俗、深入人心，成为农民自
己的节日，成为农耕文明的符号，成为产业发展
的载体，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
代化的重要手段。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展示巴渝大地
科技强农新成果、产业发展新成就、乡村振兴新
面貌，让广大农民看见田野里的新希望，定能持
续激发他们创造美好生活的干劲，为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营造氛围、凝聚力量。

看见田野里的新希望

□尹贵龙

近日，新华社、中国品牌建设促进会、中
国资产评估协会发布“2022 中国品牌价值
榜”。其中，重庆的“江津花椒”上榜。小小花
椒，“麻”力四射，关键在于找准了方向、突出
了特色。

放眼全国，几乎每一个县域，都存在小而
美的产业，甚至可以说，一地一特色，一片一产
业。一个地方往往有很多适合种植的农产品，
在规划的时候，因地制宜，聚焦优势，优中选
优，下足“绣花”功夫，拿出叫得响的拳头产品，
把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就有机会实现突
破，走出一条差异化的发展之路。如果朝三暮
四、反复“翻烧饼”，每样农产品都号称有特点，
反而淡化了特色。

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必须明确重点抓
什么。近年来，江津始终把花椒产业作为特色
优势产业来抓。发展至今，花椒已成为当地的
支柱产业之一。相关数据显示，江津全区现有
较大花椒加工企业30余家，种椒农户22万户。

不贪多求全，不搞“撒胡椒面”，江津花椒一骑绝
尘，漂洋过海，声名远播，品牌价值达59.35亿元。

从“小”到“大”，是产业发展的逻辑。鲜花
椒如不能在第一时间卖出去，极易发霉、变色、
腐烂。为此，当地在全国首创“花椒银行”，新
增冷藏仓储4.5万立方米，实现花椒产品旺储淡
销。与此同时，采取餐饮连锁品牌终端直供模
式，降低行业周期性波动带来的经营风险，调
整产业结构，将产业链条延伸到医药、化工、保
健、美容等高附加值产品上，加速花椒产业提
质增效。

从“大”到“新”，是品牌建设的路径。江津
花椒现有6个项目获国家专利，填补了同类产
品的空白。正是因为持续打造高新技术农产
品，小小花椒才能脱颖而出，成为响当当的品
牌。如今的消费市场属于买方市场，把货卖出
去，打破“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焦虑，就是要运
用创新思维，搭建一批产业平台，实施一批重
大项目，培育一批龙头企业，努力扩大市场份
额，将优质产品推介到消费者面前。

小花椒成大品牌的过程启示我们，特色鲜
明、优势突出的乡村产业，才是富有旺盛生命
力和持久竞争力的高质量产业。只有不断激
发产业潜能，提升产业效益，才能迈出新步伐、
登上大舞台、闯出大市场。

小花椒变身大品牌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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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勇

保护文化遗产，弘扬工匠精神。近日，重庆
“最会修”文物的工匠们齐聚三峡文物科技保护
基地，上演强强对决。此举旨在为文物保护修
复人才提供展示技能、切磋技艺的舞台，通过以
赛促培、以赛促训，让更多文物医生脱颖而出。

在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成为社会共识的
今天，文物保护专业人才不足的问题逐渐显
现。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有馆藏文物约3800
万件以上，而馆藏文物修复人员仅2000多人。
文物修复人才出现严重缺口，其中传统文物修
复人才青黄不接的现象尤甚。

一直以来，“口传心授”的师徒模式，是文物
修复技艺的主要传承方式。重庆一直在通过

“师承制”培养文物修复人才，但随着老一辈文
物修复专家退休或流失，传统“师承制”延续遭
遇不少现实困难。当前文物保护修复工作需求
巨大，亟需通过规划编制、政策制定、教育培训、
体系建设、机制创新等方式，持续推进和强化人
才培养工作，为文博事业夯实人才基石。

从文物修复师正式列入我国“职业分类大
典”，到《文物修复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颁布，一批批默默“修补时光”的工匠倍
感振奋。在此基础上，我们还可以做更多。如
畅通文物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帮助从业人员实
现个人价值和建立职业归属感，建立健全管理
规范、评价科学、激励有效的文物人才体系，支
持鼓励更多优秀专业人才和青年人才从事文
物保护研究，等等。

值得欣慰的是，在重庆，文物修复人才培养
渐入佳境。如重庆师范大学，就开办了文物与
博物馆学专业。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文物保
护新思路：即鼓励有条件的高等院校、职业院校
增设文物保护相关专业，聘请民间艺人、技艺大
师、非遗传承人参与教学指导和文物保护人才
培养的全过程，通过联合办学、定向培养、在职
进修等多种形式，加快文博专业人才培养与实
践锻炼，实现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精准对接。

文物保护，人才为本。完善人才激励、奖励、
评价、收益分配机制，有效激发文物修复人才的
创新活力，既吸引外来人才，也留住本地人才。
如此，才能让文物医生不断涌现，让睡在库房里
的珍宝“活”起来、“火”起来，走进千家万户。

期待文物医生妙手
让更多文物“活”起来

画/王怀申

火爆的“羊”

新起点新征程，东风日产的品牌向上之路
踏浪前行风正劲，不负韶华争

朝夕。古往今来，追求美好生活的
愿望让中国人从未停下奋斗的脚
步。而在一个个乡村振兴脱贫奔小
康的故事中，更是生动诠释了坚韧
顽强、创新拼搏的新时代精神。

2022年，是践行“十四五”规划
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第二
年，也是东风日产旗下日产、启辰、
英菲尼迪三品牌协同发展的第一
年。这一年，曾在“十三五”期间被
列为贫困村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
市马山县立星村，也迎来了新变化。

建立“1+3+N”精准扶贫长效机制

马山县地处大石山区，自然条件
恶劣，土地资源稀缺，曾是广西28个
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之一。
2016年以来，马山县推动实现全县75
个贫困村摘帽；2020年5月，广西壮
族自治区政府批准马山县退出贫困县
序列。

作为东风公司帮扶马山县的帮扶
单位，东风日产在马山县立星村探索
出了一条“1（项目扶贫）+3（消费扶
贫）+N（创新扶贫）”的全价值链精准
扶贫长效机制。面对立星村“九分石
头一分土”的自然条件，东风日产以市
场为导向，针对产业发展精准定位，因
地制宜打造了多个“靠山吃山，靠水吃
水”，能持续发展的扶贫产业项目，加
快实现“户有增收项目、村有致富产
业”的目标，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企业的
社会责任与担当。

“推进项目扶贫，就是要让各类产
业扶贫项目有力提质增效，增强马山
县实现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东风汽
车有限公司党委书记、东风日产乘用
车公司党委书记赵书良认为，扶贫项
目不仅要眼下效果好，还要“可造血、
可持续”，并形成一村一品、一乡一业
的扶贫产业模式。

推动共建共享发展特色产业

农村富不富，关键看支部；而村子

强不强，要看“领头羊”。在2020年7
月来到马山县立星村之前，方志还是
东风日产技术中心的一名汽车工程
师，管理车型项目开发。从华南地区
最大规模的汽车研发基地，到立星村
的田间地头，方志很快找到了自己的
新定位，“作为立星村扶贫工作队的第
一书记，既然来了，就要沉下心来好好
干，把立星村打造成脱贫致富示范
村。”

在方志带领下，立星村实行村企
互助、共建、共享的发展模式，推动村
集体经济建设发展壮大。大力推进种
鹅产业、特色蔬菜水果种植、蓝莓产
业、养殖业等，发展现代设施农业和农
副产品一二产业融合，推进农副深加
工产业发展，拉动一江一河农文旅示
范带发展。

2021 年，东风日产投入 210 万
元，帮扶立星村建立产业发展中心，
做村内周边农产品的整合开发和深
加工。目前，立星村周边地里的蓝

莓、千禧番茄、黄金百香果等热销农
产品眼看着就要成熟，即将被运往各
地市场。

农企负责人倪小辉先后盘下600
多亩地，在立星村成立了分公司。
2021年，公司50亩的千禧番茄基地
获得了东风公司帮扶。公司的快速发
展，也吸引了附近几个村投入村集体
经济资金共同发展，现在，公司每年可
为村集体经济贡献15万元以上的分
红收益。

“东风菌坊”，是立星村“致富带头
人”覃庆财当前的工作重心。“东风菌
坊”是由东风日产投入扶持资金40万
元与立星村委共同建成的项目，旨在
共建发展村集体经济，让群众实现家
门口就业。覃庆财表示，“食用菌这些
年市场前景不错，后续通过举行培训
班，我们会吸引更多村民参与到养菌
产业中。”

2018年 6月，立星村有名的“养
牛能手”苏理丹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

带动11户贫困户以资金入股。同年，
东风公司投入扶持资金25万元，进行
牛栏建设及相关配套设施建设。目
前，牛栏内养殖规模可达80头，每年
为村集体经济分红3.6万元。

2020年 10月，随着最后一户人
家完成脱贫双认定，立星村实现了全
部脱贫。通过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曾
经几乎为零的集体收入2020年突破
60 万元，2022 年预计将突破 80 万
元。这个昔日的国家级贫困村，里里
外外焕然一新。

方志表示，立星村已经提前做好
了2025年的规划，如今产业发展已初
具规模，今后要发展壮大，还需要再创
新、再努力。

党建引领全价值链高速发展

自扶贫项目开始以来，东风日产
总部的食堂，总会“上新”各种鲜蔬食
材，山羊肉、番薯、火龙果、沃柑，成为

了员工们的餐桌家常菜，这些食材自
然都来自马山县。不仅如此，2020年
6月，东风公司首家爱心消费专柜落
户东风日产，将马山特色大米、马山沃
柑等当地特产摆上了货架，吸引员工
踊跃购买。

在以买助扶的基础上，东风日
产还通过直播带货、东风惠购、车巴
巴、车主俱乐部等平台，为马山县特
色产业带货，为当地农特产品打通
网销渠道，让消费扶贫与企业、市场
发展同步接轨，为消费扶贫安上了
加速器。此外，东风日产还通过党
建交流、保客公益自驾游、扶贫电商
培训班、走进马山—东风日产暖心
之旅等系列活动，全面带动马山县
党群活力，同时加快推进脱贫攻坚
工作见实效。

“推进脱贫攻坚是央企必须要履
行的社会责任。对东风日产而言，马
山县脱贫，不仅是央企的政治责任，更
是作为企业公民的社会责任。”东风公
司副总经理、党委常委，东风有限执行
副总裁陈昊表示，在脱贫攻坚取得胜
利的基础上，东风日产将会一如既往
做好乡村振兴工作。“我们要发动更多

社会力量，持续关注、支持马山县，共
同走出一条富裕之路。”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
头越。成立于2003年的东风日产，
19年逐梦前行，成果斐然。现已稳
居行业第一阵营，累计拥有近1500
万客户；更以高质量高速度的发展
态势，不断刷新“东风日产速度”。
2022年 1月-8月，东风日产三品牌
累计销售 623413 辆；在刚过去的 8
月，东风日产终端销量88133辆，无
论整体销量还是各车型在细分市场
中的表现，均展现出“头部”车企的
强大实力。

成绩的背后，离不开东风日产深
耕党建所发挥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
作用不仅体现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
上，更助力实现东风日产的全业务链
覆盖、实现生产经营目标的高质量达
成。不忘初心，放得始终。面对汽车
产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东风日产将
充分发挥党建优势，走好品牌的向上
之路，为消费者带来更美好的出行生
活。

文/图 晓雪（部分素材来源于人民网）

东风日产公司大楼

东风日产帮扶立星村发展产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