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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1月29日上午，九龙坡区华岩镇阳光灿
烂。九龙坡区中梁云峰集中连片废弃矿山治
理提升项目（以下简称中梁云峰项目）维护人
员王大文忍不住掏出手机，拍摄下春日暖阳
里的田园风光。

“这地里的萝卜绿油油的，看了心头都高
兴。”王大文今年56岁，是土生土长的当地
人。她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中梁山
生态环境这么好。

曾经的中梁山，是中心城区主要的煤矿、
建筑石材供应地之一。过去，这里随处可见烟
尘滚滚的挖矿现场、气味熏人的火锅底料厂、
轰隆作响的大卡车……2014年，中梁云峰项
目所在地的2个村全部生态搬迁，这里又变成
了寂静无人的废弃矿山。

“去年3月我到这里上班，看到的还是深
坑坑、荒坡坡、土块块。现在你看，菜种起了，
树绿了，鸟儿都飞回来了！”王大文拉着记者
看向树梢，几只山雀正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废弃矿山为何能变成绿油油的菜地？
“这得益于政府推动的‘造血式’生态修

复。”项目运营方重庆渝农文化旅游开发有限
公司总经理朱兴康指着远处的矿山崖壁说，

“在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九龙坡区规划和自然
资源局指导下，我们既对矿山进行生态修复，
又保留了已经消除安全隐患的原生态矿山崖
壁，正在逐步建成矿山公园。”

跟着朱兴康的脚步，记者走向地势更高
的中梁云峰55号矿山。这里绿草如茵，在矿
山崖壁的衬托下，高空螺旋滑梯从观景台上
直达地势低处。孩子们正在这里欢闹嬉戏。

“这里和一般的公园不一样，我特别喜
欢！”8岁的袁胡骏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他下
次还想叫上小伙伴们一起来玩。

“55号矿山定位为‘大地乐园’，面积达
36.7亩。”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生态修复处处长

李萍说，王大文所在的区域是“城市田园”，面
积30.8亩。在中梁云峰区域内的最高点53
号矿山，还有64.5亩的“露营基地”。

站在53号矿山的观景台上，一个个露营平
台映入眼帘。远处，还有一个已自然恢复后与
周边环境融为一体的矿山，坑深约有20多米。

“矿山在排除安全隐患后，可以在原有地
形地貌上开展生态保护修复。但考虑到中梁

山地下水破坏、种植条件差等问题，我区通过
客土平整地貌、覆优质表土改善作物种植条
件。同时，将工程弃土转化为矿坑客土，又解
决了城市建筑弃土无处消纳的问题。”九龙坡
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李青松指着矿
坑说，深坑能堆放建设工程弃土，通过收取堆
放弃土的费用，能解决矿山修复工程费用、农
民土地租金、修复后管护资金等。至今，九龙

坡区利用废弃矿山消纳建筑弃土约615万立
方米，节省资金约1.23亿元。

“不仅如此，这里的生态修复还与土地利
用挂钩。”李萍表示，这个项目实施时，市规划
自然资源局将生态修复方案与区域详细规划
紧密结合，预留了建设用地空间。下一步将
让经营者承担起后期生态维护、管护的责任，
更多地引入社会资本，盘活项目。

“造血式”生态修复成就绿色发展新优势

废弃矿山变身大地乐园、城市田园、露营基地
□本报记者 龙丹梅

1月29日，本报《“消失”的麻
风村》见报后引起社会热烈反响，
读者纷纷留言，点赞几代麻防工
作者的无私付出，不少读者还分
享了自己了解的麻防工作者逆行
故事。

吴女士在万州出生、长大，如
今在成都工作。在看到本报报道
后，她第一时间将新闻链接转发
给自己的父亲。其父一阵感慨
后，向她讲述了自己的防麻故
事。原来，吴女士的父亲吴亚伟
1982—1993年在万县防疫站从
事麻风病防治工作。母亲怀孕七
八个月时，还带着腹中的她，和父
亲一起上过鱼背山。

当时，万县防疫站负责鱼背
山麻风村的业务指导，吴亚伟经
常往返鱼背山，练就了一身长距
离走山路的本领。上山下山都要
渡过驷步河，平时还好，遇到涨洪
水时，渡船也不能通过，外面的人
进不来，山上的人也出不去。20
世纪80年代后期，世界卫生组织
联合化疗法在当地推广后，麻风
病治愈率大大提高，麻风病不再
是不可治的绝症，新发病人不再
上山集中治疗，而是居家治疗。
吴亚伟和同事们每个月都要上门
指导居家病人服药，对每一例麻风病人都要监测复查5至
10年。在病人较多的时期，他们一年中大半年都在下乡，
当时万县的村村寨寨、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最
让吴亚伟欣慰的是，当时，防疫站的医生通过每年对重点区
域进行定期体检发现了不少早期麻风病患者，通过早发现、
早治疗，这些病人不但康复，畸残率也得到有效控制，没有
留下后遗症。

今天，麻风病已极为鲜见，正是因为几代麻防工作者在
默默无闻地付出，但以前的麻防工作者也曾和麻风病人一
样遭受过歧视。当年，万县防疫站的工作人员乘轮船去外
地工作时，因随身携带的桶上有“麻风防治”四个字，硬是没
有被允许上船，只好改换交通工具，吴亚伟身边也有麻防工
作者的家属上学、就业受到影响，但他们仍旧选择了逆行。

网友“风雨”20世纪80年代初在与鱼背山麻风村一河
之隔的大滩口水文站工作，本报的报道勾起了他的回忆。
20世纪80年代初，大滩口水文站是麻风院的医生们上街
购买生活用品的必经之地，医生们和“风雨”熟悉后，路过时
也会去水文站喝口水、歇歇脚，水文站工作人员也会和周边
村民一起上山去看场电影。“风雨”留言说：“水文站和麻风
村都在远离人群之地，我特别能体会医生们的不易，去最近
的场镇要走至少十五里山路，照明主要靠煤油灯。鱼背山
的医生长期扎根山区，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的麻防事
业，他们值得被看见！”

“没想到几十年前，就已经有这样一群医务人员在默默
守护人们的健康。”网友“2051”是一名00后高中生，通过
本报报道了解麻风病防治工作的不易后，深受感动。他在
重庆日报微信公众号上留言说：“麻风村现在虽然已经消失
了，但那些奉献者，不应被人们忘却，向他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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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备厢“带货”有爱更有商机

用思考传递力量，以表达展现才华，“渝
论·青年说”第二届重庆大学生网络评论大赛
期待你的参与！

本次大赛由市委网信办、市教委、团市
委、沙坪坝区委、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
庆日报（重庆日报网）承办，全市各高校党委
宣传部协办。

大赛设特等奖1件，奖金5000元；一等奖
3 件，每件奖金 3000 元；二等奖 6 件，每件奖
金 2000 元；三等奖 15 件，每件奖金 1000 元；
优秀奖50件，每件奖金500元；另设优秀组织
奖10件、优秀指导老师奖20件。所有奖项均
由主办单位颁发获奖证书，等级奖以上获奖
学生可推荐至主流媒体实习，特别优秀者由
重庆日报等媒体优先录用。

大赛现面向重庆市在校大学生征稿，截
稿时间为3月31日24时。

征稿作品分为文字、图画和融媒体三大
类。其中，文字类短评不超过1200字，长评
不 超 过 3000 字；图 画 类 格 式 须 为 JPG 或
PNG，大小不低于1MB，另需附不超过200字
文字短评（请勿用纸质版图片照片参赛）；融
媒体类包括音视频、VR、H5网页等形式，音
视频作品时长 8 分钟内，短视频时长 3 分钟
内，格式为MP4、MOV，大小不超过250M，另
附文档进行作品说明。

学生投稿邮件标题请注明“学校+姓
名+作品标题”，文字作品以正文呈现，音
视频及图片作品采用附件投稿，文末需附
个人通联信息。高校可分批次推荐参赛作
品，标题请注明“××大学（学院）推荐作
品”，推荐作品以附件发送，并内附加盖院
系鲜章的推荐目录扫描件和选手（团队）通
联信息。

大赛入围作品将会在重庆日报、重庆日
报网、重庆日报客户端等平台展示。大赛期
间，主承办单位还将组织线下调研，开展现
场主题评论创作，欢迎广大在渝大学生积极
参赛。

大赛投稿邮箱：cqplds@163.com
大赛QQ交流群：568970755

展示青春风采
网评大赛等你来

□王瑞琳

带泥的白萝卜、叠放的土鸡蛋、油光的腊
肉、水灵灵的蔬菜……节后离乡，又是一轮“后
备厢带货”农产品的“旺季”。有人感慨“满满的
后备厢里是满满的爱”，有人调侃“后备厢里塞
了一个土特产市场”……

父母执着于把后备厢塞满的背后，既是给予
子女的爱，也是对“土货”品质就是好的自信。自
家的农产品，生长、制作于绿色无污染的环境，既
是放心的食材，又是家乡的味道。这也是返程的
人们，心甘情愿把它们拉回城里的主要原因。

离乡的后备厢里，装着家人满满的爱，也清
晰呈现出一条农产品走出乡村的上行之路：一
些人还未离乡，就在朋友圈、微信群里晒“土
货”、数“家珍”，吆喝着给邻居、同事、好友带货，
甚至组织起了团购，主动化身成为家乡特产的

品质代言人和销售员。如此，既让身边的人尝
到了家乡美味，也为家乡农产品打开了销路，推
动农产品从自产自用走向市场。

通过消费带动农户增收，是乡村振兴的必
由之路。后备厢这条“销路”，值得好好走一
走。它蕴含着农产品上行的新端口，特征就是
规模小、特色足、运转快、点对点。一后备厢的
特产，在数小时内，就能从田间地头“跑”入城市
冰箱，供应一个或几个家庭，进而逐渐形成稳
定、长期的供给关系，带动农村居民稳步增收。

事实上，重庆的不少地方都已有过这类实
践。如，大足区隆平五彩田园，就曾开展过“农
产品后备厢工程”，大力推行“人进来、货出去”
的旅游后备厢行动；铜梁区小林镇的土鸡，也通
过合作社统一对接、机关干部主动推荐等方式，
由后备厢捎进城去。

如何才能“带火”这种“带货”方式，让“带货
旺季”再多些？笔者认为，可以针对“后备厢经
济”的特点，建设一批相关农产品示范基地，对
农产品进行便于携带的统一包装，完善销售对
接与售后服务等环节，建立起农产品质量安全
追溯体系，让城市居民动心更安心。还可以大
力发展乡村周末游、采摘游等，让消费者在平时
也能填满后备厢，为乡村振兴“加一脚油门”。

（作者系重庆大学学生）

想办理相关业务，先刷脸注册账号；想了解月度账单明细，先刷脸验证身份……如今，不
少手机 App 采用人脸识别技术。有用户认为，部分 App 滥用人脸识别技术，存在泄露个人信
息的隐患。

点评：人脸识别技术具备独特的优势，但这应该是基于用户许可的便利之举，而不是使用
App必要的程序。一些App对用户人脸信息的过度采集与使用，也给用户造成一定的困扰——
不授权不能使用，频繁授权又可能导致人脸信息被泄露或被非法利用，继而给用户带来不可预测
的后果。因此，对人脸识别泛滥的现象，必须予以警惕。

完整征稿启事

请扫描二维码

□饶思锐

日前，市委召开新春第一会，安排部署“一
号工程”。其中明确提出要重点把握三个“关键
词”——“增长极”“动力源”“贡献度”。

何为“增长极”？“增长”是发展的态势，更是
“有进”的要求；而“极”则是发展的定位，更是一
种目标追求。对重庆而言，打造“增长极”，既是
使命，也是机遇。

早在2021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
纲要》就明确提出，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4个地区作为极，

建设面向世界的四大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集
群。这是国家层面首次对成渝地区予以“极”的
定位。随后出台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规划纲要》，更是明确要求成渝地区“打造带动
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源”，
进一步明确成渝地区“极”的定位。

“极”有“最”的意思，将成渝地区定位为一
“极”，激动人心，更鼓舞人心——本地人更有奔
头了，外地人也更看好重庆了。与此同时，各界
呼吁成渝地区打造经济“第四极”、科技“第四
极”等呼声也更加强烈了。

此次重庆“一号工程”聚焦“增长极”，就是
对国家定位的一种回应，给人留下无数美好的
遐想空间。

从国家区域发展版图来看，北有京津冀，南
有粤港澳，东有长三角，中西部地区迫切需要一
个能够带动区域协调发展的“火车头”，从而形

成东西南北四极牵引之势。而成渝地区作为中
西部地区人口数量最多、经济实力最强、人才聚
集最密、发展潜力最大的优势区域，完全有条件
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极”。对此，成渝地区
应当仁不让，扛起这一使命任务，打造带动全国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更好地以一域服务
全局。

从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需要来看，在西部地
区加快培育形成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也有
助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带动西
部地区近4亿人口加快实现现代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补齐短板、增添动力。

当然，成渝地区要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
极”，目标振奋人心，机遇不容错过，但现实仍需
努力。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综合实力
仍然偏弱，GDP仅为长三角的四分之一左右，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产业项目还不多。具体

到重庆，还存在产业结构不优、能级不高等问
题。打造“增长极”，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补齐
发展短板，着力做大经济总量、提高发展质量。

万丈高楼平地起。打造“增长极”，就必须
不断在夯实基础、提升能级上下功夫。如果不
能争当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排头兵，不能更好
支撑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就会成为
一个笑话。因此，重庆必须要在城市、基础设
施、产业、改革开放、生态环境保护、生活品质等
方面能级提升上，下更大功夫。把能级提升到
极致，必然会水到渠成“登峰造极”，真正成为带
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打造“增长极”，是目标和方向，也是使命和
要求。对此，我们既要有登顶的追求，也要有爬
坡的坚持，雄心万丈向前冲，唯实争先创一流，
不断追求“极”的境界，展现“极”的担当，以自身
发展带动区域协调发展。

打造“增长极”重庆有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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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近日，农业农
村部公布了2022年全国智慧农业建设优秀
案例名单，共发布推荐了74个案例，重庆有
3个案例上榜。

这3个案例分别是：市种子站申报的《构
建病虫害疫情监测预警大数据助力农业绿
色高质量发展》案例、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
总队申报的《数字赋能农业执法，开创重庆

“慧执法”新模式》案例、市农科院茶叶所申
报的《茶叶智慧化生产服务示范园区建设》
案例。

《构建病虫害疫情监测预警大数据助力

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案例，是通过物联网、
无线通讯、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自动汇
集田间监测点病虫监测数据，专家通过模型
分析发出预警信息，从而指导全市病虫防控
工作开展；《数字赋能农业执法，开创重庆

“慧执法”新模式》案例主要是指新打造的重

庆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慧执法”平台，该平台
融合了现场检查、案件办理、渔政视频AI预
警处置等系统，实现执法工作数字化、网络
化、智能化转型；《茶叶智慧化生产服务示范
园区建设》案例，是市农科院茶叶所建成的
集数据采集、数字传输网络、数据分析处理、

数控农业机械于一体的智慧茶叶技术体系
示范园区，可提高我市茶叶产业精准化和智
能化水平。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入选的
优秀案例聚焦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和管理服
务的深度融合，为开展数字农业农村建设提
供可参考、可借鉴、可复制的模式。下一步，
重庆将持续加强智慧农业关键技术创新攻
关，加大推广应用广度和力度，切实把成果
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着力打造西部智慧农业
数字乡村建设示范区。

2022年全国智慧农业建设优秀案例发布

重庆3个案例上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