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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庞梧萱

1月31日，临近立春，阳光和煦，铜
梁太平镇团碾村319国道一侧的石头窖
池里，堆满青菜头。窖池外，还有不少满
载着青菜头的货车等着卸货。

“一车30吨左右，我们已经拉了近
400吨过来了，总共有1000多吨。”金粮
缘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总监庹毅介绍，公
司位于四川遂宁，种植了3000亩青菜
头，大部分都会拉到团碾村来。

铜梁并非榨菜主产区，团碾村也没有
加工榨菜的传统，四川遂宁的公司为何要
把生产榨菜的青菜头运到团碾村呢？

初加工引领
建起收购储存中心

“这是因为我们在团碾村建设了渝
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渝西青菜头收
购储存中心负责人汪林说，这些年，以青
菜头为原料腌制而成的榨菜，凭借其食
用方便快捷的特点，受到越来越多消费
者的喜爱。在去年的农业招商引资中，
通过市供销社“牵线搭桥”，铜梁与涪陵
榨菜集团签订协议，在位于铜梁国家农
业科技园区核心区的太平镇，以订单农
业的方式引导有条件的农户利用冬闲田
种植青菜头，助推农户增收。

然而，直接销售青菜头附加值低、利
润微薄，农户种植积极性并不高。身为
太平镇供销合作社负责人的汪林思来
想去，“如果将青菜头进行初加工，再由
涪陵榨菜集团收购，效益就能翻几番，大
家种植的积极性应该就能被调动起来”。

汪林的想法得到了区、镇两级政府
的大力支持，太平镇开始建设榨菜初加
工厂，并在此基础上建设了渝西青菜头
收购储存中心。

供销社引导
川渝合作种植青菜头

尽管如此，在没有种植青菜头传统
的铜梁推广青菜头种植，依然备受质疑。

“冬天我们都种儿菜、大头菜，没听
说哪个种青菜头。”在少云镇转龙村，蔬
菜种植大户冉茂运对汪林的建议嗤之以
鼻。

“这个是专门拿来做榨菜的。”汪
林给村民算了一笔账，青菜头亩产约
两吨，每吨的收购价是 1000元，而且
谷子收完就能就种，两不耽误还能多
一笔收入。

在汪林等人的积极推动下，再加上
各村干部带头支持，铜梁种植青菜头的
村民越来越多，仅转龙村就有60余户村
民参与。不仅是铜梁本地农户，潼南区
上和镇青龙村的蔬菜大户陈春兰听说铜
梁建起了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也开始
种植青菜头，“供销社保证有多少收多
少，那有啥好担心的？”

如今，由铜梁区供销联社牵头，各镇
街供销合作社在全区10余个镇街发展
了6000余亩青菜头种植，预计总产量超
过1.2万吨。此外，经过川渝两地供销
社联动，毗邻铜梁的潼南、合川以及四川
的遂宁、安岳、广安等县市，也种植了总
面积超过万亩的青菜头。汪林介绍：“未
来将在川渝两地发展近5万亩的订单青
菜头种植，利用各自的技术、资金、区位
与地理优势合作共赢。”

货源源源不断
年产值将达4000万元

记者走进渝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
心，只见10口窖池一字排开，每口容量
500余吨。

“年前就有农户把青菜头送过来，年
后这几天进入收菜高峰期，一直要收到
2月底。”汪林介绍，目前的10口窖池能
够收纳近6000吨青菜头，预计产值达
800万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经过称重、验菜等
环节后，满载青菜头的货车逐一将青菜
头倒进窖池。每倒一次青菜头，涪陵榨
菜集团的技术指导陈安富就和工作人员
在上面洒一层盐，“一吨菜配80斤盐，每
一层都要洒均匀。”陈安富说，等到5月，
这些青菜头经过“三腌三清三榨”初加工
后，将由涪陵榨菜集团“应收尽收”。

看着源源不断运来的青菜头，汪林
既高兴又有些担忧。“高兴的是大家的种
植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货源不愁了；担
忧的是已有的10口窖池不够用了。”汪
林说，收购储存中心正在组织人力开挖
新窖池，窖池将增加到50口左右，总容
量达到3万吨，年产值将达4000万元。

村里建起渝西青菜头收购储存中心

□本报记者 黄乔

连日来，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有一群身披绶带，穿梭在T3A航站
楼的“爱心服务大使”。原来，这是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今年元旦后全
新推出的一项服务举措——流动问
询特色服务岗。

春运以来，面对庞大的客流量，
“爱心服务大使”们热情主动地为旅
客提供服务和帮助。他们每天会遇
到哪些求助呢？日前，重庆日报记
者跟随流动问询特色服务岗工作人
员，走进重庆机场的“春运时刻”。

故事一：
行李超重的误机老夫妻

2月1日，上午9点多，正是早
高峰，T3A航站楼的旅客们行色匆
匆。

人来人往中，一对满头银发的
老夫妻推着一大车行李，引起了流
动问讯员刘位的注意。

“婆婆爷爷，你们需要帮忙吗？”
刘位小跑来到两位老人面前。经过
询问得知，两位老人是第一次乘坐
飞机，因为走错航站楼导致误机，现
在准备前往国航改签。“我带你们
去。”刘位主动上前，将他们送至国
航柜台，并协助两位老人办理机票
改签事宜。

可这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托运行李时，因携带的腊肉香肠超
重，老人需要支付额外的托运费。

“过年带些年货，就超重了，这怎么
办呀。”婆婆一脸焦急地说，没想到
第一次坐飞机就遇到这些问题，心
情很失落。

“不要急，行李问题我来帮您想

办法。”看着满脸愁容的老人，刘位
建议老人将部分行李随身携带，这
样就避免了托运行李超重的问题。
最终，在刘位的帮助下，3大箱行李
成功分装好。

“妹妹，真的谢谢你啦！”离别
时，老人拉着刘位的手，不停表示感
谢。“这都是我应该做的，祝你们二
老旅途愉快！”此时，刘位的衣服已
经被汗水打湿，但她告诉记者，这一
刻，她觉得格外温暖。

故事二：
突发疾病的旅客

1月 31日下午3点多，两位女

士进入候机大厅。年纪较大的一位
女士突然蹲下，站不起来。年轻的
女士在一旁急得跺脚，嘴里不停念
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

正在值岗的流动问讯工作人
员张琳看见后，立马跑上前。“我肚
子……痛得很……”在得知旅客身
体不适后，张琳立即拨打了机场
120求救电话。在等待医生到来的
间隙，张琳接来热水，并不断安抚旅
客情绪。

医务人员赶到现场，经过简
单的检查和询问后，告知旅客没
有大碍，休息片刻后便可正常出
行。待医务人员离开后，细心的
张琳又发现旅客走路时还有些不

适，又为她办理了轮椅服务。“还
要不要再喝点热水？”“感觉好些
没？”……在将近1小时的等待时间
里，张琳一直陪伴在旅客身边，随
时询问旅客需求，将两人送至安
检口处。

看着旅客顺利进入后，张琳才
放心离开，继续为需要帮助的旅客
提供服务。

故事三：
首次乘机的帕金森爷爷

1月30日，下午6点多，张琳正
准备下班，电话却响了起来。

“你好，请问是流动问讯张琳
吗？现在有两位老人需要帮助。”

“我马上到！”接到电话后，张琳立马
换上刚脱下的工作服，向出发大厅
跑去。

“我老伴儿有帕金森综合症，而
且也不识字。”原来，需要帮助的一
对老夫妻。婆婆告诉张琳，夫妻俩
都没坐过飞机，希望张琳可以将他
们送到登机口登机。张琳立即向值
机、安检和服务中心告知了老人的
特殊情况，希望能通过“爱心接力”
的方式，更好服务这两位特殊的旅
客。

经过10多分钟沟通，各部门为
这对老夫妻开启一条“爱心通道”。
一路上，两位老人步履缓慢，走走
停停。张琳就一直耐心地陪在他
们身边，还随身携带了毛毯等应急
物品。直到两位老人登上飞机后，
张琳才安心离开。此时已是晚上9
点多。

“每次看到旅客愁容散去，顺利
踏上旅途，我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
有价值。”张琳说。

“爱心服务大使”随叫随到
——记者打探重庆机场“春运时刻”

春运期间，“爱心服务大使”成为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一道靓丽的风景。
记者 罗斌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栗园园

特高含油油菜“庆油”系列品种、
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技术、
鱼菜共生AI工厂、无人果园智慧管理
平台……2月1日，在市农科院举行的科
技成果发布会上，该院“晒”出了近年来
自主研发的32项科技成果以及10项正
在攻关的核心技术，满满的科技含量折
射出农业发展新希望。

这些高科技到底啥模样？参会人员
走进重庆现代农业高科技园区一探究
竟。

在园区的油菜试验田，市农科院水
稻所副所长、市油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专家黄桃翠顺手折下“庆油3号”菜薹放
进嘴里，一下吸引了大家的注意，纷纷好
奇地问味道如何。“好吃，甜！”黄桃翠边
吃边笑着回答。黄桃翠一直致力于选育
特高含油油菜“庆油”系列品种，其中“庆
油8号”含油量达到51.54%，领跑全国，
整个“庆油”系列油菜目前在全国推广面
积已超3000万亩，产生经济效益100亿
元以上。“我们的油菜不仅能榨油，还能
摘菜薹吃，可以油蔬两用！”

蔬菜花卉研究所的陶伟林专家也紧

随其后，从菜地拔出一棵状似梨子的萝
卜当场品尝起来，并热情推介：“这是我
们新培育的‘甜梨’品种，不仅长得像梨，
口感也像梨子一样甜、清脆！”

陶伟林说，为了让更多蔬菜还原“儿
时的味道”，专家们不断对蔬菜品种进行
改良，“我们这个‘甜梨’很受欢迎哦，目
前已经有云南的企业来谈合作了。”

一个个新技术、新品种的展示，让参
会人员直观感受到农业的“科技范儿”。
据介绍，重庆地理、气候条件极具特色，
同时也给农业生产带来不小挑战。近年
来市农科院牢牢立足重庆本地实际，以
生产需求为导向，坚持开展核心技术攻
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加强科技服务，
在高温逆境优质水稻品种培育、超高含
油量油菜新品种创制、加工型辣椒品种
选育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国内有影响力的
突破性成果，智慧农业、设施农业研究也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市农科院将继续瞄准生产的薄弱环
节、科技前沿方向，在生物育种技术、农
业信息技术、种业提升、轻简绿色高效栽
培、山地农机、农业装备等领域开展10
大核心技术攻关，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加
速涌现。

能榨油还能摘菜薹吃的油菜、口感像梨子的萝卜

市农科院“晒”出农业“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周松

2月1日，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
局办证大厅就迎来了客流高峰，前
来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的市民络
绎不绝。

“想着放开后，到处走走看看”

“看着镜头，笑一个！”
2月1日上午10点过，28岁的

市民陈虹松带着女友来到市公安局
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

这是陈虹松和女友第一次办
理出入境证件，在大厅咨询台工作
人员的引导下，他们来到自助照相
设备前，乐呵呵地拍了两张证件
照。

“主要是想着，放开后出去走一
走，看一看。”陈虹松告诉记者，他们
俩都喜欢旅游，不过前几年受疫情
影响，没有出境旅游的机会。

当天，他们办理了护照和港澳
通行证，由于在网上已经提前预约
填写资料，他们排了10多分钟队，
就顺利完成了证件办理。“第一站我
们准备去香港，以后还想去法国，去
欧洲看看。”陈虹松说。

在大厅，记者随机询问了几位
市民，他们大部分都准备今年出去
旅游。当天上午，市民胡婷婷带着9
岁的儿子也来到了办证大厅。“孩子
的护照2021年就过期了，由于前两
年不能出去，也就没急着补办。”胡
婷婷告诉记者，他们打算今年暑假
带孩子去泰国玩。

“迫不及待去香港看老婆”

在不少市民计划着来一场出境
游时，也有的市民在思念着远方的
亲人。

“我和我老婆3年没见面了。”

一大早，市民陈利华就来到了办
证大厅，坐在长椅上排队等候时，
陈利华向记者说起了他们家的情
况。

陈利华是重庆本地人，老婆是
香港人。以前，他经常往返于香港
重庆两地。但自疫情以来，因出入
都需要隔离，陈利华就再也没有去
过香港。长期两地分居，陈利华夫
妻十分思念对方。防疫措施优化调
整后陈利华一直在外地，这次春节
回到重庆，他就赶紧来办理了港澳
通行证的签注。

“签注办好马上就过去，我已
迫不及待要去香港看看我老婆。”
仅用了十多分钟，陈利华就办完
了业务，心情大好的他跟记者有
说有笑。

“去维系老客户，找找新客户”

在办证的市民里，还有的人是
想要抓住商机，将失去的机会给追
回来。

市民汪先生是我市一家外贸企
业的负责人，以前他频繁往返于重
庆和东南亚。但近 3年受疫情影
响，他再也没出去过。“平时跟客户
都只能在网上沟通，但是毕竟隔着
屏幕，看得出来关系变淡了，有些关
系还是需要去维护的。”汪先生说。

汪先生的护照已于去年过期，
来到大厅后，他在自助照相设备上
重新照了一张登记照，随后拿着身
份证，仅用了几分钟就办理好了新
的护照。

“除了要维系老客户，也得去找
找新客户。”汪先生告诉记者，作为
外贸企业，困难的日子都坚持过来
了，他相信今年会取得更好的成绩。

据介绍，仅春节后这5天，全市
就受理了近2.5万证次的出入境证
件办理业务。办证量已经恢复到
2019年同期水平。以市公安局出
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为例，2月1日
当天，大厅共受理出入境证件业务
502件。

此外，全市出入境部门还开设有
“绿色通道”，有紧急出境就医、求学
或商务等需求的人员、企业，可以向
出入境部门申请“绿色通道”加急办
理出入境证件。有需求的群众可以
拨打24小时咨询服务电话12367、
023-966511，了解办证相关问题。

时隔三年 重庆出入境窗口再次“门庭若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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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市民正在有序排队办理签证业务。 记者 刘旖旎 摄/视觉重庆

一、投票时间
2023年2月1日9:00至2月5日18:00
二、投票方式
社会投票采取微信、手机客户端两种投票方

式，各种投票方式均按照有效一票才计算为一票
的方法进行统计。用户在投票时，除产生必要的
流量费用外，不收取其他任何费用。为避免刷票
行为，不实时显示票数，每天18时公布票数。

1.微信投票
（1）进入“华龙网”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栏

“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与投票。

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信用户每
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2）进入“今日重庆”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
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与投
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信用
户每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3）进入“重庆发布”微信公众号：点击导航

栏“感动重庆”进入感动重庆专题页面参与投
票。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每个微信用
户每天可在微信公众号内投票1次。

2.手机客户端投票
（1）下载登录“重庆市政府（渝快办）”客户端：

点击感动重庆投票专题，选择10名候选人，点击
“投票”按钮参与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在客户

端内限投票1次，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
（2）下载登录“新重庆”客户端：点击感动重

庆投票专题，选择10名候选人，点击“投票”按钮
参与投票。每个注册ID每天在客户端内限投票
1次，每次投票须选取10名候选人。

三、投票权重
最终评选结果，采取市民投票与评委投票按

权重综合考评。两项权重分别为：社会投票占
70%，评委投票占30%。

四、注意事项
坚决杜绝刷票现象，凡是有个人或组织要求

投票人进行刷票活动的，均属违法违规行为，请
及时举报，组委会将予以查处。

投票过程中如发现刷票或数据异常行为，组
委会将取消所得票数，情节严重者将依法追究相
关人员责任。

投票咨询电话：023—67805229
投诉监督电话：023—63897140

2022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社会公示投票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