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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9
日，青山实业瑞浦兰钧年产30GWh
电芯及PACK生产基地项目在涪陵
开工建设，项目总投资100亿元，达产
后将实现年产值260亿元。

瑞浦兰钧是世界500强企业青山

实业涉足新能源领域成立的第一家实
体子公司，成立不久便跻身行业头部
企业，先后在浙江、广东、广西等地布
局了生产研发基地。此次开工的瑞浦
兰钧年产30GWh电芯及PACK生产
基地项目主要生产动力电池、储能电

池、电池模组及电池包等产品，项目建
设周期24个月。

“该项目将进一步完善上下游产
业链条，助力涪陵加速打造万亿级智
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涪陵区
相关负责人说，当前，涪陵区已引入总

投资超过400亿元的3个新能源汽车
动力电池以及卡涞科技、联洋新材料
等11个配套材料项目，这些项目建成
投产后，涪陵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产
能将达到72GWh，预计总产值超过
800亿元。

瑞浦兰钧年产30GWh电芯项目开建
达产后将实现年产值260亿元

本报讯 （记者 罗芸）5月9日，
綦江区举行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
人民医院重庆医院暨綦江区2023年
第二季度重大项目开工活动，开工的
20个重大项目总投资76.1亿元，涉及
医疗、铝及精深加工、装备制造等领
域。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人民医
院重庆医院项目位于綦江区北部智慧
新城，占地面积200亩，总建筑21.9万
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该院将依
托江苏省人民医院技术力量，平移优
质医疗资源，打造一所“小综合、大专
科”集教、学、研为一体的三级甲等综

合医院，建成后可辐射周边800万人
口。

此次开工的项目中，不少项目将
为綦江优势产业集群补链强链。在
铝（再生铝）及精深加工产业方面，引
入的四川加文回收铝灰及铝渣无害
化利用项目，可年回收铝灰、铝渣4

万吨，进一步满足綦江铝（再生铝）及
精深加工产业的原料需求。在装配
式建筑产业方面，引入总投资2亿元
的益财重型桥梁钢结构项目、投资
1.3亿元的朗曦建材混凝土外加剂生
产建设项目等，将进一步完善、壮大
该产业集群。

总投资76.1亿元 綦江20个重大项目开工
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江苏省人民医院重庆医院开建

□本报记者 苏畅 实习生 李金倩

4月23日，奉节县平安乡，巨吉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张明华正
通过智慧养猪系统远程巡查保种场
内的生产情况。天台村是平安乡首
个产值过亿元的“亿元村”，“平安乡
共有12个村（社区），其中天台、和
平、双店、文昌4个村算得上‘亿元
村’。”平安乡党委书记李应辉介绍。

曾是重庆18个市级深度贫困乡
镇之一的平安乡，如今为何能拥有4
个“亿元村”？

引市场主体壮大村集体经济

“过去，平安乡的农户主要以种
植红薯、玉米、土豆‘三大坨’为生，乡
里几乎没有什么产业。”李应辉介绍，
为了带动农户脱贫增收，平安乡选定
高山蔬菜、豆腐柴、小水果、中药材、
生猪等特色种养产业，并吸引农业企
业以及在外创业村民返乡带动产业
发展。

2011年，在成都做园林绿化的
杨新才回乡，以豆腐柴一类灌木叶子
为原材料，大规模生产凉粉、冰粉等
风味小吃产品。这一年，他在双店村
成立了重庆雄森实业有限公司，平安
乡也有了第一家企业。

回引在外创业能人返乡，奉节县
为平安乡的产业发展给予了政策支
持，为企业发放产业补贴，帮助其建
设基础设施。

“我们投资了400多万元，在文
昌村发展奉瑜梨种植、加工，政府给
我们补贴了近200万元建设厂房。”
重庆珍西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负
责人胡昌维说。“产业补贴资金并不
是直接拿给企业，而是作为村集体的
股份入股，村集体与企业共担风险，
合作共赢。”平安乡经济发展办公室
主任贾伟介绍，目前平安乡共吸引了
47家企业入驻，其中23家企业在天
台、和平、双店、文昌4个村，这些企业
不仅带动了各村产业发展，也壮大了
村集体经济，“去年村集体分红最多的
有30多万元，最低也有近15万元。”他
说。

企业不断摸索找到发展路径

从企业的经营情况来看，4个
“亿元村”的23家企业中，共有19家
产值超过千万元，另外4家企业产值

都在800万元左右。
重庆市巨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要经营生猪养殖及销售业务。该
公司在天台村建有1个保种场和1
个育肥场，保种场年母猪存栏量有
4000多头，育肥场年出栏量近8000
头。

“刚开始来到天台村，公司仅养
殖了300头母猪。”张明华介绍，由于
公司的养殖管理人手不够，他们尝试
将仔猪由村民代养，支付务工费，但
由于村民普遍缺乏专业技术，养殖效
果并不理想。

为此，巨吉农业在养殖场内建立
了智慧养猪系统，配套了自动喂料、
恒温恒湿、自动清洁等智能装置，不
仅增加了产量，还节省了劳动成本。

重庆珍西农业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在文昌村选种了奉瑜梨这一晚熟
品种，通过不断摸索，实现错峰销售
增加收益，并带动平安乡农户种植近
5000亩奉瑜梨。

重庆雄森实业有限公司则探索
出低温冻干技术将豆腐柴加工成冻
干粉，生产出开袋即食的“树叶凉粉”

“树叶冰粉”产品。今年将通过直播
进行销售，预计销售额能达到5000
万元。

农旅融合期待催生更多
“亿元村”

在文昌村奉瑜梨种植基地，一株
株梨树花期刚过，结出颗颗小果。“前
段时间，平安乡举办了首届奉瑜梨赏
花节，首日接待游客量就有800余人
次。”平安乡宣传委员杨大成介绍，不
少农家乐生意火爆，带动消费20多
万元。基地内的奉瑜梨预计十月初
上市，届时还将举办摘果节，吸引更
多游客。

奉节县桥兵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也有此打算。“我们计划在和平村流
转150亩土地种植圣女果、辣椒等果
蔬，吸引游客前来采摘水果，体验农
耕文化。”该公司负责人林桥说。

“目前，平安乡以川东红色文化
和文昌村田园风光为主题，规划了乡
村‘一日游’精品线路。”平安乡党委
书记李应辉介绍，接下来平安乡还将
建设川东游击队陈列馆和雕塑群等
红色景点，通过农旅融合延伸产业
链，带动乡村产业发展，推动更多“亿
元村”出现。

支持政策吸引47家企业入驻，农旅融合延伸产业链

奉节县平安乡有了4个“亿元村”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5月9
日，来自重庆市税务局消息称，该局
已正式印发了《〈支持和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以
下简称《通知》），共推出16项措施，
旨在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力助力
重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这16项措施围绕主动服务重庆重
大发展战略、聚力打造更优营商环境、
聚焦重点难点升级服务等内容开展。

围绕市委“一号工程”，在抓好川
渝税收协同方面，重庆市税务局将联
合四川省税务局，促进两地主要执法
口径和执法标准协同协调，加快建立
毗邻地区税收征管服务协调机制，推
动“川渝通办”能通则通、应通尽通，
持续优化“最多跑一次”清单、跨省电
子缴税、企业跨区域迁移“一键办理”
等利企便民举措，持续推进川渝两地
政策执行标准化、税费征管一体化、
办税服务便利化。

聚焦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助力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重庆市税务局将
整合税收政策和服务举措，大力推广
出口退税备案单证无纸化，推进“单
一窗口”数据共享，持续推进出口退
税减负提速。

为着力打造更优质的税收营商
环境，重庆市税务局将进一步减轻经
营主体负担，推出精准落实税费优惠
助力高质量发展，持续打造“一办就
好”税费服务品牌，严格规范执法行
为维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推进柔性
执法提升税务执法温度，持续深化纳
税信用培育等5项举措。

在优化支持企业上市服务方面，
重庆市税务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
支持企业上市联席会议机制，完善工
作指引，为拟上市重点企业提供“一
对一”的精细化、定制化服务；支持企
业改制重组方面，我市相关部门将进
一步简化和规范破产企业涉税信息
查询、纳税申报、税收债权确认等事
项办理。

重庆推出16条税务措施助力高质量发展
围绕主动服务重庆重大发展战略、聚力打造

更优营商环境等内容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5月3
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重庆
今年将实施大豆带状复合种植50万
亩，积极挖掘大豆种植潜力。

大豆玉米（高粱）带状复合种植
技术即利用作物的“身高差”，在土地
面积不变、玉米或高粱不减产的前提
下，多收一季大豆。与传统的间种、
套种技术相比，带状复合种植能提高
土地利用率，增加农作物的亩产，实
现“一地双收”。

为不误农时，全市提前组织农
技部门面向种植户编写并印发了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生产技术、主要病
虫害防治技术、全程机械化保障措
施等相关技术方案。同时，为适应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积极备种、备农

药，引进配套农机。目前，重庆梁
平、开州、垫江等区县正重点打造大
豆带状复合种植全程机械化生产千
亩示范片。

为提高种植积极性，全市将高标
准农田建设、农机购置补贴等支持性
项目向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实施区县
倾斜，还将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户纳入
种粮大户补贴范围。为完成种植任
务，全市发动30个区县2200户种植
大户、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通过大户带小户的方式种植。

通过一系列措施，今年我市已落
实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意向面积近51
万亩，其中16.8万亩为春大豆，目前
播种进度已达五成，其余34万亩为
夏大豆。

重庆今年将实施大豆带状复合种植50万亩

5月9日，梁平高新区的重庆平伟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射频及功率器件制
造中心生产车间，工人通过电子显示
屏观察电子芯片的生产情况。

近年来，梁平区积极抢抓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和承接沿海地区、
重庆主城都市区产业转移的机遇，通
过招大引强、科技赋能、补链延链以及
资源要素集聚、政策措施倾斜等举措，
打造了以设计、制造、封测、应用等产
业为主导的集成电路产业集群，推进
了新型工业化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集成电路产业
补链成群促发展

□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如今正是农忙时，可酉阳大溪镇
杉岭村跃溪坝，却有100多亩水田未
见春耕迹象。

地处渝湘鄂三省市交界处的大溪
镇，以喀斯特地貌为主，石漠化面积超
过70%，仅有酉水河畔的跃溪坝有着
1500多亩平整肥沃的水田。如今，跃
溪坝大部分水田都已插上秧苗，可这
100多亩水田为何迟迟未动？

“去年养的十几万尾稻花鱼刚刚
找到销路，等鱼捞完了就插秧子。”看
着水田里翻腾的鱼儿，杉岭村党支部
书记王维宾有些无奈，“山好水好，田
里种的谷子、养的鱼，山上种的果子、
喂的鸡都好，就是想把产业做大却不
容易。”

正如王维宾所说，大溪镇不少乡
村在发展产业时都遇到了类似的困
难：果林受灾减产、林下养殖存活率
低，他们都想了哪些办法？又得到了
多少专业的建议？5月6日，记者进行
了探访。

依托高标准农田建设
扩展“稻田+”养殖品种

午后，跃溪坝田埂上，杉岭村村民
申位成舀起一瓢苞谷面和酒糟子混合
拌匀的鱼饲料，用力撒向水田。不一
会儿，水面上就满是抢食的鱼儿。

“一天要喂160斤左右，这几天鱼
陆陆续续卖出去不少，饲料也喂得少
了。”申位成受村里聘用，负责管护稻
花鱼，“去年鱼价垮得厉害，一尾都没
卖出去，全留到了今年。”

眼看着又到春耕，十几万尾鱼还
“困”在田里，王维宾焦急万分，“去年
我们第一次试验稻鱼共生，有40多户
村民参与，谷子倒是收了4万多斤，卖
了8万多元，可鱼怎么办呢？”

4月6日，事情有了转机。酉阳佳
惠超市得知此事后，超市负责人彭作
维来到跃溪坝实地查看稻花鱼品质，
并与杉岭村达成了购销意向。经过十
几天的捕捞销售，田里的稻花鱼已所
剩无几。

“杉岭村的稻花鱼品质确实不错，
我们将扩大合作规模。”彭作维表示，

在此基础上，佳惠超市将向更多商超
推介杉岭村的农产品。

“这些鱼全部售出后，村集体能有
20万元左右的收入，村民也能有分
红，大家都很高兴。”王维宾介绍，村里
计划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带动更多村
民增收致富。扩大种植养殖规模后，
需要从根本上解决稻花鱼的销路问题，
这将对种植养殖技术提出更高要求。

“近几年，酉阳累计投入鲁渝协作
资金1200余万元，在黑水、花田、兴
隆、酉水河等7个乡镇建成9个稻蟹
综合种养基地2600余亩，利用山东东
营市的黄河口中华绒螯蟹市场优势、
技术优势、良种优势，在环境气候适宜
的酉阳推广稻蟹共生种养模式。”酉阳
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李君保表示，
目前，跃溪坝的1500多亩水田已基本
完成了高标准农田建设，建议他们以
此为基础，增加种植养殖品类。可以
考虑在稻鱼共生的基础上引进稻蟹共
生种养模式。

计划引进经营主体
提高抵御风险能力

跃溪坝良田千亩，可在大溪镇的
其它区域，却是另一番景象：谷深坡
陡、岩石裸露、石漠化严重、土地贫瘠。

不过，这片贫瘠的土地，却产出了

品质上乘的纽荷尔脐橙和脆红李。“我
们结合石漠化治理，在杉岭村、长岭
村、金线村、茶店村等‘窖窖地’种植了
1.4万多亩的纽荷尔和脆红李，大部分
都已进入丰产期。”大溪镇相关负责人
告诉记者，当地人把石漠化区域岩石
缝中的土地称为“窖窖地”，“窖窖地”
土层薄，种庄稼不仅产量低还容易导
致水土流失，种纽荷尔和脆红李不仅
能起到水土保护的作用，产出的果子
品质也不错。

不过，“窖窖地”产出的纽荷尔和
脆红李，当地人却基本吃不到。“一到
出果子的季节，湖北湖南的车就在村
里排队了。”村里种了4500多亩纽荷
尔，有700多亩进入丰产期，正常情况
下亩产3000斤左右，所有的果子都会
被外地果商抢购一空。

可去年，由于天旱缺水，这700多
亩橘林仅产果50万斤。因干旱高温
受灾的还有大溪镇的脆红李，减产也
超过2/3。如何提高经果林的抗灾、
防灾能力，已成为大溪镇产业发展的
重要课题。

“目前，镇里的纽荷尔和脆红李产
业基本实行的都是村民自行管护，村
集体经济组织统购统销的模式。”大溪
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这种方式抵御产
业风险的能力较弱，“我们了解到云
阳、璧山等地在发展柑橘产业过程中

引进了经营主体流转果园统一经营，
果园基础设施由经营主体建设、风险
也由经营主体承担。村民则通过果园
流转、入股分红、务工等方式获得收
入。我们计划前往学习后在镇里试点
推广。”

选择抗病力强优良品种
搭建掩体防范猛禽捕食

大溪镇茶店村火石岭，满山橘树
的枝头间已挂满拇指头大小的绿色果
子。橘园经营者熊显富却愁眉不展，

“今年投的1200只鸡苗，就剩下200
多只了，恼火。”

熊显富在大溪镇流转了1000多
亩荒地种上了纽荷尔，并在橘树下发
展林下养殖。去年，熊显富投放的
1600多只鸡苗存活销售了666只，给
他带来了近7万元收入，“就是损耗太
大，有时候老雕一天都要叼走十几个。”

相比于猛禽捕食的损耗，疫病带
来的损失更让熊显富揪心，“有一只患
病，就会传染一群，一批批地死，搞得
我都灰心了。”

看着熊显富的林下养鸡举步维
艰，许多原本计划效仿的村民纷纷打
起了退堂鼓。“林下养鸡，很重要的一
点是鸡苗品种的选择。”重庆特牧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松介绍，其公
司如今年产铜梁黑鸡300多万只，“我
们在铜梁各地发展林下养鸡。在虎峰
镇回龙村400多亩的柑橘林和李子林
里养殖的8000只铜梁黑鸡全部成活，
目前每天产蛋7000多个。”

刘松介绍，铜梁黑鸡是铜梁本地
品种，具有抗病力强、成活率高等特
点，“如果大溪镇需要，我们愿意提供
鸡苗和技术支持。”

针对猛禽捕食带来的损耗，刘松
建议，可以在橘园里搭建一些掩体，让
鸡群在猛禽捕食时能有就近躲避的场
所，“可以用木板、遮阳布等搭一些棚
子，既能防范猛禽捕食，也能在夏天给
鸡群提供一个遮阴的地方。”

酉阳大溪镇：“借智借力”破解产业发展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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