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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5月4日，连轴转几天后，重庆特
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牧
农业”）总经理刘松终于松了口气，

“‘五一’假期，我们给李子坝梁山鸡供
应了两万多只铜梁黑鸡，差不多是平
时的4倍。”

自去年在李子坝梁山鸡的内部
“盲测”中位列第一后，铜梁黑鸡已成
为李子坝梁山鸡所有门店唯一的鸡肉
食材。

不仅是李子坝梁山鸡，如今铜梁
所有餐饮门店的鸡肉食材全部采用铜
梁黑鸡。铜梁黑鸡的年销量已超过
900万只。

可在2021年之前，铜梁黑鸡还名
不见经传，就连铜梁当地人也极少听
说。

那么，铜梁黑鸡从何而来？这只
小黑鸡又是如何成功逆袭的？

对“消失”的铜梁黑鸡
开展基因序列测定

“2021年，我们进行第三次畜禽
遗传资源普查时，在福果镇发现全身
羽毛呈黑色的母鸡，和羽毛黑红相间
的公鸡。这是一种具有特质的本地优
质鸡种。”铜梁区畜牧业发展中心党组
书记王咏忠介绍，《铜梁县志（1911-
1985）》记载“本地鸡有黄、白、黑鸡和
乌骨鸡、芦花鸡等”，“特别是黑鸡，经
长期自繁、自选、自养，形成了外貌特
征和生物学特性比较一致的山地鸡品
种，属肉蛋兼用型地方鸡种。”

不过，随着上世纪80年代外来鸡
种的引入，铜梁本地黑鸡逐渐销声匿
迹。

“农村偶有散养黑鸡，但大部分存
在与外来鸡种杂交的情况。”王咏忠
说，没想到在2021年的普查中竟然发
现了成规模化养殖的原始黑鸡品种，

“我们进一步追根溯源发现，所有的原
始黑鸡品种均来源于特牧农业。”

为何特牧农业会保有原始黑鸡品
种？

“我们四代养鸡，非常清楚原始鸡
种作为遗传资源的重要性。”刘松说，
黑鸡不仅抗病力强、成活率高，而且肉
质鲜香、皮厚肉糯，营养丰富、口感极
佳，“我们现在养殖的肉鸡和蛋鸡，均
由黑鸡与其他鸡种杂交而来。”

如何才能认定特牧农业养殖的就
是铜梁本地原始黑鸡呢？

为此，铜梁与西南大学合作开展
选育鉴定、基因序列测定等工作，并进
行生产性能测定，撰写地方品种标准、
饲养管理技术操作规程和地方品种保
护方案，力争在2025年前完成畜禽遗
传资源鉴定申报工作。

“与此同时，为提升种业核心竞争
力，保护黑鸡种质资源，我们出台了铜
梁黑鸡产业发展方案，以特牧公司为
载体，推动铜梁黑鸡全产业链发展。”
王咏忠介绍，目前铜梁正积极打造“铜
梁黑鸡”品牌，注册“铜梁黑鸡”地理标
志证明商标，力争2026年前取得“铜
梁黑鸡”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多种养殖模式带动
发展黑鸡产业

近日，在铜梁南城街道巴岳村的
特牧农业孵化车间里，60万枚鸡蛋正
在箱体式孵化机里孵化。

在37.7℃至37.8℃的温度中孵化
21天后，一只只小黑鸡将破壳而出。

“这些鸡苗在40天里会被注射4
次疫苗，然后一部分销往贵州、四川等
地，一部分送到公司在铜梁的各个养
殖基地。”刘松介绍，特牧农业以“公
司+村集体+技术单位+养殖户”生产
模式，带动发展养殖户102户，实现农
民增收1500万余元。

福果镇三元村村民王琴一年养殖
三批铜梁黑鸡，每批约一万只，“公司
啥子都管，建场、供苗、防疫、饲料，还

包回收。我们养一只鸡的保底利润是
5元钱，一年收入大概15万元，也没
啥风险。”

“不过，由于规模化养殖受环保、
场地等限制，想要新增养殖场地来扩
大养殖规模已不太现实。”刘松说，特
牧农业正尝试采用由村集体经济组织
牵头、多户村民林下合作集约化养殖
的模式来扩大铜梁黑鸡养殖规模。

说干就干！虎峰镇回龙村由村集
体经济牵头，组织村民在柑橘林和李
子林下养殖了8000只黑鸡。

“现在正是产蛋的时候，每天产
7000多个鸡蛋。”回龙村党支部书记冉
顺江介绍，除了提供全套养殖设备和鸡
苗外，特牧农业还以每个0.7元的价格
回收所有鸡蛋，并在一年后以每斤20
元的价格回收所有母鸡，“一个棚200
只蛋鸡，一年纯收入能有两万多元。”

此外，铜梁计划在少云镇等区域
建设6个“智慧化养殖小镇”，实现“智
能供料、智能饮水、智能环控、智能清
污、智能诊断、智能数据分析、智能远
程管理”，力争到2025年全区实现年
出栏铜梁黑鸡2000万只、2030年出
栏5000万只。

研发“铜梁黑鸡地标菜”

5月4日，铜梁龙城天街商圈华灯
初上。

三活春餐饮店厨房里，店主汪德
炳正在指导店员烹制“红焖黑鸡”，“平

时几个店加起来一天要出100多份，
‘五一’假期差不多翻倍了。”

“红焖黑鸡”是三活春餐饮店新近
推出的菜品，其由来要从3月17日开
幕的2023铜梁黑鸡美食文化节说起。

“在黑鸡美食文化节之前，区商务
委组织餐饮协会、厨师协会各会员（单
位），对‘铜梁黑鸡地标菜’进行研讨、
试菜。”身为铜梁区餐饮协会会长的汪
德炳推出了这道“红焖黑鸡”，“我们根
据铜梁黑鸡肉质特点，兼顾川渝地区
食客口味，选用不同养殖时间的黑鸡，
开发出了20多种菜品。”

“红焖黑鸡”选用180天出栏的黑
鸡，配以多种香料“煎炒焖制”，并结合
铜梁的麻辣口味，具有耙糯回甜、麻辣
鲜香的特点；“药膳黑鸡”选用一年左
右的铜梁黑鸡，配上等沙参及各种养
身滋补药材“慢炖煨制”而成；“一鸡三
吃”选用养殖时间从短到长的铜梁黑
鸡，辅以安溪手工辣椒面、侣俸压榨菜
籽油、高楼青花椒及多种调料烹制，

“白灼淋制”成三道菜品……
“我们打算结合区级重点项目中

央厨房建设，加快铜梁黑鸡精深加工
产品的开发，实现年加工铜梁黑鸡约
1000万只。”铜梁区商务委副主任徐
婷婷介绍，在继续动员鼓励各协会会
员单位开发、推出黑鸡菜品的同时，该
区还将鼓励各餐馆饭店通过氛围营
造、文化墙设置等方式，向食客介绍
铜梁黑鸡的起源和历史，扩大“铜梁
黑鸡地标菜”的影响力。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5 月 1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
到，我市首个市级海绵城市雨水花园示范
基地近日在渝北区建成并面向市民开
放。人们不仅能在这里赏景，还能深入了
解海绵城市的秘密。

所谓海绵城市，指城市能够像海绵一
样，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
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在适应环境
变化和应对自然灾害等方面具有良好的

“弹性”。通过海绵城市建设，可以形成安
全、舒适、可持续的城市水循环系统，缓解
城市内涝，净化城市水环境。

我市首个市级海绵城市雨水花园示
范基地位于中央公园片区，占地面积约
700平方米。该示范基地将海绵理念与
园林景观充分融合，按照不同植物搭配，
打造出6个雨水花园典型设施，可收集、
净化欢乐广场约2000平方米不透水地面
的雨水径流，部分净化的雨水储存到蓄水
池，晴天可用于雨水花园基地浇灌，在有
效降低初期雨水汇集强度和面源污染的
同时，也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赏心悦

目、清新怡人的休闲环境。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重庆系统化全域推进海绵城市
建设，稳步提升达标面积比例和建设水
平。截至2022年底，重庆海绵城市达标
面积 626.9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比例
34.2%，全市共有29个区县按照“源头减
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的路线，形成了
34个典型排水分区，重点打造了107个
源头减排项目。比如，两江新区悦来片
区的“山地海绵”利用山地坡度，通过植
被景观层层过滤雨水，并设计雨水池收
集雨水；璧山“大海绵”打通各个水系，让
其内部不停循环净化水质；秀山全域海
绵对城区规划区域实施全域管控，从透
水铺装，到屋顶绿化、雨水断接、生物滞
留带、雨水花园、硅沙蓄水池等进行全方
位建设。

记者还了解到，目前，我市城市建成
区“海绵城市”达标面积每年新增约5%
左右。按照计划，2025年，重庆“海绵城
市”达标面积占城市建成区的比例将达到
45%，2030年达到80%。

重庆首个市级海绵城市雨水花园
示范基地在渝北建成开放

从名不见经传到年销量超900万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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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11日，笔者从巫山县
农业农村委获悉，庙宇镇丘陵山区高标准
农田改造已完成水田土地整治5000余
亩，助推农业生产跑出“加速度”。

眼下，正是海拔800米山区稻谷播种
关键时节，笔者在有“巫峡粮仓”之称的庙
宇镇看到，一辆辆拖拉机开足马力，开展
着泡田打浆、开沟施肥等作业。另外一
边，一位农技人员站在田埂上，手中操纵
着控制器，一架大疆无人机播撒器，在田
间上空来回飞行，播撒着谷种。

庙宇镇是巫山县一个山清水秀的山
区小盆地，境内有万亩良田。近年来，该
镇利用特有地理优势打造山地特色现代
农业，从育苗、耕地、插秧到施肥、收割等，

都实行机械化作业。
2022年12月开始，该县对庙宇镇丘

陵山区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该项
目由巫山振兴农业集团承建，主要对庙
宇、白庙、长梁、南溪、永安5个村的田块实
行条格田整治，以及旱改水、坡改梯、恢复
地整治、稻鱼共生区及沟渠建设等。由
此，当地农业生产跑出了“加速度”。

截至目前，庙宇镇丘陵山区高标准农
田改造已完成水田土地整治5000余亩，
恢复地整治70亩，沟渠修筑近7000米；
机耕道、耕作道修筑10000余米，灌溉管
道埋设近万米，数字化灌溉管道4000米。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忠虎
鲁作炳）

巫山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

巴渝论坛

行业观察

□张燕

5月18日，第五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
洽谈会（以下简称西洽会）开幕。此刻，巴渝大
地，宾朋会聚；两江之约，全球瞩目。这一场关
于开放的盛会，肩负着“引进来”和“走出去”的
时代使命，展现着“内陆腹地”向“开放前沿”的
华丽蝶变！

走进西部，洽谈未来。据统计，前四届西
洽会一共签约项目 945 个，签约投资金额
16641.4亿元。今年，更有来自36个国家或地
区，国内26个省区市的824家企业报名参展，
市外展商占比超过50%……老朋友如约而至，

新朋友慕名而来。如今，西洽会的号召力越来
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见证着“陆海内外
联动、东西双向互济”开放格局的加速形成。

西洽会是桥梁，却不仅仅是桥梁。会场
内，陆海新通道国际合作论坛火热上演，思想
火花竞相碰撞；部市合作、央地合作重点项目
一一签约，投资者热情高涨、信心十足；会场
外，嘉宾们实地感受巴渝大地的崭新面貌，亲
自体验西部开放的日新月异，感叹“重庆值得，
西部值得”！

从对外交流、贸易合作，到投资招商，西洽
会作为平台的功能日趋完善，开放能级实现大
幅跃升。如今，我们共处一个开放的时代。西
洽会，立足重庆，增益西部，辐射世界，更显意
义非凡。

作为西洽会的永久会址，重庆何尝不是全
力推动内陆开放的生动缩影？今年一季度，重
庆策划了“百团千企”国际市场开拓计划，组织

企业赴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揽订单拓市场，
签约订单超4000万美元。不仅如此，重庆还编
制出台了《重庆市高质量实施（RCEP）行动计
划》，深入挖掘有利政策，最大化发挥RCEP效
力。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重庆选择主动出
击，以自信坚定的开放姿态拥抱世界，让开放
成为实现“开门好”的强劲动能。

不沿边不靠海，却以更大力度改革促进更
高水平开放，以更大决心破解开放领域体制机
制障碍，这正是重庆勇当内陆省市改革开放探
路先锋的积极尝试。此时此刻，推开西洽会这
一扇“窗”，世界看到的正是重庆一以贯之的态
度和行动：开放，开放，再开放！

如今，西洽会已经成为重庆的金字招牌。
山城搭台，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域服务全局，
翻开内陆开放高地建设的新篇章。今年，西洽
会以“数字化引领内陆开放创新发展”为年度
主题，我们有更多的理由期待，盛会聚焦“开放

创新中的数字化转型成果”，深入探讨“数字化
引领陆海新通道发展”等话题，充分展现重庆
乃至西部地区用数字化引领内陆开放的决心
和成果，让数字技术成为开放的“强引擎”，培
育内陆开放新优势。

你看，开放新风扑面而来，这便是西洽会
最大的溢出效应。伴随一届又一届西洽会，一
家家企业、一个个投资商从“看一看”到“试一
试”，从“头回客”变“常驻客”，形成了从看好重
庆、到投资西部，再到深耕中国的完整闭环，让
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五年来，地点不变。西洽会成为一个如期
而至的约定，彰显重庆在西部地区带头开放、
带动开放的强大决心，展现西部地区不断扩大
开放、主动连接世界的坚定行动。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我们期待以西洽会为契机，推动
内陆开放迈向全新的未来，让西部和世界实现
同频共振。

西洽会西洽会，，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近期，国家网信办开展专项行动，全面清理违规采编、违规转载、炮制虚假新闻等扰乱网
络传播秩序信息，10.7万个仿冒新闻单位、“新闻主播”账号和83.5万条虚假新闻信息被集中
清理。

点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断章取义……为了骗取流量，有人炮制出五花八门的虚假新
闻，扰乱视听、令人生厌。全面清理假新闻、假主播，有利于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构建良好的
网络生态。

画/朱慧卿

全面清理

□朱芸锋

5 月 19 日是第 13 个“中国旅游日”。整
个5月，重庆以“主题日、主题周、主题月”的
形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各区县送出了各种
消费券和折扣，回馈市民游客。刚刚过去的

“五一”假期，重庆充满着游客的欢声笑语。
即将到来的“中国旅游日”，或将是重庆的又
一个“高光时刻”。

精雕旅游线路和产品，在文旅产业发展
上下“绣花功夫”，重庆尝到了“甜头”。迎接
下一个“高光时刻”，需要再接再厉，创新方式
载体，激活深度潜力，让文旅产业从“爆红”走
向“长红”。

主题周期间，渝中、长寿等 5 个区县以
“一城一主题、一天一海报、一地一线路”方式
倒计时宣传接力；主题月期间，全市精心推出
70多项主题活动、100多项惠民措施，并在线
上线下联动，开展万人互动直播……激发大
众旅游热情，需要重庆市民适时“反主为
客”。3000 多万重庆市民，本身就是规模不

小的旅游主体，重庆人都到家门口的景区走
一走、看一看，就能为文旅产业带来新人气、
注入新活力。

能够感知和预见到，文旅热潮在一步步
向我们走来。顺势而为，推动重庆文旅产业
成为“弄潮儿”，需要不断创新、积极求变。
面对一波接一波的旅游热潮，每位重庆市民
都要有产品经理的推介思维，每个重庆景区
都要有摒弃落后模式的果敢。不因某一个
点、某一天游客人数暴涨而沾沾自喜，不走

“半年不开张、开张吃半年”老套路，而是均
衡着力，让每个景区、每个区县都汇集满满
的人气，让扎堆的客流变为平日的“细水长
流”。

让越来越多游客驻足重庆，关键在于以
货真价实的产品和服务赢得消费者认可。
成千上万年轻人进淄赶“烤”，重点不只是烧
烤吸引，还在于出租车、酒店，甚至是街头非
固定的停车位等，都没有因游客爆满而乘机
抬价。“只买对的，不选贵的”，面对旅游热
潮，不能抱有“守株待兔”的心态，更不能有

“浑水摸鱼”的想法；只有坚守初心、保持匠
心，打磨好每一件文旅产品，用心用情呵护
文旅消费生态，才能实现重庆与游客的双向
奔赴。

打磨好每一件文旅产品

□杨兴东

5 月 18 日是国际博物馆日。国际
博物馆协会公布了 2023 年的节庆主
题：“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好生活”，
强调博物馆对于推进社会可持续发
展、构建美好生活具有积极作用。简
而言之，就是以国际博物馆日为契机，
集中感受博物馆在新时代呈现的奇妙
之“变”。

这种变，首先是一种“追求升级”。
从 2016 年到 2020 年，博物馆年度参观
人数由7亿人次增至12亿人次，年均增
加1亿人次。截至2021年年底，我国已
有博物馆机构 5700 余家，藏品数量
4600 余万件，是当之无愧的博物馆大
国。曲高不和寡，博物馆从冷到热，映
衬着中国人民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
高，精神文化需求也在不断升级。

这种变，是一种“活化利用”。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加强考古工作和
历史研究，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
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丰富全社会历史文
化滋养。”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川渝主会
场将举行一系列活动，包括召开川渝博
物馆联盟年会，举办主题特展、第三届

“巴山蜀水”川渝博物馆文创展、川渝博
物馆文创 IP 交流活动等，不少文物还
是首次在重庆公开展出。博物馆的价
值，不止于馆藏、不仅于教化，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启
蒙、启迪。“活起来”的博物馆，更能为人们所喜爱，更
能走进千家万户。

这种变，还是一种“与时俱进”。正如故宫博物
院前院长单霁翔所说，“不创新，没有一家博物馆的
大门能够开得下去”。犹记得，借《千里江山图》的灵
感而创作的舞剧《只此青绿》一再加演，打破演出场
次纪录；刷屏出圈的舞蹈《唐宫夜宴》让莲鹤方壶、贾
湖骨笛等重量级国宝以 20 亿次的播放量名扬海内
外；当前VR(虚拟现实)、智能体感互动、3D模型等新
技术在文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几乎成了大部
分博物馆的标配……博物馆一头连接着历史，一头
关联着未来。坚持立足传统，与时俱进，它就会有更
强的生命力。

变化的是博物馆的形态，不变的是博物馆的使
命。博物馆是保留文化记忆、留住乡愁的重要载体。
办好博物馆，留住的是我们的文化根脉，也能让更多
群众在文化自知的基础上产生文化自信，收获归属感
和幸福感。正可谓，知其所来，明将所往。

感
受
博
物
馆
的
奇
妙
之
﹃
变
﹄

欢迎重庆本地
评论作者进群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