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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马桑溪大桥下，长江旁，是义渡
古镇所在。

5月23日，习习微风伴随暖阳，
成群结队的游客来到位于大渡口区
九宫庙街道的义渡古镇，吹一吹江畔
的风，听一听岸边的涛。

义渡古镇，因“义渡”而闻名。所
谓“义渡”，就是官方和民间捐资兴
建，供行人免费或是低价渡江。走进
义渡古镇，入眼皆为青砖黛瓦的传统
建筑，十九院落，沿江而立，参差错
落，古色古香。整个街区为典型的长
江上游码头山地街镇地貌，除了传统
建筑，还有马桑溪大桥、老成渝铁路、
老码头等景观。

现如今远近闻名的“打卡胜地”，
从前却一直是让街道和社区干部牵
肠挂肚的“定时炸弹”。

一场改造让义渡古镇迎来“新
生”。

屋梁裂缝墙面倾斜，
居民住房安全隐患多

“原来的老居民共423户，房子
多是沿江而建，每到汛期，或者暴雨
时节，好多房子都会被水淹。泡过水
的房子，哪里有什么安全可言。”作为
一名参与者、见证者，大渡口区九宫
庙街道马桑溪社区书记陈江说起古

镇之前的情况直摇头。
被水淹过的房子处处都是安全

隐患。“几乎家家户户我都去看过，有
些屋梁有裂缝，有些墙面是倾斜的，
用铁丝和木头柱子来固定，看起都揪
心。”陈江说，没改造之前，每到汛期，
社区干部就提心吊胆，要疏散百姓，
安排他们另寻住处；要彻夜值守，害
怕洪水把房子冲垮。

面对“洪水一来就搬走，洪水退
了就回来”的现状，老百姓也苦不堪
言。居民胡富芳不只一次找到陈
江，“希望政府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困
难，解决住房的安全问题，让我们能
够踏踏实实地睡个安稳觉。”

安全隐患并不是老百姓唯一吐
槽的点。出行难，也让人“抓狂”。“义
渡古镇一边沿江，一边靠山，没有车
行的公路，要到商业发达一点的地
方，或者学校医院等地，还需要爬
山。”陈江口中的爬山，可不是夸张，
是真的需要翻过一座山。这座山还
不矮，路也是泥巴路，年轻人走完都
需要1个多小时，老年人只能“眼巴
巴望着”。

此情此景，当地居民迫切地需要
一场改变。

靠肩挑背扛，古镇
迎来“涅槃”

在423户居民殷切期盼下，马桑
溪老街棚改项目正式启动了。

“修复前的古镇老街有 300多
米，改造工程按照原面积、原高度、原
基础、原风貌‘四原原则’修复，希望
能够重现历史上形成的三街九巷的
街巷关系结构。”大渡口区住建委副

主任李俊杰介绍，改造项目原封不动
地修整保留了古镇原有路网架构、李
竹山民居、马桑溪供销合作社等历史
景观，维持古镇山石竹桥、一草一木
的原汁原味。

与别的改造工程不同，由于绝大
多数老百姓都非常支持改造，所以搬
迁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然而，另一
个困难却让大家耗费了巨大心血。

“路不通啊，大型的工程车进不
来，很多时候就靠施工工人和街道社
区的干部肩挑背扛。”陈江说，为了不
耽误施工进度，有关部门一方面紧急

“开路”，一方面组织街道社区干部参
与改造工程，运送物资。

从建筑材料到小型的施工机器，
马桑溪社区的9名干部变身“搬运
工”，每天都忙碌在施工现场。

“我们不只要搬运物资，还要帮
助老百姓搬家。”陈江说，住户多是年
纪较大的老年人，没有汽车，搬家主
要靠人工，社区干部随时等待“召
唤”，哪家要搬了，就上哪家去帮忙，
确保老百姓搬家顺利进行。

最终，423户住户都安全搬出，
拆迁房屋面积约3.5万平方米。经
过改造，义渡古镇于2017年1月24
日正式开街，占地约 47亩，总建筑
面积约1.8万平方米，可租赁商业面
积约1.71万平方米，共有21幢房屋
院落呈四级阶梯分布，保留古建筑
两栋，分别是李祝三故居和供销社
旧址。

人气爆棚，古镇成了
旅游“香饽饽”

坐在古镇的江边茶楼，一边看江

景，一边品香茶，在江风吹拂下，感受
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交融，别有一
番滋味。正是这样的景致，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

“五一节我们翻了几台，生意越
来越好了。”在义渡古镇经营烤肉店
的李佳佳说起古镇现在的人气喜不
自禁。“五一”期间，李佳佳的烤肉店
一晚上能接待40桌客人，其他商铺
也同样人气火爆。

“古镇现有商家21户，出租面积
3997 平方米，周末客流日均 5000
人，‘五一’节假日期间接待游客2万
多人次。”负责古镇管理运营的重庆
钓鱼嘴滨江湾区建设发展有限责任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古镇是展现渡口文化人文复兴
的商业集群，以‘义文化’为主题，涵
盖人文体验、休闲娱乐、旅游观光、综
合服务四大功能。”李俊杰表示，近年
来，义渡古镇的配套设施不断更新完
善，2021年12月开工建设的葛老溪
段项目，建成后会将义渡古镇、义渡
公园、儿童公园有机串联，打破铁路
阻隔，将单一的“义渡古镇”转变为

“大艺渡”景区。
曾经“路不通”的问题也解决

了。
“如今公路修到了古镇门口，大

车小车通行都没问题。”陈江说，曾经
居民们爬的那座山，成了义渡公园，
环境宜人。

现在，已经搬到新家的胡富芳
时不时还会带着家人回到古镇看一
看。“眼看着古镇发展越来越好，我
发自内心地高兴，这里是我永远的
家。”

按照“四原原则”建设四大功能区

大渡口义渡古镇重现三街九巷

□本报记者 黄光红

无论何时何地，养殖户想要了解每
一头猪的体温、行为，进而预判每一头
猪的健康状况，仅通过一部手机就能做
到。这样的智慧养猪模式，你见过吗？

在璧山区璧城街道马家桥村，就
有这样一个智慧养猪场。5月24日
中午1点，该养猪场的200多头猪陆
续进食完毕。此时，养猪场老板潘波
在距离养猪场近10公里的家里，拿
出手机打开一个App，开始远程观
察这些猪的状态。猪舍中，有的猪吃
完后躺下睡觉，有的猪则慢慢地来回
走动——每头猪的一举一动都被潘波
通过监控尽收眼底。

“从行为来看，所有猪都没出现异
常情况。我可以再看看猪的体温是否
正常。”潘波说。

只见他在App上点了一下，手机
屏幕上顿时出现了一连串的数据：育
肥舍A区1号，B00234，体温，38℃，
正常；中猪舍，Z202304270302，体
温，39℃，正常……

潘波解释，养殖场里的猪每一头
都有编号，这些数据显示的是对应编
号的猪的实时体温，以及其在哪一个
猪舍。

这种智慧养猪模式让潘波解决了
“心头大患”。潘波养猪已有15年，在
他看来，养猪最怕生病。而猪的体温和
行为出现异常，往往是其生病的前兆。

提前发现相关异常情况对于养殖

户而言至关重要。尤其是像潘波这样
养殖200余头土猪的养殖户。因为土
猪肉价格通常是普通猪肉价格的2—
3倍，病死一头带来的损失会更大。

过去，潘波和家人只能靠“笨办
法”来辨别猪的异常情况：每天，他们
至少要出动2人，给猪喂3次食，并在
每次喂食后仔细观察每头猪的进食及
活动情况。2人每天差不多要耗费10
余个小时，非常辛苦。而这种办法也
很难取得好效果，过去每一年生猪的
死亡率都达到了10%左右。

2018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结识
了重庆御芯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御芯微）的技术人员。随后，御
芯微为潘波的养猪场打造了智能监测
系统。该系统配有专门的App，以及
智能摄像头、每头猪的耳朵上也打了
耳标。智能摄像头可实时采集猪的行
为数据；耳标可实时采集每头猪的体
温数据和运动数据。这些数据会实时
传送给App后台进行分析，并实时呈
现。当有猪的体温或行为出现异常
时，App就会及时预警。“在此基础上，
我们就能迅速采取措施。”潘波说。

比如，猪感染链球菌会出现走路困
难甚至无法站立的症状，通过App及
时发现并用药后，就有很大希望治愈。
不仅如此，及早发现感染非洲猪瘟的猪
后，对其采取隔离措施，也有利于防止
感染面扩大，造成更大损失。

“如今，我们养猪场的生猪死亡率
已下降至5%，远低于行业10%以上
的平均水平，损失大大降低。同时，我
们每天只需2人耗费约2小时去养猪
场喂一次食即可，养猪的活儿轻松了
不少。”潘波深有感触。

用手机实时了解养猪场生猪健康状况

智慧养猪让生猪死亡率大幅下降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5月24
日，奉节县2023年二季度重点项目开
工暨中药材科研试验基地建设工程开
工活动在奉节生态工业园区举行。本
次开工项目21个，总投资47亿元，涉
及产业发展、基础设施、社会民生等多
个领域。

奉节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生态产
业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牢固树立

“项目为王”的意识，牢牢牵住有效投
资这个“牛鼻子”，坚持一切围绕项目
转，一切围绕项目干，让优渥的营商环
境成为当地招商引资的重要名片。

“此次开工的项目具有投资金额
大，项目带动作用强的特点。”奉节县
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达产后，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50亿元，年税收1.6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5800余个，将为奉节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作为本次招商引资重头戏的中药
材科研试验基地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
8.4亿元，总建筑面积19万平方米，建
成后可供50家企业入驻生产，预计实
现年产值15亿元、年税收4500万元，
提供就业岗位1500个。

当天开工仪式中，21万方标准
厂房建设项目也正式启动，项目总投
资17亿元，建设完成后可入驻眼镜
企业 70 家，预计实现年产值 20 亿
元、年税收6000万元，提供就业岗位
2000个。

在综合航运方面，奉节物流园夔
门港口码头一期工程及长江水上绿色
综合服务区项目将建设5000吨级件
杂货泊位1个，年设计吞吐量80万
吨。该项目总投资3.8亿元，建成后
可大幅改善奉节水运条件，有效降低
物流运输成本。

奉节开工21个重点项目
总投资47亿元

本报讯 （记者 苏畅 刘冲）
5月24日，记者从全市市属单位选派
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示范培训
班开班仪式上获悉，经市委组织部、
市农业农村委、市乡村振兴局严格审
定，最终确定新一轮市属单位选派驻
村第一书记名单，共478人。他们将
在经过为期5天的系统培训后，接过
乡村振兴驻村帮扶“接力棒”。

“2021年，我们选派了478名市
属单位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如今两年
任期已到，新一轮第一书记即将上岗，
他们绝大多数是主动请缨到基层一
线，其精神值得学习。”市委组织部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此全市开展3期市
属单位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
示范培训班，帮助市级新选派驻村干
部明确职责任务，提升履职尽责能力。

每期培训班共有5天的培训期，
采取“专题讲座+分组讨论+经验分
享”方式进行，不仅有相关部门业务
主管领导、专家学者为学员们带来

“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
设”“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衔接政策解读”“培育壮大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等专题讲座，还将邀请往
任驻村第一书记分享工作经验，让学
员尽快熟悉相关政策，掌握业务知识。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新一轮驻村第一书记将重点围绕守

牢“三条底线”、实施“四千行动”以及
“一县一策”等内容推动各项驻村帮
扶工作，尤其要在建强农村基层党组
织、培育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打
造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等方面积极探
索，努力把所驻村打造成全市党建工
作示范村、集体经济发达村、村级治
理模范村、乡村振兴样板村。

市属单位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开启系统培训

478名第一书记接过驻村帮扶“接力棒”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今后产自
惠普公司的“重庆造”笔记本电脑，将
实现研发端和生产端“两头发力”。5
月24日，惠普公司在西永微电园举行
惠普（重庆）研发中心投用仪式，成为
首家在渝设立个人计算机研发中心的
全球头部计算机品牌企业。

据介绍，惠普（重庆）研发中心将
全面导入自动化、高精度、高可靠性的
研发测试软件与设备，建成全球笔电
业内领先的实验室，为惠普公司全球
业务提供支撑性研发分析能力。今年
内，该中心计划引入50家供应链企业
开展协同创新，后续还将不断扩大引
入规模。

“惠普（重庆）研发中心投用，将有
力带动我市电子信息产业链的开放和
发展力度。”市经信委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我市通过开拓物流通道、发展本
地配套、鼓励智能制造等措施，建成

“品牌多元、制造多家、配套多类、产品
多样”的计算机产业体系和全球重要
的个人计算机生产基地。截至2022
年底，我市已连续9年成为全球生产
规模最大的笔电基地，形成配套企业
上千家。其中，惠普公司作为落户西
永微电园的第一家电子终端品牌商，
推动了微电园年产智能终端1亿台件
以上，每秒生产电脑2.8台，实现全球
三成的笔电都是“重庆造”。

惠普（重庆）研发中心投用
“重庆造”笔电研发生产实现“两头发力”

本报讯 （记者 颜安）5月24
日，记者从市财政局、市乡村振兴局
获悉，经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国家乡
村振兴局等5部门综合评价，重庆市
2022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
金绩效评价考核总体等次为“A（优
秀）”，获得中央奖励资金1.5亿元。
至此，我市已连续4年在该项考核中
获得“A（优秀）”等次，累计获得中央
奖励资金10亿元。

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中央将原财
政专项扶贫资金调整为衔接推进乡
村振兴补助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制定
出台了相关管理办法、绩效评价考核
办法。2022年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五年过渡
期的第二年，我市严格落实上级相关

要求，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
乡村振兴重点任务统筹安排资金，资
金分配向脱贫人口、监测对象、重点
帮扶区县、重点帮扶乡镇倾斜，确保
资金投入安排科学合理，交出了优秀
答卷。

这份成绩单来之不易——
看投入，量大面宽、保障有力。

去年，我市共向38个区县累计投入
衔接资金56.89亿元（其中中央资金
近34亿元），向4个国家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巫溪、城口、酉阳、彭水）
投入资金20.96亿元，占市级以上到
县资金总量的 36.8%，平均每个县
投入5.24亿元，充分落实了向重点
帮扶区县倾斜的要求。为推进全市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守住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提供了财力保

障。
看管理，实施规范、推进有序。

2022年，我市对项目库建设编制范
围、编制内容、编制要求等内容进行
了进一步的细化明确，如与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和衔接推进欠发达地
区乡村振兴无关的项目，未明确绩效
目标的项目，简单发钱发物的项目
等，均不得纳入项目库。截至去年
底，2023 年度项目库已储备项目
8840 个，涉及资金 166.9 亿元，较
2022年纳入年度计划实施项目规模
增长26.9%。

看效益，成效明显、支撑有效。
去年，我市实施的衔接资金项目主要
涉及产业发展、就业增收、基础设施
建设、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其中支
持产业类项目比例近60%，打造了

5.6 万个产业帮扶基地，发展种植
1624万余亩，脱贫产业覆盖90%以
上脱贫户和监测户。乡村建设方面，
累计创建美丽宜居乡村1482个，开
工建设 10 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
片”，农村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人居
环境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方面，创
建市级乡村治理示范镇25个、示范
村90个。

市乡村振兴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重庆已获得中央财政衔接资金
36.7亿元，较去年又增加约2.7亿元，
增幅近8%。下一步，我市将全力以
赴推进项目实施，加快资金支出进
度，确保资金早投入、项目早落地、群
众早受益。同时，加强资金项目过程
监管，突出绩效导向，进一步提升资
金使用效益。

2022年度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绩效评价考核为“A”

重庆获中央奖励资金1.5亿元

▲大渡口义渡古镇老街旧貌。
（大渡口区住建委供图）

▶5月24日，大渡口义渡古镇，游人正在散步。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近日，梁平区礼让镇齐河村，梁平至四川开江高速公路齐河枢纽互通工程现
场，工人在抢抓工期紧张施工，目前完成工程总量的60%以上。

梁开高速公路（重庆段）全长 45.167 公里，设计时速 100 公里，建设工期
3 年。建成通车后，将形成梁平、开江、开州之间的快捷通道。

特约摄影 刘辉/视觉重庆

梁开高速（重庆段）快速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