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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冲

6月7日，芒种过后，正是植保的关键
时节，作为味源现代农业专业合作社领头
人，同时也是梁平职教中心田中秧智慧农
业产业学院的骨干教师，李世飞格外繁忙。

凭借无人机等农机的帮助，李世飞和
他的学生组成的“农机战队”今年掌管了梁
平和外省5万亩农田的作业。

一人耕种万家田、一机在手不下田。李
世飞说，“前几年一个人‘玩’农机，现在带
着学生一起‘玩’，搞农业也可是一件很炫
酷的事。”

厨师“变身”专业无人机“飞手”

今年42岁的李世飞是梁平区荫平镇
光华村人，2001年，他进入成都一家五星
级酒店当厨师，一干就是近10年。

多年的厨师工作让李世飞了解到花椒
市场前景不错，于是选择回到家乡，成立了
一家专业合作社种植花椒。不曾想，花椒
树初次挂果就遇到旱情，2/3的花椒树枯
死，剩下的也几乎绝收。

放弃自己擅长的职业，从大城市回来
当农民种花椒，还颗粒无收，一时之间村民
们觉得他是在“瞎折腾”。

一次外出考察时，李世飞见识到了用
无人机开展植保作业的优势。“1个人干1
天只能完成5亩花椒的植保和施肥，而无
人机只需要10分钟，必须学会用无人机！”
想到这，他逐渐鼓起勇气准备“再战”花椒
产业。

买来无人机后，李世飞白天在地里测
试各种型号无人机的植保效果，晚上回到
家系统学习主要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
植保无人机操作技术及软件运用等知识。

很快，李世飞用无人机管护自家300

余亩花椒地已经轻车熟路，他也“修炼”成
为村里第一个持证上岗的无人机植保“飞
手”。

李世飞的花椒地使用无人机植保后，
再次挂果时获得丰收，收获的上万公斤花
椒销售一空，年销售额有70万余元，他终
于把自家的花椒地“救活了”。

无人机植保业务扩大到十余个省市

在李世飞的家乡荫平镇光华村，无人
机还不太常见，他使用无人机作业时，经常
会有村民问他：“你的飞机能洒药把花椒种
好，能不能再弄点机器来，让我们栽秧、挞
谷也省省力！”

李世飞听到这里动了心思：村里的年
轻人大多外出打工去了，留在村里的基本
都是上了年纪的村民，传统方式种地劳神
费力不说，还赚不到几个钱，能不能用农机
帮他们省力、省钱？

2019年，李世飞购入无人播种机、除
草植保机器人等现代农机，同时招募专业
机手，打算为农户提供播种、施肥、植保、收

获等全程农机托管服务。
李世飞走遍周边村落，挨家挨户介绍

全程农机托管服务的好处，村民们却纷纷
表示：“种了几十年的田，机器用了不少，没
见多省力。”还有不少村民把他当骗子轰出
家门。

为打消村民的顾虑，李世飞决定自己
先“打个样”。李世飞在合兴镇银恒村流转
200亩土地，将无人机、除草机器人等耕
地、整地、播种、植保、除草、收割的全过程
进行展示。

在李世飞用无人机播种完1亩水稻
后，现场围观的种粮“老把式”炸开了锅：

“3分钟就播完了？根本不可能！”“要是能
种出来，我敲锣打鼓去宣传。”

水稻收割时，李世飞的稻田田坎上依
然站满了村民，当技术员宣布测产的结果
为亩产1200斤，比当地人工种植水稻亩
产高出近两成时，村民终于相信李世飞和
他的“铁牛”是有真本事的。

渐渐地，经过村民口口相传，李世飞的
合作社订单越来越多，合作社管护的稻田
从最开始的200亩水扩展到全镇2000余

亩，经营的农机也从只有几台（套）无人机
和拖拉机，扩展到拥有86台（套）无人植保
机、无人坦克式打药机等各类农机具。

随着名气越来越大，目前，合作社每年
固定的作业订单有5万多亩，服务范围也
扩大到新疆、甘肃等十余个省市，李世飞也
成了梁平有名的农机队长。

联合职教中心培养出“农机战队”

每当农忙时节，李世飞和他的团队需
要连续奔忙在多个省市，在数万亩耕地上
作业。最忙时他的团队要聘请上百名机
手，但即使是这样，他也时常感觉人才缺
乏。

2020年初，李世飞想培养专业农机人
才的想法得到梁平职教中心的支持。很
快，梁平职教中心聘请李世飞成为专职教
师，并委托他成立田中秧智慧农业产业学
院。学院第一届就招收了113名智慧农业
专业的学生。

学生招来了，一个问题却摆在李世飞
面前——一些学生家长闹起了意见：“孩子
上学就是为了离开农村，你又让他们回来
种地？”一些学生也有疑虑：“种地又苦又
累，怕是吃不消。”“学会操作农机，还是搞
农业，收入肯定成问题！”

如何让这群还有疑虑的学生成为“农
机战队”的一员？

思前想后，李世飞决定把课堂搬到田
间，来一场“农机秀”。站在田坎边，轻推摇
杆，无人机飞起来了！点击手机软件，除草
机器人列队！上机挂挡，“铁牛”下田“漂
移”……看着地里的“农机秀”，学生们眼睛
慢慢亮了起来。

“同学们，开着拖拉机像不像机甲战
士？跟‘飞哥’一起玩，搞农业也可以是一
件很炫酷的事情！”在李世飞的鼓励下，同
学们改变了想法，开始认真学习农机操作
技术。

如今，学院已有325名学生，已毕业的
113名学生中，超过一半的人选择继续从
事跟农机相关的工作，其中有20多名已加
入到李世飞的“农机战队”。

从一个人“玩”农机到带着一群人“玩”农机，业务覆盖十余个省市——

梁平这个“农机战队”掌管5万亩农田植保

本报讯 （记者 李志峰）6月12日，重庆文理学院通
过专有技术转让方式，以4800万元将最新研究成果——抗
癌新药PZ-1成功转化。这也意味着抗癌新药PZ-1正式
进入临床阶段。

据悉，抗癌新药PZ-1是由重庆文理学院药学院（创新
靶向药物国际研究院）陈中祝研究员领衔的新药团队，历时
6年研发的国家一类新药，是目前全球首创的协同靶向转
染重排酪氨酸激酶（RET）和血管内皮细胞生长因子受体2
（VEGFR2）的全新结构小分子药物。该新药于2021年11
月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类新药临床试验许可。这也
是该团队继2018年获得一类新药5型磷酸二酯酶抑制剂
（DDCI-01胶囊）临床批文后，又一新突破。该药物不但可
以有效抑制癌细胞生长，还能阻止向癌细胞提供营养的血
管生长,从而有效治疗癌症。

据了解，陈中祝研究员领衔的新药团队与合作企业预
计将花5年时间进行临床试验，如果该药正式上市，将为
RET激酶引起的实体瘤患者带来福音。

重庆文理学院与企业
达成抗癌新药成果转化

□本报记者 龙丹梅

“我每周至少要过桥3次，去四川那边
赶场。”

“界河两岸新修了3座桥，过个桥就能
‘跨省’串门，真正是川渝一家亲。”

6月12日，记者在重庆荣昌与四川隆
昌交界的渔箭河采访时，仅一河之隔的川
渝两地村民告诉记者，刚刚完工的荣昌区
渔箭河河道整治工程不分川渝，在界河两
岸种绿植、修步道，还在7公里共界河道上
架起了3座川渝互通共享的“连心桥”。

据了解，渔箭河全长51公里，流域面
积198平方公里。渔箭河一河跨两省，起
源于荣昌区盘龙镇昌州村，流经荣昌区龙
集镇、隆昌市普润镇，在普润镇双河村汇入
九曲河。其中，荣昌境内河道15.57公里，
与隆昌共界7.1公里。共界河道两岸分别
是荣昌区龙集镇抱房村、盘龙镇长岭社区
和隆昌市普润镇斑竹林村，两地村民隔河
相望。

水域有界，治水无界。自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启动以来，荣昌与四川内江、
隆昌持续深化川渝河长制协作，联合编制
6条跨界河流“一河一策”，联合开展污水

“三排”、河流“清四乱”等专项行动，川渝亲
如一家。

这不，去年4月，荣昌在全国水系连通
及水美乡村建设试点项目中，对川渝交界
的渔箭河9公里河段进行了整治，河对岸
隆昌市普润镇斑竹林村7公里河堤也在整
治范围内。

清淤、疏浚河道，在岸坡修护脚、种
植水生植物和岸坡绿化，在两岸建巡河
步道……施工队在整治河道的过程中，还
帮助两地村民修补田坎、扩宽人行便道，渔

箭河变得更美了。
“河床宽了，河堤稳了，两岸种草坪、栽

绿植，修步道，村民的生活环境改善了，出
行也方便了。”斑竹林村党总支书记吕凤贵
告诉记者，在河道整治过程中，荣昌区还在
界河上新建（修复）了6座桥（堰），其中3
座为川渝互通共享，原本亲如一家的两地
村民往来更方便了。

6月12日，记者在位于隆昌斑竹林村
和荣昌抱房村之间的平桥看到，这座桥全
长38米，桥面宽3.5米，挂着川渝牌照的小
轿车、农用车正络绎不绝地从桥上通过。

荣昌区水利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平桥所在地过去是渔箭河上的一个拦河
坝，在渔箭河河道整治中，荣昌区原计划只

对拦河坝进行整修。但居住在两岸的川渝
村民反映，连接两岸的只有一座修建于上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行桥，车行要绕上好
几公里，十分不便，希望能为两地村民修座
车行桥。于是，荣昌区对整修拦河坝方案
进行了补充完善，集桥（堰）功能于一体的
平桥便这样修起来了。像这样的川渝“连
心桥”，在7公里共界河道上共有3座，方
便了两地村民互通往来。

感念川渝一家亲带来的便利，近日，斑
竹林村村民写了封感谢信，托吕凤贵送到
了荣昌区水利局。信中这样写道：“我村与
荣昌毗邻村的渔箭河段焕然一新，村民幸
福感不断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真正让川渝两地亲如一家。”

川渝共治跨省河流

界河两岸村居环境焕然一新

本报讯 （记者 郑三波）6月8日，来自重庆高速集团
消息称，该集团打造了重庆高速公路“一键救援”数字化平
台，实现了和全市高速交巡警数据共享，以解决车主电话报
警时对救援地点描述不清楚、定位不精准，影响救援速度的
痛点。

6月8日上午，四川籍车主谢安驾驶货车行驶至G50
沪渝高速垫江至长寿段时，轮胎突然漏气，急需救援。他
通过重庆高速ETC微信公众号“一键救援”平台，快速定
位。几分钟后，救援车辆通过精准定位，立即赶往目的地
施救。

据介绍，“一键救援”平台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快速
报警、精准救援”，车主通过重庆高速ETC微信公众号的

“一键救援”功能发出救援信号，救援信息和准确定位会
立即传输至救援系统后台。

目前，该平台已和全市高速公路交巡警实现数据联通。
今后，如在高速公路上遭遇交通事故，可通过平台报警，高速
交巡警便可快速到达现场进行处置，防止二次事故发生。

重庆高速推出
“一键救援”数字化平台

与交巡警信息实现共享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6月11日，
记者从两江新区获悉，为助力“满天星”行
动计划走深走实，两江新区日前出台《重庆
两江软件园产业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将规划面积为13平方公里的两江
软件园，打造“一园三区多点”的产业空间
布局。

“一园”即重庆两江软件园，是两江新
区软件产业发展核心区，承载着推动新区
乃至重庆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任。
“三区”指两江软件园分为A、B、C三个

区域，每个区域布局不同发展重点不同，将
实现形成亮点突出、优势各异的发展格局。

“多点”意味着两江新区要在礼嘉智慧

园、龙盛汽车软件产业园、两江智能软件产
业园、中德（水土）智能制造产业园等区域，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人工智能、车路协
同、工业互联网、智能机器人等领域，推动
软件和信息服务业集群发展。

《规划》提出，两江新区将围绕“强链延
链”，重点推进新兴平台软件、数字内容等优
势产业提质增量；围绕“强链建链”，着力推
动工业软件、智能网联应用软件、集成电路
设计、信息安全等领域实现突破。

助力“满天星”行动计划

两江新区将建“一园三区多点”软件园

⑦

6月7日，李世飞（左一）和学生正在作业场地做无人机起飞前安全检查。
记者 刘冲 摄/视觉重庆

6月12日，巴南区花溪河湿地公园，
曾经的滩涂荒坡变成了美丽公园。

近年来，巴南区深入开展入河排污口
排查整治工作。截至目前，长江沿线巴南
段 188 个入河排口一级监测溯源工作全
部完成，其中，181 个入河排口完成了整
治工作。预计到 2025 年底，完成长江干
流排污口整治，并建立健全科学、规范、高
效的排污口全过程监督管理工作机制。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巴南：
整治长江沿线
入河排口

□张燕

巫溪何财明，经营着一家鞋厂，为了
拓宽销路，他学习直播技巧，坚持 3 个月
等来了销量爆单；大学生袁滨，将短视频
作为推广平台，为猪场 2000 多头猪找到
了销路；村干部冉俊，积极推广“何家岩云
稻米”小程序，借力“云认养”为村里卖出
了稻米，也带来了游客……

这一组人物，是本报系列报道“新农人
玩转新农具”里的主角。他们的经历，让我
们开始深入思考：如何在乡村振兴中用好

“数字化”这个乘数变量，让手机成为“新农
具”，大数据成为“新农资”，网络带货成为

“新农活”？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

区于一体。这样的市情，一再提醒我们：
建设新重庆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
最大的潜力在农村。挖掘农村潜力，要找
准方法，做到事半功倍。

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是今年
中央一号文件中的重点工作。今年3月，
重庆发布《关于做好二〇二三年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实施意见》，其中反复
提到了与“数字”相关的部署——建设数字
农业电商直播产业园和农副产品直播基
地；积极推动乡村数字化建设；深入实施数
字乡村发展行动；探索开展数字赋能乡村
文明实践工程……

“数字”二字，如此频繁地出现，本
身就释放了一种强烈的信号：农业农村
现代化，必须是数字化的现代化。数字红
利，正在借力互联网，依托电商平台，下沉到田间地头，赋
能产业振兴，充实农民腰包，开拓乡村振兴新路径。

早在2020年，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开展国家数字乡
村试点工作的通知》，重庆就有5区县成功入选。今年，全
国数字乡村试点终期评估报告出炉，重庆市5个试点地区
数字乡村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总体上在全国处于领先水
平。利用数字技术打通生产、流通、销售环节，借势而起，顺
势而为，巴渝乡村振兴迈出了数字化的坚实步伐。

如今，荣昌区打造国家级生猪大数据中心，充分调动生
猪全产业链数据资源，塑造生猪产业数字化发展典型；巴南
区打造“巴小智”乡村治理数字化平台，聚焦乡村安全、乡村
综治、平安乡村建设，形成“四联共治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模
式先进经验……从靠“天”吃饭到靠“数”收获，数字化带来
的积极变化，正在广袤的农村持续发酵。

数字化，是赋能农业、农村、农民全面发展的一个突破
口。一方面，要从硬件入手，尽快补齐农村数字基础设施短
板，加快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化应用发展，提
升千兆光纤、4G、5G网络农村覆盖范围和质量；另一方面，
数字乡村，终究是人来建设，因此，要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
技能培训，打造一支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
民，为乡村振兴提供源源不断的智力支撑。

一根网线、一部手机、一次直播……电商赋能，产销衔
接，网络消费场景下沉到乡村，村民的劳动成果搭上“数字
快车”，走向更广阔的市场。重庆要从众多探索实践中汲取
宝贵经验，提炼出数字乡村建设有效方法，并广泛推广，让
巴渝乡村都插上数字化翅膀，一路飞向现代化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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