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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重庆市工程勘察设计大师”
为重庆城市提升和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山城重庆，不仅美在巴山渝水，更美在
城市风貌——轨道交通穿楼跨江，桥梁隧道
飞天入地，地标建筑引人入胜，园林景观串
珠成链，共同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
丽家园。

美丽山城一个个重点项目拔地而起，为

山城人民不断增进民生福祉的背后，离不开
勘察设计人倾注的努力与汗水。勘察设计
行业包括从岩土勘察到工程设计，从市政到
建筑，从路桥隧到水暖电等各个专业，是提
高工程建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的重要因素。

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
民”的重要理念，近年来，以勘察设计大师
为代表的行业高质量人才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大精神，更加主动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努
力运用新理念、新技术、新实践为重庆城市

提升和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今日，9位第六届“重庆市工程勘察设计

大师”围绕专业领域和从业经历，为勘察设
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新重庆城市功能与品质
再提升、再升级建言献策凝心聚力。

重庆市城市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王岳：

从业规划建设30
年，创新开展重庆空
间 规 划 体 系 构 建 研
究。近几年带领团队
致力于生态文明建设
实践创新，率先将城
乡规划延展为谋划、
策划、规划、计划“四
划协同”；凝练出“乡
野化”理论，集成创新
生态修复规划设计关
键技术；融合规划、生
态、景观、建筑、室内、
艺术等全要素设计，
打通绿色建筑“规建
管运”全生命周期。
秉承的规划设计宗旨
是：为美丽中国“装芯
片”，为美好生活“开
模具”。

重庆市勘测院
冯永能：

为重庆“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建设
护航，是我们所有城
市 勘 察 设 计 工 作 者
的 使 命 。 我 们 团 队
首 次 提 出 并 构 建 的
山 地 城 市 综 合 勘 察
技术体系，以及多源
数 据 与 多 方 法 集 成
的 岩 土 工 程 分 析 评
价技术体系，可以有
效 解 决 重 庆 地 区 地
下隧道开挖、地质灾
害 防 治 等 工 程 技 术
难题。此外，我们还
建 立 了 城 市 工 程 勘
察信息化技术体系，
为 重 庆 特 大 山 地 城
市 工 程 建 设 安 全 作
出了贡献。

重庆大学建筑规
划设计研究总院
有限公司杜春兰：

脆弱的生态环境，
厚重的人文脉络，集约
的空间布局，成为山地
城市景观规划设计的
助力和制约。重庆要
在国土景观规划中注
重山水风景营建、景观
遗产廊道构建；在中观
尺度景观规划设计中，
注重户外公共空间与
城市设计的融合和统
筹考量；在典型地形
（段）的设计中，注重在
地性景观设计和生态
修复等，从而构建山-
水-文、城-乡-野一体
化的山地宜居城乡风
景线。

招商局重庆交通
科研设计院有限
公司吴梦军：

近年来，我们积
极将重庆公路隧道科
研成果和工程经验形
成标准规范，极大推
动了重庆技术、重庆
经验走出去。

重 庆 以 桥 都 闻
名，让公路隧道成为
重 庆 工 程 设 计 新 名
片，要在绿色、智慧、
耐久、韧性等方面加
强 新 技 术 研 发 与 应
用，提升建管养技术
水平。要加强领军人
才或领军团队培养与
引进，提升行业影响
力 。 要 通 过 学 术 会
议、媒体宣传、高端论
坛等多种形式，推广、
宣传重庆隧道、重庆
技术。

中机中联工程有限
公司吴蔚兰：

可再生能源与建
筑一体化蓄能调温耦
合技术可提高可再生
能源利用效率和室内
环境品质。我们坚持

“绿色、低碳、节能”设
计理念，在重大国土
空间规划的同时引入
能源规划，围绕夏热
冬冷地区超低能耗建
筑 关 键 技 术 实 施 攻
关，提升超低能耗建
筑技术和产品在建筑
工程中的拓展空间，
促进城市建设绿色转
型，提高产业发展质
量效益，培育新经济
增长点，为促进全市
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
撑。

林同棪国际工程
咨询（中国）有限
公司陈晓虎：

近年来，我们在
澳门澳氹第四条跨海
大桥设计中，690MPa
及 500MPa 级高强钢
材普遍应用于大桥上
部结构，降低大桥用
钢量约 1 万吨。在南
京绿都大道跨秦淮新
河大桥项目中，降低
了大桥自重约40%，碳
排 放 量 直 接 节 约
30%。这 2 个项目大
部分的构件都在工厂
内完成，工业化率达
到80%以上，是真正意
义的工业化产品。

将传统的桥梁结
构做得更安全、更耐
久、更绿色、更美观，
我们对未来的工程建
设和人居环境充满着
期待。

中冶赛迪集团有
限公司胡朝晖：

钢结构建筑抗震
性好、安全系数高，
享有“绿色建筑”的
美誉，特别适合于设
计标准化、生产工程
化、施工装配化、装
修 部 品 化 和 管 理 信
息化的要求，是建筑
工 业 化 的 重 要 实 现
形 式 和 重 要 发 展 方
向。钢结构（包括混
合结构）在超高层建
筑、大跨度钢结构、
大型工业厂房、大跨
度 市 政 桥 梁 中 得 到
了越来越多的运用，
今 后 钢 结 构 住 宅 等
也会越来越多，将有
利 于 重 庆 市 建 筑 业
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铁长江交通设
计集团有限公司
祖福兴：

重庆因水兴市、
因港兴城，建成了以
果园港、新田港、龙头
港为主的枢纽型港口
集群，形成了以长江、
嘉陵江、乌江为骨架
的高等级航道网，全
市 90%以上外贸物资
通过水运完成，水路
货物周转量占综合交
通64%，显著降低了综
合物流成本，有力助
推了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 圈 等 国 家 战 略 实
施。

我们将创新山区
河流通航与大落差深
水筑港技术，在加快
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建
设、形成大通道和构
建大枢纽中展现新的
作为。

中煤科工重庆设
计研究院（集团）
有限公司薛巍：

新时代的城市更
新考量的不仅是物理
空间，更要梳理挖掘
城市内涵。要以人为
本，完善城市功能配
置，提升市民生活品
质，传承城市文化基
因，提升城市社区的
活力、魅力。同时，树
立“山水城市”的营城
理念，城市建筑空间
要与城市生态本底和
谐统一，绿色的山地
界面、共享的滨江空
间和人本的建筑群落
三者要有机融合、和
而不同、特色鲜明。

刘茂娇 陈钰桦

□本报记者 栗园园

10月 10日，“高质量发展
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来到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华溪村。

一到现场，华溪村村干部就
“晒”出一桌用华溪村特产制成
的加工产品：蜂蜜柠檬水、黄精
果脯片、黄精面条、黄精茶……
采访团成员纷纷围上去观看，并
向村支书王祥生了解华溪村近
年来的产业发展情况。

“习近平总书记来的时候，
就是我汇报的黄精产业发展情
况。当时他问我产业选准了没
有，我说选准了。现在我们第一
批种下的黄精苗已经在收获了，
加工产品越来越多，产业链越来
越长，产业发展得越来越好，乡
村振兴路越走越宽！”王祥生自
豪地说。

2018年，中益乡产业结构
开始深度调整，但在起步阶段，
大家没有什么经验，发展的产业
大多失败了。

中益乡紧急调整产业布局，
经过外出考察和邀请专家论证，
确定了蜜蜂、黄精、黄连3大主
导产业，辅以桃子、蓝莓、李子等
精品果业，为农文旅融合做配
套。

路子选对了，发展的步子迈
开了。如今，华溪村黄精种植面
积已从220亩拓展到730亩，还
布局了面积10亩的黄精育苗基
地。

经过近几年的精心管护，如
今，华溪村集体首批栽下的220
亩黄精已经开始收获。

采访当天，部分村民正在地
里挖黄精。“看嘛，这黄精长得
好，大丰收！今年市场价是每斤
12元，我手上这一块就值一两
百元！”“现在亩产差不多有
5000斤的样子，村集体按每亩
每年800元付给我们土地管护
费，卖了黄精还有 20%的分
红！”大家手拿农具，一边忙活，
一边笑着表达丰收的喜悦。

“我从村集体返包了7亩黄

精管护！”村民陈朋说，由于自己
不断提高管护技术，还成了技术
小组长，“村上现在把集体的部
分也交给我管理，又能得一笔务
工费！”

王祥生说，正是在返包制的
激励下，村民发展产业积极性提
高，管护水平也不断提升，黄精
才能长得这么好。

“除了黄精，村上还发展有
中蜂、木瓜、黄连等产业，去年村
集体经济总收入达201万元，较
2019年增加23%，脱贫人口年
人均收入达19415元，较2019
年增加34%。今年，我们成为
重庆唯一入选全国农村集体经
济发展村级典型案例的村。”王
祥生说。

为了进一步提升产业效益，
近两年华溪村还不断在黄精产
业链上“做文章”。这才有了此
前记者看到的那一桌加工产品。

“以前我们花钱买苗子，现
在自己育苗，1 株就能卖 1 块
钱。”王祥生说，在种植端，村里
新建了黄精育苗大棚。截至目
前，黄精种苗总销售额已达
64.46万元。

在加工端，通过与西南大学
药学院等科研机构和企业合作，
陆续开发了黄精茶、黄精果脯、
蜂蜜等产品。2021年，又吸引
在食品加工行业打拼多年的郭
骐瑞，在华溪村建起了黄精面条
加工厂。

去年9月，黄精面条加工厂
正式投产。在重庆海关的帮助
下，当月就有540箱、8100公斤
优质“中益黄精面”出口到澳大利
亚、新加坡和南非，首次走出了国
门。截至目前，“中益黄精面”已
经出口到11个国家和地区。

“现在澳大利亚、加拿大等
国客商还来回购我们的黄精面
呢！”郭骐瑞说，黄精除了做加工
产品，还可以开发黄精宴，“我已
经在村里建了黄精食府，也对接
了一些大厨，准备用我们的黄精
做黄精宴，同时开发黄精炖鸡等
预制菜品。”

产业链更长 致富路更宽
石柱华溪村黄精大丰收

□程正龙

重庆高质量发展，“高”在哪里？
上周，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高质

量发展调研行”主题采访活动走进重
庆。人民日报社、新华社、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求是杂志社、光明日报社、中新
社等央媒记者组成的采访团，深入城市
乡村、山区库区、园区港口，听民声、察
实情，探寻重庆推动高质量发展背后的

“密码”。
在几天的采访调研中，央媒采访团

的足迹涉及我市16个区县，行程逾2000
公里。那么，央媒采访团看重庆，到底看
到了什么？

一

看到了重庆崇尚创新，“第一动力”
劲头更足。

“‘重庆智造’创新能力令人刮目相
看！”让央媒记者发出如此惊叹的，是长
安汽车一大波硬核“黑科技”。坐进驾驶
位，座椅可自行调整到舒适位置；驾驶途
中，车速可实时投影在挡风玻璃上；点击
手机按键，无人驾驶车辆可自动停泊至
车位……这些智能化功能的实现，离不
开企业在科技创新上的持续投入。

永川区已实现全域1576平方公里、
1385公里双向道路自动驾驶开放测试
和示范运营；西部智联暨李克强院士工
作站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车路
云一体化“中国方案”加速落地；搭载重
庆生产的“刀片电池”的新能源汽车，续
航里程已突破700公里……

不只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
的热潮，在巴渝大地各行各业竞相涌动。

西南铝为“神舟”飞船、“长征”火
箭、C919大飞机等重点工程提供关键
技术装备；重庆华峰攻克己二腈关键技
术，实现尼龙66的国产化量产；重庆芯
迅通研发出全球首款最小尺寸的5G通
信模组……创新，已成为推动重庆高质
量发展的“制胜法宝”。

二

看到了重庆注重协调，“内生特点”
特色更明。

10月13日，成渝金融司法协同中心

揭牌成立。这是成渝金融法院服务高质
量发展的又一生动注脚。

除了金融司法之外，重庆成都双核
在更多领域联动联建，成渝地区一体化
发展步伐加快。

成渝中线高铁建设“进度条”不断刷
新，大足至内江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川渝
石窟寺保护传承与科技创新项目提前完
成年度目标任务……重庆正联动四川打
造区域协调发展“第四极”，为国家区域
协调发展大局提供战略支撑。

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
库区于一体，乡村振兴是现代化新重庆
建设的重点。

被称为“天坑村”的巫山县竹贤乡下
庄村，凿通与外界联系的“出山路”后，又
探索培育出乡村旅游、柑橘产业等助农
增收的“致富路”，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
新动能。

补短板、强带动、促融合，今年以来，
重庆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积极探索一条具有重
庆特色的城乡融合推动山区库区现代化
和“三农”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三

看到了重庆倡导绿色，“普遍形态”
底色更亮。

重庆是长江上游生态屏障的最后一

道关口，坚持守护好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

在巫山县，“水医生”监测水质变化
情况，为环境管理决策提供大量的数据
支撑；“清道夫”蹲点拦截打捞清理漂浮
垃圾，不让一点垃圾漂出重庆。

在梁平区，拆除湖边各类违章建筑，
取缔各类养殖场30余处，湖畔积雨面积
内不准修养殖场等一系列保护湿地的

“减法”，让双桂湖国家湿地公园成为“候
鸟天堂”。

在北碚区，当地政府在加强缙云山
生态保护的同时，将传统的农家乐包装
升级为独具巴渝风情的民宿集群，越来
越多的村民吃上了“生态饭”。

……
重庆一体化推进治水、治气、治土、

治废、治塑、治山、治岸、治城、治乡，生态
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月至9月，长
江干流重庆段水质保持Ⅱ类，74个国控
断面水质优良比例达到100%；前9月，
重庆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累计达到245
天，“重庆蓝”成为常态。

四

看到了重庆厚植开放，“必由之路”
联通更广。

重庆，是一座将“开放”深深刻进基
因的城市。

重庆果园港码头，港口岸桥运转不
停，集卡车来回穿梭；沙坪坝区团结村中
心站“国际范”十足，一边是运载着全新
整车的班列从德国运抵，一边是装载着
国产新能源汽车的集装箱等待“出海”；
位于江津区的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放
眼尽是层层叠叠的铁路到发线、龙门吊、
集装箱，一派繁忙……

得益于东西南北四向联通、铁水公
空四式联运叠加优势，重庆成为全国唯
一兼有水、陆、空、生产服务、商贸服务

“五型”国家物流枢纽的城市，从曾经的
开放“末梢”，跻身开放“前沿”，在西部地
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重庆开放大门越开越大，国际影响
力越来越大。2022年，重庆与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贸易额达到3331.4
亿元。目前，已有319家世界500强企
业“拥抱”重庆。

五

看到了重庆推进共享，“根本目的”
红利更多。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的现代化。重庆以惠民有感为工作导
向，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
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计划，让老百姓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过上幸福生活。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头镇陶然居瓦
屋小寨，带动周边400余群众年收入增
速达15％，提升了乡村“美丽指数”和群
众“幸福指数”；“中国榨菜之乡”涪陵区，
按照“保底分红+工资收入+收益二次分
配”的方式，带动16万余农户60余万人
增收致富，全区菜农人均榨菜纯收入
3000元以上。

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
的事。稳就业扩岗位、建设“劳动者港
湾”示范点、新增小微停车场……重庆着
力解决好同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居住、
就业、环保等现实利益问题，扎实推进共
同富裕，更好地惠民富民安民。

一个充满活力、前景美好、未来可期
的现代化新重庆，正阔步向前。央媒采
访团透过一条条清晰的思路举措，一个
个生动的基层实践，一项项有益的经验
探索，触摸重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脉动，
为重庆点赞喝彩。

足迹涉16个区县，行程逾2000公里——

央媒集中探寻重庆高质量发展“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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