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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左黎韵

深冬时节，歌乐山上的市林科院竹
类种质资源收集圃，一丛丛竹林郁郁葱
葱，满坡的翠绿在微风中摇曳，沙沙作
响。

温室大棚里，市林科院工程师童龙俯
下身子，察看着绿竹幼苗的长势，“运用我
们自创的丛生竹工业化育苗法，竹种2至3
年就能长两米高，幼苗存活率在90%以
上。”

今年6月，该项技术经过国家知识产
权局审查，已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童龙今年35岁，2014年林学专业研
究生毕业后进入市林科院工作，从事竹
类资源的收集与创新、丰产技术栽培推
广等工作。短短 9年时间，他就取得国
家发明专利8项、实用新型专利4项，平
均每年获一项发明专利，解决了竹子在
育苗、造林和高效培育等方面的系列技
术问题。

自创丛生竹工业化育苗法
竹子繁殖速度提高10倍以上

“刺黑竹，竿节呈暗紫色，用途以鲜笋
采挖为主；金佛山方竹，竹竿近方形，主要
生长在大娄山山脉一带……”从各种竹子
的形态，到分布、用途，童龙如数家珍。“每
一株竹子都好似一件工艺品，大自然赋予
了它们不同的纹理和图案。”童龙觉得这是
竹子最奇妙的地方。

川渝地区是我国竹子的主要适生区，
目前，在我市境内生长、培育的竹种就有
200多个。刚进市林科院，童龙就参与了
全市竹类种质资源普查工作。整整两年，
他和团队走遍了我市各个区县，将那些生
长在深山里、保留在农民手中的古老地方
品种和珍稀野生竹种资源收集起来，完成
标本采集186份，摸清了“家底”。

自然界里，竹子一般通过地下根茎系
统繁殖，要3—5年才能成林。“尽管竹子的
繁殖速度很快，但在上千亩的大面积国土
绿化项目中，这样的速度还是有些跟不
上。”童龙说。

为了实现竹苗快繁，童龙带领团队自
创了丛生竹工业化育苗法，利用丛生竹的

竹之节段进行育苗，而后再移植造林。
这并非易事。童龙设置了30多个样

本，按照竹枝节段选取、竹枝节段分割、竹
枝节段处理的不同，进行了跟踪记录，测试
水分条件、基质制备、基质配比等对竹枝节
段育苗的影响，把样本中存活率高、生长速
度快的鞭段选出来，形成一套完整的竹鞭
埋鞭育苗体系。

“和自然繁殖相比，我们能将繁殖速度
提高10倍以上。”童龙自豪地说，今年6
月，这一工厂化的扦插繁育技术正式获得
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研究适应山地的双层覆盖法
竹笋提早上市带动笋农大幅增收

为了让更多林业科技成果在田间地头
“生根发芽”，多年来，童龙扎根山林，参与
建设各类竹种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总面
积达6800余亩。

丰都三建乡，伴随着阵阵山风，七八名
工人挥舞着锄头，为雷竹林锄草施肥。

2021年，童龙作为产业指导组成员被
选派到三建乡驻村，彼时，三建乡正在大力
发展雷竹产业。每年雷竹出笋时节，正赶
上全国春笋批量上市，因为市场饱和，村民

们为了保本，常常要贱卖雷竹笋。
有没有办法提早上市，让农民不吃

亏？童龙想到了竹笋覆盖技术。
这项技术最早起源于浙江。为适应重

庆丘陵山地地形，童龙在样地里对技术进
行了多次改良，最终自创“砻糠+稻草”的
双层覆盖法，通过微生物在分解有机覆盖
物过程中产生的热量提升土壤温度，再配合
土壤、水分、养分等集约管理，达到提早出
笋、延长笋期的目的。“与原始技术相比，我
们增加了有机物的覆盖量，这就好比给竹林
地铺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即使遇上低温寒
冷天气，竹笋也能自然生长。”童龙说。

2022年12月底，首批运用双层覆盖
技术栽种的雷竹陆续出笋，比正常生长期
提前了三个月。这一年，三建雷竹笋率先
抢占冬笋市场，单斤收购价最高时卖到了
20元，带动笋农年收入大幅增长。

攻克保鲜技术难点
麻竹叶制成食品包材出口海外

竹子浑身是宝，竹根、竹竿、竹梢、竹
叶，甚至细碎的竹屑、锯末，都能作为生产
原料，加工成各种竹产品。但是目前，我市
竹产品加工企业比较单一，主要以休闲即
食食品加工为主。

“‘以竹代塑’是发展趋势，将开辟竹制
品加工新赛道，成为重点发展的低碳产
业。”童龙说，早在2018年，他便与团队一
起致力于研究一种利用麻竹叶加工替代粽
叶的新型工艺。

麻竹是我市栽种的主要竹类品种之一，
相比粽叶，麻竹叶产量高，采摘成本低，是替
代塑料作为食品包装材料的不二选择。

当时，国内还没有从事类似研究的先
例，童龙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新鲜
的麻竹叶色泽翠绿，如何对它进行保鲜处
理，成为技术难点。通过大量的资料查阅和
实验，童龙发现，可以利用铜离子对生物酶
的抑制作用，防止麻竹叶发生褐变，从而达
到护色保鲜的作用。在此基础上，他又运用
超低温冷冻处置、电化学处理等前沿技术，
将麻竹叶的保鲜期延长到3—6个月。

2018年，这项技术获得国家知识产权
局颁发的发明专利，并在荣昌多家竹制品加
工企业推广。目前，仅荣昌区双河街道每年
就要加工4000吨麻竹叶，这些制作成食品包
材的麻竹叶还漂洋过海，出口越南、韩国、
日本等国，带动了荣昌麻竹叶相关产业发展。

人物名片

童龙，1988年5月出生，重庆市
科技特派员，现任重庆市林业科学
研究院工程师。

作为我市林业系统的青年科研
工作者，童龙主要从事竹类资源的
收集与创新、丰产技术栽培推广等，
先后主持或参与20余项科研课题，
承担80余项科技服务项目；建立各
类竹种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总面
积达 6800 亩。他曾获省部级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1项、国家发明专利8
件、实用新型专利4件、外观设计专
利2件、软件著作权3项，选育市级
良种 3 个。多年来，他用脚步丈量
大山，带领团队走遍了全市38个区
县，绘制出重庆竹类种质资源分布
图，确认保存了一批区域性的竹类
种质资源。

□张燕

奋斗，拥有直抵人心的力量。
近日，本报开设“新重庆奋斗者”专栏，讲

述各行各业赶路人——大山最深处，毛相林
带领村民，从凿绝壁到谋振兴，关关难过关关
过；工厂车间里，文娟把焊枪当作绣花针，“编
织”出桥梁和城市的钢筋铁骨；科研赛道上，
刘汉龙院士从事“地下工作”30多年，为软弱
土“强筋骨”，为国家重大工程强基……

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如同一束束光，照
亮新重庆的一个个角落。

人们常常把“相信光”挂在嘴边。什么
是光？劳动者手上的老茧，是值得致敬的

“光”；科研者攻坚的决心，是值得追寻的
“光”；企业家克难的勇气，是值得呵护的
“光”……当一束束光，穿透云层照向大地，
万丈光芒与巴山渝水交相辉映，我们的心
依然为奋斗者而澎湃。

奋斗，是一个国家的力量源泉，是一座
城市的鲜明底色，更是每个人追求美好未
来的现实路径。

这些天，我点过外卖，坐过网约车，走
访过企业，也逛过热闹的夜市。不息的车
流里，交警们站得很直，外卖小哥和我擦身
而过。我和两江数字经济产业园的一位渝
漂，相约去夜市品美食、聊人生，他说，“我
打算留在重庆，公司要上大项目，我也想努
努力升职加薪”。

他憧憬未来时，眼中光芒四射。我知
道，常怀激情的人，心中有梦；常怀梦想的
人，脚下有路。每一个奔跑的身影，都在讲
述奋斗者骨子里的不服输、不认输，都在诠
释这座城市披荆斩棘、昂扬向上的精气神。

这让我想起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考察
时，在一家企业的智能制造生产区，向围拢过
来的企业员工问道：“都有下一步去努力奋斗
的目标吧？”当时，大家坚定地回答——“有”！

一位渝漂，在重庆找到了下一步目标，
这是对一座城市最实在的认可。

这样的认可，是重庆用努力挣来的。
新重庆，正在做强“一号工程”，提速“数字
重庆”，迈向“制造强市”，打造“开放高地”，
把国家战略利好变成城市机遇清单，给各

行各业铺展空间，给有志之士提供机会，让
人和城双向奔赴。

最近，重庆将召开国际人才交流大会，
以一座城的名义，发出“英雄帖”。你看，数
字 化 改 革 需 要 懂 技 术 、善 变 革 的 人 ，

“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里需要“龙
头”企业、链长链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十项行动”的每一项都是时代机遇。新重
庆，不仅以自身的奋斗吸引优质企业、各地
人才，也与他们同频共振，让个人事业发展
和城市能级跃升实现双赢。

呵护奋斗的价值，是时代交给每个城
市的命题。新重庆不会辜负每一位赶路
人。全市上下已经形成共识：把事业舞台
搭建好、把制度保障做到位、把干事氛围营
造好，为奋斗者解除后顾之忧，让他们放开
手脚、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干一场、拼一场。

愿每一位拥抱新重庆的奋斗者，都会
拥有美好未来！

新重庆不会辜负每一位赶路人

□本报记者 郭晓静

黄万波是全国最年长的野外考古工作者。今年91岁的他坚持
带队开展第5次对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工作，并坚守一线，每天工
作13小时以上，只为考证亚洲古人类起源。近日，黄万波成为2023
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1954年，22岁的黄万波大学毕业进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研究室（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前身）工作，如今黄
万波与古人类化石已经打了近70年交道。

“初到研究室时，裴文中先生是我的指导老师，他曾在1929年
12月发现了第一个北京猿人头盖骨。”黄万波回忆道，受裴文中先生
影响，他对古人类化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984年，黄万波带领团队来到巫山，在庙宇镇龙骨坡遗址开始
了考古发掘之旅，从此与“巫山人”结下不解之缘。

1985年到2006年，经过3个阶段的系统发掘，黄万波带领团队
发掘出了20余件打制的石制品和一段有2颗臼齿的下颌骨化石，引
起了国内外高度关注。黄万波根据所发掘的化石，经过研究提出了
一系列新论断：“在200—250万年前，巫山龙骨坡就有古人类存在”

“巫山猿人是目前亚洲发现的最早人类”“亚洲最早人类生活在三峡
地区”等。这些成果得到当时著名考古专家贾兰坡的肯定，也动摇了
考古界认为直立人起源于非洲的观点。

2011年到2012年，黄万波第4次对巫山龙骨坡遗址进行了考
古，发掘出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

山村的风吹皱了他的皮肤，常年顶着日头作业让他皮肤变得黝
黑，拿考古铲的手已堆出层层叠叠的老茧。据不完全统计，4次考古
黄万波和团队共发掘采集哺乳动物化石116种、石器1000余件。每
次考古，黄万波都坚守一线，但从不感觉到累。他说：“任何工作都很
累，但只要你热爱这个事业，不断学习、提升，就能出更多成果。”

在正在开展的第5次对巫山龙骨坡遗址的发掘中，黄万波又带
领团队发掘出土了数量可观的石制品和新物种“河狸”化石，不仅
如此，他还弄清了洞穴和遗址堆积分层成因，得到考古界知名专家
认可。

黄万波在古人类研究领域已是成绩斐然，但他依旧不满足于目
前取得的成就。在他看来，考古要走的路还很远。他说，91岁的他，
之所以继续奋斗在考古一线，是为了通过发掘搞清楚“‘巫山人’究竟
是人还是猿的世界难题。”

野外考古工作者黄万波

坚守考古一线 只为考证亚洲古人类起源

□本报记者 周松

“那时候真没想太多，第一反应就是我得出手制止。”12月13
日，回忆起大半年前那惊险的一幕，“00”后小伙吴英杰至今记忆犹
新。

吴英杰2001年出生在新疆乌鲁木齐市，就读于重庆科技大学机
械与动力工程学院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今年3月19日晚上10点过，
吴英杰乘坐地铁一号线从沙坪坝前往大学城，在途经陈家桥站时，坐
在椅子上的何某突然掏出一把小刀，就往旁边女乘客周某扎去。

“我当时站在车门边，离对方大概有两三人远的距离。”尖叫声传
来，车厢乘客被突发状况惊吓，纷纷躲让。就在大家还没弄清楚发生
什么事情时，吴英杰三步跨作两步，冲了上去。他冲到何某面前，用
左臂死死抵住他的脖颈，然后用膝盖顶住他的腿部，顺势用身体压上
去，将其死死压在座位上动弹不得。

“一切都发生得太快了，什么都没来得及想。”吴英杰说，自己当
时的反应全凭本能，只想赶紧把对方控制住，以免其再次伤人。

好在随后有其他群众加入进来，将受伤女子保护起来。列车到站
后有安保人员上车，将行凶男子何某带走并移交给了警方，受伤女子
周某也被及时赶来的120急救车接走治疗，因救治及时，脱离了危险。

“事后想起来还是有点害怕。”当天，吴英杰继续乘车回到学校宿
舍，室友听说这件事后，都向他竖起大拇指。

事后经查，何某因患有精神疾病，当时发病随机伤害他人。吴英
杰说，他从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勇敢，但当事情真正发生在自己面前的
时候，就能激发出内心的勇敢。

7月3日，中央政法委发布2023年第二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吴
英杰被评为见义勇为勇士，他的故事也被广大网友所熟知，引得大家
连连称赞。

“罗翔老师说过，当命运之神把你推向勇敢的时刻，希望你能像
你想象中那样勇敢。”吴英杰说，他很高兴，自己成为了心目中那个勇
敢的人。

见义勇为青年吴英杰

地铁上男子持刀行凶 他挺身而出将其制服

2023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重报时论

市林科院林业工程师童龙从事竹类资源的技术创新，9年来平均每年获一项发明专利——

他让竹子长得快、卖得好、更值钱

童龙（右）正在野外考察竹林长势。 （受访者供图）

政策性金融活水涌流精准滴灌民营经济茁壮成长

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
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今年以来，北碚区金融
发展中心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金融
工作会议决策部署，紧紧围
绕市委、市政府金融工作安
排，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
调，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强
引领、补短板、“划重点”3方
面支持作用，切实提升区域
金融服务能力，精准推动区
域民营经济做优做强。

2023年前三季度，北碚
区 本 外 币 存 贷 款 余 额
2001.5亿元，民营企业贷款
余额 170.5 亿元；制造业中
长期贷款余额92.2亿元；普
惠 型 小 微 企 业 贷 款 余 额
171.3 亿元，贷款平均利率
3.68%；支农支小再贷款平
均利率3.91%。

北碚区

强引领 推动企业改制上市

今年2月，位于北碚区蔡家智慧新城的一家
“新基建”企业传来好消息：即日起，重庆广仁铁塔
制造有限公司正式改制为重庆广仁能源装备股份
有限公司。这个始建于2008年的公司，历时15年
在电力行业聚焦实业、做精主业，终于厚积薄发，迈
出了企业改制上市的重要一步。

这背后，是北碚区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强引领
作用，推动优势企业改制上市的努力。据悉，北碚
区不仅支持广仁铁塔完成股份制改造，还推动企业
在产业引导母基金投资后9个月成功引入新一轮
社会资本投资6800万元，持续为企业推进IPO提
供帮助。

“上市公司发展情况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地区经
济发展真实水平。”据北碚区金融发展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今年，北碚区依托支持企业改制上市沃
土计划和专项培育机制，对重点培育拟上市企业开
展针对性走访，召开专题推进工作会，切实解决企
业上市过程中的历史沿革、引入战投、土地处置等
问题。

如依托“部门+镇街”快速会商机制，帮助顺多
利机车完成历史沿革瑕疵问题确认，优化企业上市
挂牌财政扶持资金“一对一”线上预审通道，3个工
作日快速兑现联昶科技挂牌区级财政奖补资金25
万元；成功推荐联昶科技、顺多利机车2家企业申
报纳入市级拟上市企业储备库；推动深交所重庆基
地专家对银河实验仪器、斯太宝科技等后备拟上市
企业开展走访调研和专项辅导，帮助企业合规合理

制定改制上市计划。
截至目前，北碚区A股上市企业累计达到6

家，居全市第3位；A股上市民营企业数量累计达
到4家，居全市第3位。区级拟上市挂牌企业储备
库企业17家，市级重点培育拟上市企业7家，形成
区级拟上市企业梯队逐步立体，市级重点培育拟上
市企业新增有序，全区企业改制上市工作稳中有进
的良好局面。

补短板 提升金融服务效率

近日，由北碚区工商联、区金融发展中心、区商
务委、区经信委、区科技局、北温泉街道办事处、北
碚稠州村镇银行联合举办的2023年北碚区北温泉
街道政银企对接交流会成功举行。本次交流会围
绕“强化金融惠企 推动企业发展”主题，为政银企
搭建三方联动、互惠互利、共谋发展的合作平台，区
内30余家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

促进企业融资，要解决融资中的信息不对称难
题。为补齐这一短板，2023年，北碚区制定“强化
金融支持，服务企业发展”12场政银企对接活动总
体方案，以契合企业需求为基础、以解决现实问题
为导向，分行业、分专业、分园城逐月举行。今年以
来，先后举办包含银税互动、知识产权、专精特新、
产业引导基金、转型升级等特色主题政银企对接活
动12场，吸引区内18家银行业金融机构和超过
300家中小微市场主体主动报名参与，累计撮合新
增信贷投放9.92亿元。

与此同时，北碚区金融发展中心主动联系企业

直通车、“企业吹哨，部门报到”、拟上市挂牌企业培
育等机制，牵头走访区内民营企业29家，累计解决
企业融资类、政策咨询类、引入战投、历史沿革等实
际问题15项。

值得一提的是，北碚区坚持以科技创新赋能金
融服务，加快推进数字化金融服务平台迭代升级，
累计加载特色普惠信贷产品达90款，注册用户超
过900家，累计浏览量超过5万次。通过平台助贷
专员“精准助贷”服务，累计帮助区内343家小微市
场主体获得信贷1.82亿元。

“划重点”增强企业获得实效

为强化政策性金融对重点产业、重点群体的倾
斜支持力度，北碚区持续加大“小微企业固定资产
加成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民营企业转贷应急
周转平台”等特色政策性信贷产品投放力度。累计
为26家小微市场主体新增投放“小微企业固定资
产加成贷”1437万元；在原有合作银行农商行北碚
支行基础上，增补农行北碚支行为“小微企业知识
产权质押融资”政策性信贷产品合作银行，进一步
拓展区内科技型小微企业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申贷
渠道；区民营企业转贷应急周转资金平台累计为
28家企业提供转贷应急周转资金5736万元，推动
企业获得信贷7341万元。

今年，北碚区在全市率先推出针对高新技术及
专精特新企业的中期政策性信贷产品，为区内符合
条件的企业提供单笔最长3年期、最高500万元的
纯信用、低成本、可循环政策性信贷支持。7月、9

月和12月，北碚区还通过民营经济综合扶持金融
专项资金三次增补，将风险补偿资金池总额累计增
补至1291万元，信贷投放总额可较原有额度提升
13.24%。目前，北碚区合作银行已累计向淏园环
保、宏美制冷、斯太宝科技等17家企业投放专项增
信贷5250万元，对推动处于转型升级中的区内企
业保持流动性充裕发挥积极作用。

下一步，北碚区将深入贯彻落实中央金融工作
会议精神，重点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
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通过全面加速
推动优势企业改制上市进程、丰富对接模式帮助政
银企多维度相互触达、发挥国有资本在政策性金融
方面助推作用、用活财政性资金撬动重点领域金融
政策“精准滴灌”等具体创新政策性金融举措，为实
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源头活水。

徐一琪
图片由北碚区金融发展中心提供

北碚区成功举办政银企对接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