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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夏日，璧山区健龙镇寨子村一组，
一片面积约 5亩的稻田里，水稻长势
良好。稻田旁的人行便道上，时有村
民来往。

“以前这里是个污水凼，又黑又臭，
我们窗都不敢开。”在村民徐廷群的记忆
里，黑臭的污水凼滋生蚊蝇，偶尔路过都
要掩住口鼻。

那么，污水凼是如何变成稻田的呢？
“我们创新举措，将黑臭水体整治后

的地块交还群众复耕种植水稻，既消除
了农村黑臭水体，又恢复补足了耕地约
5亩。”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赵选亮
介绍，当前璧山区已完成全区29条农村
黑臭水体中27条的治理工作。

复耕还田
黑臭湿地变5亩良田

“寨子村一组的这个污水凼，原本
是块湿地，叫妍雪姿旁湿地。”健龙镇副
镇长刘瑞权介绍，妍雪姿旁湿地上游有
一条场镇雨水排洪沟，部分住户向雨
水管网水篦子倾倒洗衣水、洗碗水等
生活污水，最后流入湿地。此外，湿
地中生长有再力花、鸢尾等水生植
物，由于长期无人打理导致水生植物腐
烂、水体表观偏黑、淤泥沉积，周边群众
反映强烈。

今年3月，璧山区生态环境局和健
龙镇制定了“截污+清淤+复耕”的策略，
对妍雪姿旁湿地黑臭水体进行治理。

“截污是对上游雨污混流水进行拦
截，新建污水截污井一座并配套手自一
体控制阀，将雨水沟中少量的生活污水

接纳进污水管网，从源头消除雨污混合
水外流；清淤是将田块中腐烂的水生植
物全部清除，然后对沉积于田里的淤泥
进行清理，共清理淤泥约30立方米。”刘
瑞权介绍，截污和清淤都是黑臭水体治
理过程中较为常见的手段，而将整治后
的地块复耕还田，则是综合考虑地块的
实际情况采取的创新举措，“如果还是用
作湿地，缺少管护主体，时间一长植物腐
烂，还是会出现黑臭；此处地块平整且土
壤肥沃，很适合农业耕作，且紧挨着居民
区，便于村民管理。”

如今，经过整治，曾经的妍雪姿旁湿
地污染源被截断，已变为5亩良田，田中
水稻长势良好、水体表观已恢复正常，周
边群众对整治结果非常满意。

换填土石
黑臭河塘成休闲好去处

夏日雨后，璧山区三合镇新场村一
组，一处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湿地公园
里美人蕉盛开，睡莲点点，不少村民在凉
亭里休憩。

这里曾是新场村污水处理厂的尾水

湿地，因为自净能力差、水生植物腐烂而
成为一处黑臭水体。

“第一步就是清淤，清除了底泥
2600立方米。”三合镇副镇长游清华介
绍，清淤后，从其他地方拉来1800立方
米的泥土换填入湿地，再补植水生植
物，又加装了650米的围栏，禁止散养家
禽进入。

目前，治理后的湿地水体无刺激气
味和异常颜色，无污水直排、无垃圾乱
堆乱放，水体表面无明显漂浮垃圾和藻
类，水生植物长势良好，已成了一处湿
地公园。

无独有偶，璧山区青杠街道在治理
龙家小河沟青山社区段黑臭水体时，也
采取了在清淤后的河道里换填土石的办
法，消除黑臭水体产生的“温床”。

针对龙家小河沟青山社区段黑臭
水体的实际情况，青杠街道采取“河外
截污、河内清淤、外域调水、生态修复”
的整治方法，维修化粪池4个、污水井5
个，新铺设污水管网89米，截断黑臭污
染源。

在对河道进行疏浚、清淤、除草、拓

宽后，青杠街道又在河道清淤形成的低
洼处填充混凝土或换填土石，并在河道
两侧栽植水生植物，维修及新修人行步
道。经过治理后，如今的龙家小河沟呈
现出水清岸绿的景观风貌，成为周边居
民休闲散步的好去处。

共建共治
建立长效防护管护机制

“在农村黑臭水体治理过程中，我们
还特别注重动员村民积极参与，共建共
治。”赵选亮介绍，比如在治理璧城街道
龙井湾村殷家塘黑臭水体时，璧城街道
充分调动当地村民一起全面排查周边污
染源，找准水体黑臭成因，有针对性地制
定治理方案。

“我们充分发挥村居干部与网格员
的作用，动员村民协助清理岸边垃圾、拆
除鸡棚鸭棚，形成治理黑臭水体社会共
识。”璧城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殷家塘
整治过程中，除了常规的截污、清淤等措
施外，还在水体周边新建围栏、增设警示
标志，并重新修缮取水阶梯，方便群众生
产生活取水，“一系列便民措施赢得了民
心，周边村民和我们签订了村民公约，共
同维护殷家塘水质。”

八塘镇在治理狮子桥农村黑臭水体
过程中，建立了9名镇级河长、18名村
级河长的河长制责任“树状图”，明确责
任区域，同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黑臭治
理，建立长效防护管护机制。

“之前河道上游有不少村民利用河
滩种植了蔬菜，我们就上门做思想工
作。”八塘镇相关负责人介绍，经过劝说，
7户村民主动清除了河滩蔬菜。

在此基础上，八塘镇清理了腐烂水
生植物约500平方米，清淤1410立方
米，改建污水井3处，新建管网约90米，
新建涵洞1处，修建河堤约80米，栽植
河道沿岸植物4种，提升水体自我净化
能力。

复耕还田 换填土石 共建共治

璧山农村黑臭水体变成良田和公园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日前，
记者从第五届国家农产品加工产业科
技创新联盟大会上获悉，国家农产品
加工产业科技创新联盟重庆分委会、
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创新联盟发
布“一网四库”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一网四库”创新资源共享平台由
重庆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创新联盟建
设，具体包括市农产品加工业技术创
新联盟网站和专家资源库、科技成果
库、技术需求库、装备资源库，分别收
录了125项科技成果、338项技术需
求、118名技术专家、565项装备资源。

据介绍，该平台可实现对食品及

农产品加工行业创新资源统一归集、
分类展示、智能管理与综合服务等功
能。同时提供科技成果精准查询、智
能筛选、推介发布、转移转化等一站
式服务，并广泛适用于农产品加工企
业、行业专家、装备制造企业。

平台通过整合全国知名专家、分
类展示先进科技成果、精准收集行业
技术需求、全面展示行业智能装备，
进一步解决行业科技成果转化难、关
键技术攻关难、知名专家对接难、智
能装备选择难等问题，加快推进农产
品加工领域产学研用深度融通，为食
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注
入强劲动能。

助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

重庆发布“一网四库”创新资源共享平台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邱小雅）7月 11日，第25届中
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
（以下简称青洽会）在西宁开幕，重庆
组织了12家渝企组团亮相。看最新
款的“重庆造”汽车，吃现煮现卖的小
面，重庆展示馆成为青洽会上最热门
的“打卡地”。

活动现场，一台崭新的赛力斯问
界新M7 Max焕新版汽车摆放在重
庆展示馆内，很多人排队体验。作为

“重庆造”新能源汽车的代表品牌之
一，赛力斯汽车近年来发展势头迅
猛。“已有三组人预约了试驾。”现场
工作人员介绍。

在重庆展示馆内，最拥挤的地
方要数小面展示区。师傅现场煮

面，麻辣鲜香的味道、食材丰富的浇
头吸引了不少当地市民购买。江小
白“梅见”、永川豆豉、重庆火锅底
料、泡椒凤爪等颇具重庆特色的美
味也亮相青洽会。市商务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些“重庆味道”早已
是重庆的响亮名片，展会现场通过
现煮现卖，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重
庆美食，同时也带动了参展企业的
销量。

今年重庆以“新时代，新征程，新
重庆”为主题亮相青洽会，通过“实
物+图片+文字”相结合的方式展示
重庆的魅力和风采，以图文展现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
道等重大战略举措的成就，扩大重庆
企业的“朋友圈”。

12家渝企组团亮相第25届青洽会
重庆展示馆成热门“打卡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实习生 张予童

“新能源车办理分时电价实惠、
方便，一觉起来电充好了，电费也节
约了。”7月11日，国网重庆市南供
电公司员工来到南岸区双龙路金菱
车世界，向新购置新能源汽车的车主
宣传分时电价政策。

“低谷时段用电量占比越高就越
划算。”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网格
经理李秀华介绍，晚上12点至早上
8点为低谷时段，每度电电费0.36
元，比高峰时段和平段要便宜不少。

“在低谷时段充电，每月可以省
下80块钱左右。”极氪车主蒋翼逸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在问界体验中心，
刚购车的车主张鹏表示，他也了解到
分时电价政策，准备办理。

“居民可以通过‘网上国网’App
线上申请办理，只需三步就可以完成
峰谷电变更。”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
司有关人士介绍，公司专门制作了
《电动汽车“预约充电”设置操作指
南》，里面涵盖比亚迪、长安等11个
主流新能源汽车品牌预约操作方式，
指引不同品牌电动汽车的车主利用
低谷电价时段进行充电。

据了解，国网重庆市南供电公司
近期还将组织员工在南岸区涂山、刘
家坪、响水路、美业路等超级充电站
和电动汽车4S店，宣传迎峰度夏期
间错峰用电；同时，在充电桩安装环
节同步宣传居民分时电价政策，在充
电桩附近张贴低谷充电提醒。

宣传服务进4S店

引导新能源车主办理分时电价
文明用电 科学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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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7日，重庆（忠县）现代农业柑橘
产业园钢结构厂房建设现场，工人正在
紧张施工。

重庆（忠县）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
是重庆市级农产品加工产业重大项目
之一，总投资20亿元，占地500亩，将建
亚洲最大的柑橘分拣车间，计划9月底
前完成建设任务。

产业园主要建设智能云仓快递物流
分拨中心、数字化光电柑橘分拣车间、柑
橘NFC果汁精深加工车间等。此项目
全面投用后，可实现年加工柑橘 50 万
吨、仓储保鲜32万立方米，年产值50亿
元，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通讯员 余鸿 摄/视觉重庆

忠县：

建造亚洲最大
柑橘分拣车间

（上接1版）
上世纪90年代后期，科研人员

发现了一个能够抗青枯病的砧木品
种“托鲁巴姆”。通过将茄子嫁接在
砧木上种植，茄子抗病性能就能大幅
提升。因此，“托鲁巴姆”迅速推广开
来，至今仍是茄子嫁接种植的主要砧
木品种。

“这个砧木品种的出现，几乎颠
覆了茄子的种植模式。”田时炳说，此
前茄子都是用自留种播种种植，此后
嫁接种植的模式就逐渐推广开来。

田时炳说，为了提高嫁接效率、
提高嫁接成活率，2013年，我市还研
究出了一套嫁接技术，获得了重庆市
科技进步二等奖。

“癌症”重来
新砧木选育提上日程

可如今，20多年过去了，“托鲁巴
姆”的抗病性能正日渐退化，茄子“癌
症”又卷土重来。目前，我市30余万
亩茄子，青枯病的田间发病率普遍为
30%至40%之间，严重地块几乎绝收。

“青枯病在种植前期几乎没有任
何发病征兆，往往在挂了果后逐渐开
始枯萎，这时种植户几乎已经投入三
分之二的成本进去了，损失非常大。”
杨洋说。

这一点，种植户闫光伟深有体
会。“要说种茄子，如果没有青枯病，
还是挺赚钱的。”闫光伟说，种一亩茄
子的收益有上万元，除去种苗、人工
等成本，利润能有2000余元，“但只
要发病，利润最多只有1000元。这
几年病情越来越严重，还要亏钱。”

为了对抗茄子青枯病，2016年
前后，市农科院茄科蔬菜团队就开始
新的砧木品种选育。团队成员们在
野生茄子种质资源中寻找高抗青枯
病的材料，开展杂交选育。

“茄子除了青枯病这一重要病害
外，还有黄萎病、根结线虫等，所以砧
木品种选育要兼顾多种病害，提升整
体抗病能力。”杨洋说，经过多年选

育，去年高抗青枯病茄子砧木新品种
“渝茄砧2号”成功通过品种鉴定，成
功将茄子青枯病发病率控制在了
5%以内，同时具有易种植、管理成本
低、嫁接成活率高等特点。

品种选育
茄子有望重回播种栽培

与此同时，市农科院茄科蔬菜团
队还开启了抗青枯病茄子新品种选
育的新方向。这一研究有望使茄子
重回传统播种栽培模式。

“茄子嫁接比较麻烦，目前都是
有专门做嫁接苗的主体，种植户大多
都是买苗子来栽种。”杨洋说，嫁接苗
的价格比较贵，一亩地的买苗成本就
高达800元至1000元。

但如果选育出抗青枯病的茄子
品种，去掉嫁接环节，那种植户一亩
的育苗成本就能节约500元左右，且
还能更省劳动力。

2012年前后，杨洋开始推进这
一研究。她选取了重庆本地消费者
最喜欢的黑紫色棒状茄子品种，与高
抗青枯病的茄子野生种质资源开展
杂交，希望将后者的高抗青枯病性能
转移到现有的茄子品种中去。

“搞了十多年，目前有点苗头了，
我们已经成功做出了十几个杂交组合
出来，如果能通过组合筛选和品比试
验，新的品种很快就能面世。”杨洋说。

可不同于砧木品种选育，砧木适
用于所有茄子品种嫁接，只要砧木能
够抗青枯病，那所有与它嫁接的茄子
就都能抗青枯病。但抗青枯病茄子
品种选育，一个品种只能解决单一类
型茄子的问题。

“比如这次我做出了抗青枯病茄
子品种，那只能解决黑紫色棒状茄这
一个类型，其他类型还需要针对性地
一一开展品种选育。”杨洋说，这就需
要科研人员未来持续攻关，争取培育
出更多类型的抗病性茄子品种，改变
嫁接种植模式，让菜农种茄子更省
力、效益更高。

（上接1版）
对于马士基入驻的重庆来福士，渝

中还量身定制专属“政策包”，涵盖支持
总部经济发展、深化金融领域开放创新、
支持企业引才留才等9项内容。

和马士基一样，落户渝中17年的渣
打银行也正如鱼得水。这家银行原办公
地点为青年路38号重庆国际贸易中心，
2019年因业务需求想要更换。了解到
情况后，渝中区相关方面负责人积极帮
助寻找场地，陪同考察选址，支持渣打银
行在来福士35层选定合适职场，并予以
资金支持。同时，渝中区还和渣打银行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助力扩展业务范围、
寻找合作企业，安排专人专项对接，及时
解决急难愁盼问题。

目前，渣打银行重庆分行的资产规
模、经营利润、员工人数、营业网点均处
于外资银行领先地位，并成为首个专门
设立中新互联互通项目金融服务中心的
外资金融机构，成功加入西部陆海新通
道金融服务联合体。

近年来，渝中多措并举，加速打造一
流国际营商环境，扩大对外开放的“朋友
圈”。

比如，渝中设立了重庆首家涉侨纠
纷法律服务中心，搭建了涉外法律服务
机构与涉外企业信息交流平台，打造中
联等 6家首批“全市涉外法律服务机
构”，建立了外商投资圆桌会议机制，并
在全市率先打造外籍人士支付便利化示
范区，设立6家涉外医疗服务医院、9所
国际学校，持续完善国际酒店、国际公寓
等配套设施及服务。

优化营商环境有的放矢，带来的是

外资企业活跃度提升立竿见影。今年前
5个月，渝中新增外商投资企业及分支机
构29户，外资市场主体总量达到1006
户、占全市七分之一，实际使用外资约
1430万美元，同比增长3.4倍；其中，外
资银行保险总量全市占比约70%，全部
14家驻渝总领事馆落户渝中。

转了30多年的“九重天”焕新归来

今年5月，沉寂多年的“九重天”空
中旋转餐厅再次转动，以崭新面貌与市
民见面。

“九重天”旋转餐厅，位于原渝都酒
店的顶端，如同大楼上的皇冠，屹立于解
放碑核心商务区。

渝都酒店始建于1992年，是重庆早
期高层建筑的典型代表。不过，就在“九
重天”缓缓旋转的30多年间，重庆城市
发展日新月异，渝都酒店却被抛在了后
面。2020年，渝都酒店宣布停止客房经
营，整栋大楼陷入沉寂。

2022年，解放碑CBD管委会积极
促成重庆商投集团和南通房地产开发公
司携手合作，共同打造万豪集团旗下精
选品牌MOXY酒店，为闲置已久的渝
都酒店开启了更新之路。

同时，解放碑CBD管委会还牵头组
建“多对一”全流程服务专班，在项目方
案审批、工程建设许可、施工许可和竣工
验收等阶段提供保障，在幕墙安装、消防
设施升级、设备更新等关键环节上主动
服务，大大缩短项目施工时间。

2024 年 5 月，渝都酒店“脱胎换
骨”，变身万豪国际集团在西南地区布局
的首家MOXY酒店，集客房、餐饮、会

议、办公于一体，打造了兼具摩登与趣味
性的360间客房，将旅居空间朝国际化、
多元化、特色化进阶。空中旋转餐厅也
焕新归来，变成一个现代简约与工业风
格相融相生的餐酒吧，晋升为游客俯瞰
都市繁华的“打卡地”。

一栋楼宇就是一个园区，一个园区
关乎众多企业。把楼宇盘活了，把园区
服务好了，也就是把优化营商环境落到
了实处。

近年来，渝中始终坚持“楼均论英
雄”发展基调，实施楼宇经济发展三年行
动，探索创新楼宇党建、楼宇警务服务新
模式，开展进园区、进楼宇“企业接待日”
活动，一楼一专员为重点楼宇入驻企业
提供服务工作，数字化动态管理376栋
重点楼宇，打造40栋亿元级税收楼宇、
161栋千万元级税收楼宇。

数据显示，2023年，渝中楼均GDP
产出1.17万元/平方米、楼均税收1423
元/平方米，均位居西部第一。

他在成都拿到了渝中发的营业执照

3月1日，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收到一项来自成都市锦江区的营业
执照办理申请。办理人员检查无误后，当
日就审核通过，并在一周内，将营业执照
和一套印章邮寄到锦江区政务服务大厅。

很快，家住锦江区的钟先生顺利拿
到了盖有重庆市渝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电子印章的营业执照和一套印章。

钟先生是成都人，由于业务需求，准
备在重庆渝中区办一家软件开发公司。
今年2月底，毫无头绪的钟先生来到锦
江区行政审批服务大厅寻求帮助。

在“川渝通办”窗口办事员的指导
下，他通过四川政务服务网“川渝通办”
服务专区提交了异地受理申请。

“只需要线上提交申请材料，不用重
庆四川来回跑，真的太方便了！”钟先生
竖起大拇指，为“川渝通办”和高效便捷
的政务服务点赞。

渝中携手锦江创新打造的“宜商锦
渝”品牌，为双方的创业者都带来了极大
的便捷。同样在今年3月，家住重庆的
胡女士在渝中区行政服务中心川渝通办
企业开办综合窗口，领取到德阳市小宝
镜仓视光眼镜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我本来只是想试一试，没想到办成
功了。”胡女士喜笑颜开地说，之前办营
业执照还得四川、重庆两头跑，既耗时又
耗钱，现在既经济又高效。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走深
走实，渝中区优化营商环境的目光，不再
只聚焦一地一域，而要更好服务大局，最
大限度激发川渝市场主体活力。记者了
解到，近年来，渝中区市场监管局持续深
化成渝地区区域市场协同，健全完善市
场准入异地同标机制，构建营业执照异
地“办、发、领”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已
为97家企业提供了服务，极大便利两地
企业异地开办。

此外，渝中还落地成渝金融司法协
同中心、成渝商事调解中心，着力为川渝
企业排忧解难。同时，加快完善“跨省通
办、川渝通办”综窗建设，推行线上“全程
网办”，线下“异地代收代办”模式，实现
140项事项“跨省通办”，311项事项“川
渝通办”，让“宜商渝中”营商环境品牌在
川渝叫得更响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