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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垫江县普降暴雨到大暴雨，
局部特大暴雨，降水持续时间长、累积雨
量大、致灾风险高。桂阳街道闻“汛”而
动，压紧压实防汛责任，严格按照防汛响
应要求，多措并举全力保障群众安全。

以“汛”为令，发挥组织凝聚力。汛
情就是命令。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桂阳
街道辖区出现边坡垮塌、房屋受损、车
库被淹等灾情，桂阳街道迅速安排部署
防汛抢险工作，街道主要负责人亲自带
队冒雨查看内涝点、危房、河道，检查排

洪设施工作情况，第一时间组织人员赶
往现场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以“快”为要，按下抢险加速键。秉
着“应转尽转、应转早转”的原则，相关
工作人员迅速将群众转移至安全房屋
居住。同时，安排挖机、铲车清理滑坡
点的泥土滚石，指导物业企业做好地下

车库抽水排险工作。截至7月12日，清
理市政道路堵塞物21处，及时安全转移
群众15户44人。

以“细”为准，织密应急防御网。街
道还迅速发动干部职工下沉到联系村
（社区）实地了解雨情、水情、灾情，并对
山坪塘、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易内涝

点、低洼地、危旧房等重点部位开展隐
患排查，做到不漏一处，不留一患。截
至目前，共累计出动人员300余人次，
排查发现城区道路、小区较严重内涝点
9处，较大地质滑坡点7处，受损房屋7
间。

接下来，桂阳街道将始终绷紧防汛
“安全弦”，扛牢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的重大责任，抓细抓实各项防汛措
施，全力以赴筑牢防汛“安全堤”。

傅昌银

垫江桂阳街道：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赵伟平）7月12日，记
者从2024川渝首届鳜鱼产业发
展交流大会上获悉，为助力渔业
高质量发展，川渝两地将抱团做
大鳜鱼全产业链。

鳜鱼是中国四大名贵淡水
鱼之一，肉质鲜美、蛋白质含量

高，深受消费者喜欢。2022年我国鳜鱼产量40.1万吨，平均产地价
格每公斤60元以上，产值近300亿元。

近年来，川渝两地在鳜鱼养殖、加工、消费以及种质资源创新上
取得阶段性成效。

不久前，西南大学水产学院李云教授长江鳜鱼新品种创制团队，
历时4年时间，成功创制第二批F2代全雌鳜鱼苗种，有望破解我市
鳜鱼产业没有“重庆苗”的难题。

“F2代全雌鳜鱼的培育成功，标志着创制团队掌握了新品种全
雌鳜鱼培育的关键技术，为继续精准选育优良性状的新品种奠定了
研究基础。”李云说。

四川立足资源禀赋优势，于2018年、2021年先后打造了“梓江
鳜鱼”“罗江鳜鱼”农产品地理标志。目前全省共有鳜鱼相关种质资
源保护区26个、鳜鱼良种场4个，鳜鱼产业实现了较好发展。

“虽有一定基础，但两地还存在养殖规模化程度不高、产业化水
平偏低、销售市场不成熟等问题。”市水产技术推广总站相关负责人
说，目前川渝一带的鳜鱼苗大多来自广东、安徽、湖北等地，这在一定
程度限制了两地鳜鱼产业的发展。

为发挥两地水域优势，共同拓展鳜鱼产业高质量发展空间，川渝
两地将围绕鳜鱼养殖、种质资源、三产融合等方面加强合作。

鳜鱼养殖方面，双方将发挥好国家级、省级星级水产现代农业园
区的示范作用，优先选择渔业地位突出、保障体系健全的地区，发展
一批以鳜鱼为主导产品的水产养殖基地。同时，加强西南地区鳜鱼
价格分析预警，合理规划产业布局，确保鳜鱼养殖产业有序健康发
展。

种质资源上，两地将整合川渝地区科研院校科技资源优势，发挥
川渝淡水鱼创新团队的协作带动作用，依托川渝地区鳜鱼种质资源
优势，开展鳜鱼育种和养殖技术研究，加强鳜鱼新品种的选育和推广
力度，打造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养殖体系。同时鼓励养殖企
业加大鳜鱼养殖投入，发挥品牌优势、渠道优势、科技优势，推广“龙
头企业+现代园区”“龙头企业+基地”模式，培育打造一批高端鳜鱼
品牌。

产业融合方面，双方紧紧围绕鳜鱼产业全链条增值、全产业融
合，大力培育鳜鱼苗种生产企业和水产品加工企业，共同打造鳜鱼
产品流通渠道，共同建立具有影响力的鳜鱼交易平台。同时，利用
川渝地区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加强“旅游+美食”推广，在热门景
点和餐饮机构推出鳜鱼特色美食，加快促进鳜鱼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

助力渔业高质量发展

川渝两地抱团做大鳜鱼全产业链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韩毅）7月12日，记者从市
政府新闻办举行的石柱黄水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黄水旅游度假区近日成功获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并启动了

“度假黄水·畅游石柱”2024旅游惠民季活动，推出30余项优惠产
品、40余项优惠活动，邀八方游客前去休闲度假。

“全国新一批22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石柱黄水是我市唯一
入选的度假区，标志着黄水成功跻身全国旅游度假区第一方阵，成为
推动石柱乃至全市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发布会上，石
柱土家族自治县委副书记、县长郭小萍介绍。

黄水度假区面积9.23平方公里，是旅居度假、康体养生、文化体
验、休闲娱乐、运动健身的旅游度假胜地。其资源富集、得天独厚，拥
有“高山气候、高原湖泊、原始森林、特色物产”四大独特自然资源，平
均海拔1500米，夏季平均气温21℃，气候宜人，四季分明，是春赏
花、夏避暑、秋观叶、冬玩雪的绝佳之地，被评为“中国气候旅游目的
地”。

该度假区人文独特、风情浓郁，拥有“土家文化、巴盐古道文化”
两大特色文化名片，游客前去度假可体验4000年原汁原味的土家文
化、2600年巴盐古道文化；产品优质、类型丰富，打造有文化体验之
旅、康养休闲之旅、运动激情之旅三条精品旅游线路，可满足各年龄
段游客度假所需。

为回馈游客，黄水度假区启动了“度假黄水·畅游石柱”2024旅
游惠民季活动，推出30余项优惠产品、40余项优惠活动；主要景区
推出4—8折的“早鸟”折扣票、团购折扣票；酒店、民宿每日推出限
时、限量特价房；多个餐饮名店推出特惠美食套餐及抖音团购折扣优
惠。

度假区还将不定期举办免费电影、免费讲座、免费演出等主题优
惠活动，举办非遗、茶艺、舞蹈、健身、竹铃球等免费体验活动。

“目前，全国只有85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重庆有3个。黄水度
假区的成功创建来之不易，是石柱实现国家最高等级旅游品牌零的
突破，为重庆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增添了绿色底色和质量成色。”发
布会上，市文化旅游委党委委员、副主任朱茂表示。

黄水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推出30余项优惠产品、40余项优惠活动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7月8日起，重庆迎来暴雨天气，
此轮暴雨是重庆今年以来最强暴雨天
气过程。此次强降雨成因为何，将持
续到何时，有哪些特点？7月12日，市
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吴政谦介绍了相
关情况。

截至7月12日，重庆约1/3站点超
过100毫米，其中垫江、丰都、梁平、忠
县、万州、开州、云阳、城口、巫溪、彭水
这10个区县降雨较强，均有站点超过
250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丰都许明
寺站，达426.1毫米。

本轮强降雨成因为何？
“本轮重庆地区强降雨，主要是受

副热带高压外围的低涡切变在重庆地
区长时间维持造成的。通常来讲，副热
带高压控制的区域是晴热高温天气，但
是它外围却像一个顺时针旋转的抽水
泵，将南海的水汽疯狂地抽到我国大
陆。”吴政谦解释称，重庆上空有低涡切
变生成，就像一个水坑，四周的水都汇
聚进去，在上升气流的作用下持续地凝
结降落形成强降雨。

本次强降雨过程，具有持续时间
长，影响范围广、累积雨量大、小时雨量
强等特点。

本轮强降雨预计持续到何时，未来
又将如何发展？

吴政谦预计，本轮强降雨将持续
到13日夜间，重庆长江沿线以北部分
地区还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大暴
雨；14日起重庆将处于副热带高压的
控制之下，各地将迎来一周左右的晴
热高温天气，大部地区最高气温将超
过37℃。

“与此同时，四川盆地中西部会处
于副高外围，或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影响
嘉陵江、长江干流水位，重庆地区仍需
持续关注水情和上游雨情，谨防过境洪
水。”吴政谦表示。

重庆本轮强降雨预计今晚结束
■明起迎来一周左右高温 ■仍需关注水情和上游雨情，谨防过境洪水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张珺）记者7月12日从市委组织部
获悉，近日，市委组织部将中央组织部划
拨给我市的专项党费，连同部分市管党
费，共计2800万元，划拨到各受灾区县，
支持抢险救灾工作。

市委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主要用
于慰问奋战在抢险救灾第一线的基层党
员、干部和群众，慰问因受灾严重而遇到
生活困难的党员、群众；修缮因灾受损的
基层党员教育设施。各受灾区县要根据
实际从本级管理党费中落实配套资金，
及时划拨给基层，投入抢险救灾，做到专
款专用。

市委组织部划拨党费
用于支持抢险救灾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刘翰书 周松

连日来，我市多地遭遇暴雨袭击，出
现山体滑坡、房屋被淹等灾情。面对灾
情，各级政府、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第一时
间挺身而出，组织群众紧急避险，救援陷
入困境中的人员，为受灾群众提供各种
实实在在的帮助。

地点：云阳县平安镇
14户23人连夜撤离，3个多小

时后岩质滑坡损毁12间房屋

“快起来，下大雨了，要滑坡了，大家
赶紧撤离！”7月11日凌晨4时，一阵急
促的喊叫声惊醒了云阳县平安镇太合村
的众多村民——村支书张家来手持电
筒，在大雨滂沱中挨家挨户叫醒了睡梦
中的村民。

当天凌晨3点40分，因忧心汛情而
一直没有睡着的张家来“等”来了县气象
局预警中心的叫应电话：“平安镇最大雨
量已达71.9毫米且仍将持续，必要时组
织人员撤离。”

张家来当即起身，迅速组织滑头嘴

居民点14户23人连夜撤离。
为何撤离这14户23人？
张家来告诉记者，此处本身不是滑

坡点，但6月下旬以来长时间的阴雨，让
山体持续被雨水浸润，滑头嘴居民点原
本稳固的山坡逐渐变得松动，存在安全
隐患。

“还好及时撤离了，不然后果不堪设
想！”天刚蒙蒙亮，14户23名村民已全
部撤离至镇上学校。而就在他们撤走3
个多小时后，滑头嘴居民点发生较大规
模岩质滑坡。

滑坡纵长约40米，横宽约60米，体
积约5000立方米，造成4户12间房屋
不同程度损毁，幸无人伤亡。

地点：G42沪蓉高速梁平至分水段
暴 雨 中 他 紧 急 示 警 ：滑 坡

了……一辆辆车停了下来

因为暴雨，高速公路的边坡溜塌！
危急之时，高速公路养护员不顾个人安
危，冲入雨中拦住过往车辆——

这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7月11
日下午，地点是G42沪蓉高速公路梁平
至分水段。

最先与滑坡“擦肩而过”的，是自驾
前往万州的刘先生。当日13时10分左
右，刘先生和同事驾乘的车辆左前轮爆
胎，他们拨打了12122高速公路报警救
援电话，请求救援。

13时30分左右，有20多年高速公

路养护经验的养护员熊金华赶来，很快
帮刘先生换好了轮胎。

就在熊金华收拾安全锥筒准备离开
时，一道黑影从高处落下。他定睛一看，
竟是一块巨大的石头！“有落石，要滑
坡！快跑！”熊金华立刻冲向刘先生的
车，大喊着让他们迅速撤离。

“我们刚离开，车子原本停的地方就
被落下来的石头和泥土掩埋了。”刘先生
事后在电话中说起此事，心有余悸。他
告诉记者，要不是熊金华及时提醒，后果
不堪设想。

看到刘先生安全撤离，熊金华又冒
雨冲到了高速公路中间的隔离带上，挥
手阻拦双向驶来的车辆。当时，他连安
全帽也没来得及戴，仅穿着一件有“重庆
高速”字样的反光背心。

在暴雨中，熊金华用全身力气拼命
喊着“滑坡了！快停下”，并反复打出停
车手势。开过来的车开始减速……一辆
辆车在高速路上停下来。

熊金华稍微松了一口气，立刻上报滑
坡险情。等他一回头，才发现自己的工作
用车已经被从边坡滑下的土石掩埋了。

经过一夜抢修，到7月12日下午，该
路段往梁平方向已经清理出一条车道。

地点：垫江县资汇村
摸索前行，消防队员在洪水中

救出八旬独居老人

“我们这里有一位老年人被困在水

中了！”11日上午6点过，垫江县消防救
援局接到群众报警称，杠家镇资汇村有
老人被困在家中，水位正在不断上涨，情
况紧急。

消防员陶世政与6名战友立即驾驶
两辆消防车，携带一艘冲锋舟前往资汇
村进行救援。

“沿途多处塌方、涨水，原本只需大
约40分钟的车程，我们走了将近一个小
时。”陶世政和战友们赶到资汇村后发
现，村民聚居点所在的街道，已经成了一
条“河流”，街道两侧的6栋居民楼都泡
在水中。

被困在水中的是一位80多岁的婆
婆。

陶世政和战友们驾驶冲锋舟来到老
人家门口，发现老人正抓着窗框站在窗
沿上，洪水已经淹没了窗沿。

冲锋舟无法驶入屋内，陶世政和一
名战友携带救生衣、救生绳等工具，毅然
跳入水中。

水估计有2米多深。由于现场已经
断电，屋内漆黑一片，陶世政和战友只能
摸索前进。

经过约20分钟的努力，陶世政他们
才来到老人所在的位置。

陶世政迅速为老人穿好救生衣，
然后抱着她沿原路返回冲锋舟，救援
成功！

当天，从上午7点过到下午3点，陶
世政和战友们一直辗转在救援一线，共
成功转移被困群众19人。

紧急救援！组织避险！他们挺身而出
——来自我市抗洪救灾一线的报道

图①：洪水过后的7月12日，垫江
县杠家镇，武警官兵在积极清淤、转运
垃圾。通讯员 龚长浩 摄/视觉重庆

图②：7月12日，长寿区云台镇，环
卫工人正在街道上冲洗清除淤泥。

通讯员 李辉 刘霞飞 摄/视觉重庆

图③：7月12日凌晨，磁器口码头，
沙坪坝区应急救援协会的志愿者在检
查救援艇状态。嘉陵江2024年第1号
洪水当天通过重庆中心城区。

记者 李雨恒 摄/视觉重庆

①①

②② ③③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7月12日，重庆市软
件信息服务产教联合体在永川区成立。这是重庆市首批成立的10
个产业园区牵头的联合体之一。

据介绍，该联合体由永川大数据产业园牵头，联合重庆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以及网易有道信息技术（杭州）有
限公司共同组建。

目前，重庆市软件信息服务产教联合体吸纳了主要来自川渝地
区的75所院校、170多家企业和1家科研机构加入。联合体将坚持
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学合作、校企联动，打造集人才培养、共建共
享、创新创业于一体的产教融合新阵地。

在联合体成立大会上，永川区大数据公司与联合专家代表签订
了“服务永川新质生产力发展智库”协议，发布并启动重庆云谷“AI+

‘1437’数智产业人才公开课”。
成立大会上，永川大数据产业园联合院校、企业共建的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科技影视产业学院、数字行业产业学院等4个政校企产
教融合项目揭牌。

“我们会关注企业前沿和产业需求萃取课程，并形成标准，然后
再做教学的内容。同时我们的双师型老师拿着从一线萃取的课程，
协助高校学生和企业新入职的员工实施技能人才的培养。”重庆市软
件信息服务产教联合体成员单位、中关村人才协会数实融合专委会
会长冯录表示。

重庆市软件信息服务
产教联合体在永川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