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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智能建造精细化管理提升施工效率

中国铁建电气化局 打造渝湘复线高速公路样板工程
“实施精细化管理，采用全智能道

路设计理念和施工技术，全线设计为
智能车道，ETC和非ETC车辆都可以
通行。”11月2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
集团有限公司渝湘复线高速彭酉路机
电1标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

彭酉路机电1标项目全长49.22
公里，包含4个收费站、两个服务区。

由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参与投
资、中国铁建电气化局集团有限公司
第四分公司参建的渝湘复线高速公路
彭酉路，全面进入扫尾阶段，有望年内
建成通车。

智能建造
打造便捷舒适智慧高速

建设“智慧高速”正成为行业发展
趋势，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全力打造一
条安全、高效、便捷的快速通道。

在摩围山收费站，沿线收费站全
部由收费机器人取代，传统的人工车

道全部设计成智能车道（也称作机器
人车道、混合车道），并配有多台智能
设备，车型识别机器人和无感车检器
等，科技感十足。

在摩围山监控分中心机房，黑色、
红色、黄绿、灰色等不同品种的电缆，
整整齐齐有序地架设在一起。这是项
目部创新采用理线架设方式，代替了
传统的线槽布线方式，并把各种设备
设施制作成二维码，不仅避免了强电
弱电电缆信号传输导致干扰，也大大
方便了后期运营，降低了运营成本，将
维修效率提高约八成。

不仅是路段，阿依河和龚滩服务
区也设计成智慧服务区。在服务区
匝道，系统可对进入服务区的车辆进
行检测，若是危化品车辆，系统会自
动提醒驾驶员将车开到专用车位，避
免与普通车停放在一起。车辆上的
司乘人员，可刷脸进出服务区；车位
检测系统，则实时显示车辆的剩余车
位。

在腾保、鱼梁溪特大桥等易起雾
路段，项目建设有智能雾区诱导系
统。在有雾天气，根据天气等环境数
据，系统通过颜色闪烁频率针对性引
导行车。

安全护航
全面抓实标准化示范作业

施工过程中，项目负责人带队
扎根一线，严格推进“安全工地”建

设，坚守“安全红线”，提高作业效
率。

“我们不断夯实安全生产主体责
任，多次组织安全教育培训、竞赛答
题、安全演练等，确保每一名参建员工
的生命安全。”该项目负责人冯子全表
示。

建设过程中，项目团队“紧盯量、
强化管”，以精细化管理护航施工生
产。通过设立物料监控小组，严格按
照设计采购、按量分配并实时监管物
料。

在技术交底过程中，项目邀请相
关单位专家现场指导，全面抓实标准
化示范作业，持续提升项目施工水准
和工艺质量，确保实现创誉创效目标。

党建引领
立足岗位建功一线

坚持党建引领，用好党建带团建
“传家宝”，积极探索“党建+团建+服务

青年”新模式。
今年5月，在鹿角配电所现场，彭

酉路机电1标项目部举行西南区域青
年突击队立足岗位建功一线活动。
30余名青年参建者代表接过旗帜，郑
重宣誓将充分发扬“四铁精神”，传承
铁兵作风，立足岗位建功，在圆满完
成彭酉路开通的目标中践行青春使
命。

不仅如此，在今年中秋佳节到来
之际，项目积极响应号召，组织项目及
其他参建单位志愿者一同走进酉阳县
龚滩镇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开展“情暖
中秋，爱老敬老”志愿服务活动，践行
国企使命担当，提高老年人的参与感
和幸福感。

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全面调试阶
段。接下来，中国铁建电气化局参建
人员将全力以赴，把该段打造成渝湘
复线高速公路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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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铁建电气化局第四分公司参建的渝湘复线高速彭酉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

10月 21日—11月4日，本报在“这些
年，乡村如何上‘新’”专栏中，重磅推出了9
篇报道，从经营制度、文体娱乐、育种技术等
9个方面，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重庆“三农”领域取得的巨大
变化，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累计点击
量超100万人次。11月4日，记者采访了部
分读者，请他们谈谈对这组报道的看法和感
受，并提出宝贵建议。

“这组报道客观真实地展现了重庆
‘三农’工作取得的伟大成就，让人倍感振
奋。同时，为全市学好用活‘千万工程’经
验，绘就新时代巴渝和美乡村建设新图景
鼓舞了士气、增强了信心、提供了方法。”
市农业农村委主任、市乡村振兴局局长刘
贵忠说，系列报道从农村党建引领、集体
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等重大主题着眼，全
方位展现了当前我市乡村振兴取得的重

大成就，里面蕴含的工作方法和经验，给
人深思和启发。

重庆社科院《改革》杂志社副总编辑、重
庆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研究员丁忠兵从两个方面肯定了系列报道：
一是聚焦我市农业农村农民各方面的难题、
短板，通过讲故事、讲方法，主题鲜明，具有
很强的时代感和思考性；二是在呈现形式
上，既有当事人的自述或对话，又有客观事
实描述，既有统计数据总结分析，也有记者
的感想思考，报道内容丰满、充实，催人奋
进，是一份珍贵的重庆“三农”发展历史佐证
资料。

“9篇报道各有侧重和亮点，其中谭家三
代人的职业变迁，让我感同身受。”作为一名

“田保姆”，梁平区碧山镇龙桥村党支部书
记、田中秧合作社理事长蒋丽英说，年轻人
从“龙门”回到“农门”，这看似一种新职业选
择，背后更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发展的需
要，“我们将培育更多有志青年成为‘新农
人’，让他们扎根乡村，大展才华。”

看了《新老支书的“接力赛”》报道后，巴
南区安澜镇平滩村八社湾草房院落院落长
徐华明感触很深。他认为，报道中提炼的经
验和方法值得总结。一方面，村支书需要不
断“充电”学习，提升本领；另一方面，也要立
足当下工作，尽职尽责办好民生实事。

“看了潼南全链条发展蔬菜产业的典型
做法后，我们持续开发新产品有了新的思
路。”重庆琪金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

其鑫表示，公司将借鉴潼南打造蔬菜全产业
链的经验，加强科企联合，重点攻克精深加
工领域关键技术，同时计划与江南大学食品
科学研究院建立深度产学研合作关系，打造

“爆款”拳头产品，推动荣昌猪由重庆市场领
先品牌向全国一流品牌迈进。

城口县农业农村委主任高仁茂说，城口
将借鉴长寿南中村的改革经验做法，坚持以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为重点，推进强村富民综
合改革，组建村级、乡镇级、区县级、跨行政
区域的强村公司，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
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力争全
县农村集体经营性收入每年保持两位数增
长，让广大山区农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
果。

主题宏大视野开阔 给读者启发和思考
本报“这些年，乡村如何上‘新’系列报道”广受好评

2024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休假途中路遇车祸，他“顺手”救了一家三口。回重庆后，
放心不下事故中的头部受伤的婴儿，抱着“救”要帮到底的心
态，他又主动联系专家，成功为婴儿做手术。他就是重庆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主任罗庆华。近日，他入选2024
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如果没有冲去救援，我会懊恼一辈子！”回忆起当时的情
形，罗庆华仍有些激动。

8月17日下午，休年假的罗庆华与家人从贵州自驾返
渝，经过桐梓县青杠哨隧道时，突然听到一声巨响。坐在副驾
的罗庆华猛然抬头，看见前方一辆黑色私家车与隧道墙壁相
撞，损毁严重。

“前面，靠边停车！”罗庆华赶紧让妻子把车停在紧急停车
位，自己则推开车门，跑着前去施救。靠近事故车辆，罗庆华
发现，车内一家三口均有不同程度的受伤，更让罗庆华担心的
是，里面还有一名婴儿。

“车头有火花，怎么还在车上？赶快下车！”罗庆华一声大
喊，让惊魂未定的司机蔡忠回过神来。在罗庆华的帮助下，一
家三口被转移下车。罗庆华将三角牌放至远处，防止发生二
次车祸。另一边，罗庆华的妻子拨打了119、120电话，争取
救援时间。很快，在其他热心司机的帮助下，蔡忠一家被送到
1公里外的服务区。

“我是医生，我会急救！”罗庆华又拿着服务区提供的工具
为家属进行止血等救治处置。罗庆华注意到，蔡忠夫妇二人
都是皮外伤，但9个月大的婴儿一侧头顶部出现了明显的凹
陷。不久后，救护车赶到现场，直到看见蔡忠一家上了救护
车，罗庆华才与家人离开。

回到重庆的他，心里一直牵挂着受伤的婴儿。经过多方
打听，罗庆华总算联系上了蔡忠。电话那头，蔡忠叙述了医生
给出的两种治疗方案。

当听到第二种微创手术方案时，罗庆华想到了自己的同
学，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神经外科副主任李禄生。相
识多年，罗庆华对李禄生的医术有信心。在罗庆华的介绍下，
蔡忠夫妇带着女儿来到重庆，并接受了微创手术，手术很成
功。至此，罗庆华才长舒了一口气。

一手搭救，一手帮助，这双热情的双手后是一颗温暖的医
者心。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科副主任罗庆华

“救”要帮到底的大爱医生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这段时间，垫江县白家镇湖滨社区居民岳龙芳正忙活自
家果园品种改良的事，尽管已经82岁高龄，她还是闲不下
来。近日，曾是垫江县第一个劳模的岳龙芳入选2024年度

“感动重庆十大人物”提名人选。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白家镇湖滨村由于地势偏远，信息闭

塞，当地人均年纯收入只有100多元。那时，刚40岁出头的
岳龙芳担任湖滨村二组社长，看着落后的小山村，她在心里盘
算着，如何才能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

湖滨村地处长寿湖水域，气候非常适宜果树生长。看着
一河相隔的长寿大洪湖片区柑橘产业发展得如火如荼，岳龙
芳坐不住了。她瞅准了四面环水的桂花岛，从外地引进了一
批夏橙树，准备在岛上开荒种植。

桂花岛不通公路，也没有船只可以登岛，岳龙芳便联合
19户村民，用汽车轮胎绑上洗脚盆当船，好不容易才把夏橙
苗运到了岛上。

开荒前的桂花岛乱石嶙峋，杂草有一人多高。岳龙芳就带
领大家用钢钎撬土，用镰刀割草，一天十几个小时都在岛上劳
作，有的青壮年一天就能刨出二三亩地。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岳
龙芳和村民在岛上开出200多亩荒地，种上了成片的夏橙树。

为减小资金压力，他们还采取“以短养长”的做法，在种果
树苗期间，引进西瓜和冬瓜，林间套种，在西瓜和冬瓜种植间
隙，又复种上蜜本南瓜，荒岛终变成了“瓜果山”。

1989年，桂花岛上的夏橙陆续挂果，当年的产量就有上
万斤。那年，岳龙芳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成为垫江县第一
个劳动模范。1998年，夏橙产量达到300多吨，年产值更是
达到100多万元，岳龙芳也成了当地老百姓心中的“英雄”和
勤劳致富的榜样。

如今，已到耄耋之年的岳龙芳依旧爱“折腾”：她决定将原
有的老果树全部进行改造，将承包的300亩桂花岛的果园全
部宜机化改造，种上桂花树，同时尝试栽种晚熟血脐、沃柑、四
季红等新品种，还要将桂花岛重新打造，搞旅游开发。岳龙芳
告诉记者，她希望能在有生之年把乡村旅游发展好，如果实在
是做不动了再交给下一代。

闲不下来的劳模岳龙芳

把荒岛变成“瓜果山”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郑君兴

“来来来，桐楼乡普子村集体经济生态
鱼，品美味、健康有营养，生活有滋有味，年
年有余……”10月28日是彭水县桐楼乡的
赶场天，熙熙攘攘的集市上，回荡着一阵叫
卖声，吸引了许多人的目光。

“稀奇哦，桐楼场竟然还有卖活鱼的”
“不晓得是哪点的鱼贩子想起到这点来卖
鱼……”众人走近一看，卖鱼的却是桐楼乡
人大主席龙宇，打下手的则是桐楼乡普子村
党支部书记赵长松。

“龙主席、赵支书你们在搞哪样？哪有
乡村干部亲自来卖鱼的？”赶场的群众中，不
少人都认识龙宇和赵长松，纷纷问出心中的
疑惑。

其实，不仅是龙宇和赵长松，桐楼乡的
许多乡村两级干部都有了卖鱼的经历。这
是怎么回事？

废弃山坪塘变身“智慧渔场”

故事源起小寒沟山坪塘。2019年之
前，水面面积30余亩的小寒沟山坪塘已废
弃多年。

“周边生活污水排入，水生植物腐烂，
这里就变成了一口臭水塘。”赵长松介绍，
2019年，整治小寒沟山坪塘、修复周边生态
环境被提上了村委会的议事日程，“我们现
场调查发现，山坪塘周边有几股水质优良
的山泉水注入，便想着能不能结合山坪塘
整治发展生态鱼养殖，也为村集体增加收
入。”

于是，山坪塘环境整治后，普子村引进
了业主，以“公司+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方式
发展生态鱼养殖。

不承想，2021年首批生态鱼产出时，由
于合作双方对市场形势判断出现分歧和偏
差，产生了较大亏损。“业主退出了，村集体
全盘接手，在2022年又投放了一批鱼苗，有
草鱼、裸鲤、花鲢等。”赵长松介绍，也是在这
一年，对口帮扶桐楼乡的中国联通彭水县分
公司投入近30万元，帮助普子村将鱼塘改
建成了智慧渔场，“水温、水质、溶解氧、氨
氮、pH值等都实现了实时监控，用手机就能
查询各项数值，也能用手机控制增氧机、投
食设备，非常方便。”

经过近两年的悉心喂养后，普子村的3
万多斤生态鱼在今年9月底陆续上市。“我
们联系了彭水县城一家水产市场，想通过
他们将鱼卖出去。”但赵长松没想到，该水
产市场收购价格相对较低，且对鱼的大小、
规格极为挑剔，“1斤比我们零售要低4元
左右，而且只要3斤到5斤的鱼，太小太大

的都不要，捕捞过程中还会对其它鱼造成
损伤。”

不仅如此，由于桐楼地处偏远，距彭水
县城超过80公里，长途运输也造成了不小
的损耗。

集思广益拓展生态鱼销路

如何才能在损耗降到最低的同时，把鱼
卖出好价钱？

10月9日，一场特别的会议在普子村便
民服务中心举行。参加会议的除了普子村
村干部和村民代表外，还有龙宇及桐楼乡统
战委员赵勇等人。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如
何卖鱼。

“我们有3万多斤鱼，现在卖了不到1/
10。今年内还是要全部卖出去，明年才好投
放鱼苗，大家都想想办法。”赵长松的开场白
简单明了。

“不晓得你们发现没，桐楼场就没得卖
活鱼的。要不下个赶场天我们拉点鱼去摆
个摊试一下。”普子村综治专干杨素清第一
个发言。

“这个想法不错，但是哪个去摆摊呢”“卖
活鱼要增氧机、要拉鱼的车子，村里也没得”

“再说，我们在乡场上也没得摊位啊……”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出疑虑。
“我有个三轮车，可以去定制个鱼箱，我

再去买个增氧机就行。赶场天我可以拉到
乡场，村干部有空的都去帮忙。”杨素清提出
了解决方案。

“我在乡场上有个摊位在卖些小商品，
鱼摊摊可以摆在我的摊摊旁边，不影响。”村
党支部副书记廖世会赶紧说。

龙宇也提出了一个办法，“现在有不少
开着小货车走村入户卖水果、卖猪肉的，我
们能不能也利用三轮车在桐楼和周边乡镇
走村入户卖鱼？”

“这个办法得行，哪个村干部会骑三轮
车，空了就去卖鱼，明天我就来搞第一个。”
杨素清对桐楼各村和周边彭水诸佛乡、黔江
石家镇等区域的情况极为熟悉，对走村入户
卖鱼信心满满。

“不仅是村里的干部，乡上的干部要是
有空闲，也要来帮助卖鱼。乡村干部积极帮
助村集体产业发展壮大，也能给群众树立发
展产业的信心。”不过，龙宇认为，无论是赶
场天还是走村入户卖鱼，都只能销售一小部
分鱼，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还在于联系合适
的水产市场进行销售。

“我晓得黔江要新开一家水产市场，我
明天过去对接下，看能不能达成合作。”桐
楼地处彭水与黔江交界处，距黔江城区仅
一个小时车程，赵勇希望能在黔江找到销
售渠道。

走村入户卖鱼增加村集体收益

说干就干。
10月12日，桐楼赶场天，杨素清和普子

村本土人才徐飞燕、赵微将100多斤鱼拉到
乡场上，摆在廖世会的摊位旁，“我们现在零
售，不论鱼的品种和大小，每斤10元。”扩音
喇叭的叫卖声吸引了许多人驻足，100多斤
鱼很快就销售一空。

初次尝试成功，给了大家信心。接下来
几天，杨素清都拉着鱼在桐楼及周边乡镇流
动卖鱼，每天都能卖出100多斤。

10月22日，又一个赶场天。清晨8点
左右，杨素清、赵长松拉着鱼赶往乡场。行
至普子村三组青杠岭，村民任正福、赵绪光
等人拦下了三轮车，“赵支书，我们要买两条
鱼，个人村子养的鱼我们也要尝尝鲜。”

捞鱼、装袋、过秤……鱼塘至乡场5公
里多的路程，杨素清停车5次，未到乡场两
百多斤鱼已销售一空。原来，村干部卖鱼的
事情被越来越多村民知晓，又听说鱼的肉质
不错，许多村民就早早等在路边买鱼。

连续两个赶场天，鱼的销售情况都不
错。到了10月28日的赶场天，清早7点，龙
宇和赵勇就到了普子村帮忙捞鱼，又站上了
摊位亲自卖鱼……

当天，赵勇联系的黔江水产市场也传来
好消息：经过现场考察，该水产市场同意包
销普子村养殖的所有生态鱼、不论大小，且
价格只比零售价格低两元。

“这批鱼全部卖出，村集体将收入20余
万元。”赵长松介绍，鱼全部卖出后，村里将
进行清塘，投放新的鱼苗，“我们计划扩大养
殖规模，再打造休闲垂钓基地，进一步拓展
村集体产业，增加村集体收益。”

彭水县桐楼乡普子村发彭水县桐楼乡普子村发展生态展生态鱼产业鱼产业，，想方设法拓展销路想方设法拓展销路——

乡村干部卖鱼记

▲10月28日，彭
水桐楼乡普子村村干
部走村入户销售村集
体养殖的生态鱼。

◀10月28日，彭
水桐楼乡普子村综治
专干杨素清正将鱼装
入三轮车上的鱼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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