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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黄葛枝头百鸟唱，青瓦白墙林中藏……”
近日，在忠县磨子土家族乡竹山村，正在田间忙
春耕的村民不时唱起村歌《竹山之歌》，歌词中唱
到的“黄葛枝头、青瓦白墙”，就是竹山村“网红”打
卡点李湾院落。

“村民共同创作的‘村歌’唱出了咱们村的新
变化，2023年这首村歌还获得了全国村歌大赛三
等奖！”竹山村党支部书记吕志华说。

磨子乡是忠县唯一一个少数民族乡，也是全
市17个乡村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一。竹山村户籍
人口有591户1703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比
43%。吕志华说：“以前咱们村山高路远，直到
2016年才修通了一条出村的土路，更别提有什么
产业。”

村里的李湾院落本来是村民聚居地，共有37
栋民居，还有一棵树径2米、树龄200多年的黄葛
古树，格外引人注目。但这里的青壮年大多外出
打工，院落无人打理，以致荒草丛生。

眼看着村民越来越少，吕志华和村干部下定
决心，一定要将村里的产业发展起来，留住更多村
民。

“要致富，先修路。”2018年的一个晚上，吕志
华将全村人聚在一起，决定众筹修路。全村500
多户村民自筹12万元修路款，仅用一年时间，就
修出了一条十多公里长的水泥路。

道路修通后，竹山村的农产品终于能顺利运
出，村里的柑橘种植规模也随之扩大，从原来的数
百亩扩大到2000余亩。村里又引入业主投建养
殖场、笋竹种植基地，以及10亩羊肚菌培育基地。

这时，有村民找到吕志华，希望竹山村能提升
“颜值”，引回人气。

吕志华想到，村里的道路由村民自筹建设，村
貌升级也可以通过村民“共创”形式来完成——这
样可以让村民参与其中，感受到家乡的变化。

于是，竹山村争取了“亲邻自然”生态花园
共建计划首个试点项目落户竹山村李湾。很
快，“李湾院落”改造工程完成。这座植入了土
家民俗体验园、土家坝坝茶等多种业态的院落，
正式开门迎客。

如何吸引在外村民关注家乡变化？吕志华
和当时的驻村第一书记王如春一合计，发现在
四川等地，有不少村子因邀请“村歌计划”团队
到村共创村歌而“出圈”，引得不少村民返乡创
业。这些年竹山村变化这么大，我们何不也共
创一首村歌？

他们的想法得到不少村民的支持。很快，
“村歌计划”团队受邀来到村里。团队负责人孙
恒通过和村民拉家常、讲故事等形式，仅用了6
天时间，就和村民一起，将村民提出的百年黄葛
树、新建的李湾大院等关键词写入歌曲，在外务
工、上学的村民也通过创作工坊微信群，参与村
歌创作。

竹山村村歌首发的那天，村民们穿上民族服
装，拍起了音乐视频。《竹山之歌》发布后，迅速获
得广大网友点赞关注。2023年，村民们还用《竹
山之歌》闯入了全国村歌大赛总决赛。

村歌唱起来、小院建起来，竹山村的人气和财
气也水涨船高。去年，竹山村村集体收入超过60
万元，591户村民拿到了分红。

“曾经一无产业二无人气的竹山村，如今正吸
引更多村民返乡参与家乡建设，村子的人气还会
越来越旺。”吕志华说。

村歌唱起来 小院建起来

忠县竹山村
让乡村颜值变产值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实习生 王文文

5月11日，在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举行
的2025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活动
周启动仪式上，记者获悉，近年来，成渝两地职
业教育通过多形式、多渠道的融合发展，唱响
了新时代西部的“双城记”。

协同育人
构建职教发展新格局

前不久，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护理
学院党总支书记兼院长左凤林等人一行，专程
到广安职业技术学院，与该校医学院联合开展
了为期两天的“广职融圈”活动。在活动中，双
方围绕“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展开专题研讨会，
共同探讨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专业升
级与产教融合路径。

2023年6月，广安职业技术学院牵头实施
“融入重庆职业教育圈行动计划”，由重庆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建筑工程职业学院、重庆化工职业学院、重庆
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等5所学校对口共建
广安职业技术学院5个二级学院，通过实施党

建品牌共创、教师队伍共培、实习实训资源共
享、优秀技能人才共育、优质教学资源共享、技
术创新平台共建、就业创业信息互通、图书信
息资源互用、产教融合平台共建、社会培训资
源共建“十大融合发展行动”，建立“联席会议+
项目清单”两项机制，推动两地高等职业教育
快速发展。

“我们与5所重庆兄弟院校优势互补、协
同共进，在人才培养、师资建设、科技创新、资
源共享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效。”广安
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表示。

市教委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近年
来相继出台的相关政策指引下，成渝两地搭建
多样化交流平台，助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

据悉，截至目前，两地推动建立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联盟，建设泸永
江、万达开等5个职业教育融合发展试验区，
成立陆海新通道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联盟等5
个国际交流合作平台，并常态化联合举办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活动周、西部职业教
育论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协同发展（重庆）
大会等品牌活动，协同打造起职教版“内陆地
区教育开放合作范例”。

产教融合
精准对接区域产业需求

“我们学校的‘刘人怀院士工作站’与四川
利兴龙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携手，建成投产的第
一条餐厨垃圾处理示范生产线，近3年已产生
经济效益达3600万元。”当天，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果展现场，重庆
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2017年，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聘
任工程力学专家、管理科学专家、中国工程院
院士刘人怀为名誉院长，推动重庆市首个高职
院校“院士工作站”成功落地。2020年，学校
入驻四川新都，与四川利兴龙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院士工作站为依托，
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新模式，打通高校科
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在与企业合作期间，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
院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及装备研发团队常驻新
都，参与企业日常生产管理，加速技术成熟并
走向市场，共开展餐厨垃圾处理技术攻关12
项，授权发明专利9项。

“推动成渝地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素
质人才的支撑和科技创新的驱动，这为两地职
业院校的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
遇。”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国际物流产业面临数字化转型与人才
紧缺双重挑战。在此背景下，该校联合川渝10
所高职院校、头部物流企业及行业协会，共建

“成渝国际物流人才大数据中心”。
该中心通过AI分析绘制人才需求图谱，

推动川渝8所院校新增跨境电子商务、智能关
务、智能物流技术等专业方向，招生规模提升
30%；中心的人岗智能匹配平台上线后，企业
招聘效率提高 40%，毕业生对口就业率达
87%。同时，中心建成18个国际物流双语资
源库，覆盖川渝1.2万名师生。

数据显示，成渝两地深化产教融合，精准
对接区域产业需求，两地共建成省市级现代产
业学院186个、国家级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
真实训基地培育项目8个，优势特色专业（群）

25个、实践实训基地128个，为区域产业升级
提供人才与技术技能支持。

深度合作
构筑技能人才新高地

成渝“双城记”，职教“一盘棋”。在采访
中，不少成渝两地职业院校也表示，当前，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协同发展还存在融
合机制不够完善、资源共享不够充分、合作协
同不够深入等问题。

如何加强政策融合、产教融合、资源融合，
构建适应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职业教育
协同发展机制？

市教委副主任李劲渝表示，一方面，成渝
两地将协同打造产教融合新标杆，聚焦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等产业，共建国家级
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化“政府、行业、企业、学
校”四方联动，实现教育链与产业链的同频共
振。

另一方面，推动两地协同构筑技能人才新
高地。推动成渝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产业园
区等深度协同，联合实施职业院校关键办学能
力提升计划，“一体化”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
制，协作开展职业教育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协
力打造跨省域技能人才培养示范区。支持两
地职业院校联合构建具有辨识度的境外合作
办学项目，服务“走出去”的川渝企业发展。

四川省教育厅二级巡视员赖英莉表示，未
来，将持续与重庆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聚
焦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发展需要，联合培养更
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持续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贡献职教力量。

共建二级学院 联合打造实习实训基地 组建教育联盟和产教联合体

下好职教“一盘棋”成渝携手培养大国工匠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铌紫

5月12日，在位于沙坪坝区井口街道的重
庆机电集团所属重庆水泵厂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重泵公司）的生产车间外，停着一辆红
色的轻卡，乍一看似乎平淡无奇，实际上却大
有名堂。

“它是一台移动式智能高压泵车，车内集
成了柴油机、提水泵、控制柜等关键设备。”重
泵公司青年突击队队长、电气室副主任杨周兴
指着它骄傲地说，这台泵车能爬坡、能输水，还
能自己“扛”着泵跑。所到之处能建立可靠的
供水生命线，即使在海拔1500米的高山也能

“点滴皆达”。

找不到合适的车，那就按照需要
自己改

研究水泵的团队，为啥要“跨界”造一台
车？

时间回到2020年11月。当时，重泵公司
和江苏大学开展了一次校企交流活动，活动中
聊到了灾区救援时往往无法保证持续供水的问
题。“你们企业在做水泵方面经验丰富，不如和
我们一起开发一个车泵一体化的设备来应对灾
区救援场景。”江苏大学向重泵公司抛来绣球。

回到公司后，重泵公司总工程师马文生和
青年突击队队员围坐在会议室里，描绘出了草
图——一辆背上驮着水泵，车尾拖着蜿蜒输水

管的卡车。
“这玩意儿，国外有吗？”重泵公司董事长

李方忠问。
“有，德国、美国有类似可以把水输送到

1000多米高度的设备。但它成本高，又属于
‘卡脖子’项目，国内无法引进。”

李方忠敲了敲桌子：“那咱们就自己造！”
随即，重泵公司联合江苏大学开始着手研

发移动式智能高压泵车（车载提水泵），并申请
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

研发“第一关”，是要找到能“扛”住提水泵
等设备运转的车。青年突击队队员、车载泵力
学分析高级工程师刘兴发带着团队，跑车企跑
了整整一年。他们怀揣着CAD图纸和实验数
据登门拜访，发现车企提供的车要么底盘过低
难以承载，要么转弯半径过大不便操作，要么
抗震性能不足……

直到重庆军通汽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军通公司）听说他们要造“救灾神器”，转机
才终于出现。当时，军通公司的工程师听了之
后，一拍大腿：“找重庆红岩，用他们的车。如
果车身不行，我们来改！”

在改装中，工程师们将红岩卡车“大卸八
块”：拆下车斗，换上承重能力超过8吨的坚固
副车架，钢板也被层层加厚。他们就像魔术师

一样，将柴油发动机、提水泵、控制柜等18个
设备合理嵌入有限的车内空间。

然而，3次数据仿真显示，改装后柴油机偏
离中心，导致车身发生共振。于是，他们根据
数据连夜调整布局，最终把车身的形变量成功
控制在小于0.5毫米内。

又折腾了半年，一辆改装卡车终于驶出车
间。

流道宽度仅6.5毫米，叶轮上
下足“绣花功夫”

车有了眉目，另一只“拦路虎”又出现了：
刘兴发审视着设计图上水泵叶轮的精细参数，
面露难色：“流道宽度仅6.5毫米，相当于一颗
绿豆的直径，怎么加工？”

刘兴发介绍，水泵出水能提到1500米的
高度，全靠叶轮做功，所以水泵制作的难度很
高，其中最核心部分就是如何把叶轮高质量地
加工出来。泵里面的叶轮流道宽度非常窄，对
铸造工艺来说是个相当大的挑战。

常规铸造工艺根本无法成型，14片叶轮
叠加起来，任何0.1毫米的误差都会导致效率
暴跌。于是，团队探索采用分体焊接工艺：先
以五轴联动车床精细雕琢叶片，再邀请高级
焊接技师，犹如绣花般将14片叶轮巧妙拼接

在一起。
工艺调整后，试验车间就成了“焊工修罗

场”。“那段时间，我们像在玩拼图游戏。”刘兴
发说，技术工人每日举着焊枪，眼睛被蓝光刺
得通红，“前盖、叶片、后盖，每个零件都要精确
到微米级，焊接时连呼吸都得憋着。”

经过20多次材料试验，他们终于找到马
氏体钢的最优焊接参数，将叶轮的形变量控制
在0.3毫米内。当第一套叶轮在测试台上平稳
运转时，整个车间爆发出欢呼声。

给柴油机装上“大脑”，可用手机
远程操控

传统水泵使用电机驱动，而灾区电力供应
无保障，水泵运转得改用柴油机，还要实现恒
压恒流控制。“柴油机的转速曲线像过山车，怎
么与水泵实现匹配？”杨周兴带着电气组闭关3
个月，在实验室模拟了上万种工况。

某天深夜，杨周兴突发奇想：“我们为何不
为柴油机配备一个‘大脑’呢？”他们结合柴油
机的性能曲线，通过PID（比例-积分-微分控
制）和智能算法，不仅完美实现了恒压恒流控
制，还结合军通公司唐亮亮团队的调平系统，
整合开发出AI调平，面对坡度超过10度、局
部高差达20厘米的崎岖山路，柴油机在每分
钟高达3500转的运行下，仍然能够迅速监测
并调整左右偏移，甚至在极限条件下也能保持
98%以上的稳定性。

杨周兴说，调平系统犹如一位经验丰富的
F1赛车手，即便面对碎石飞溅、蜿蜒曲折的山
道，也能精准操控，给设备带来如履平地般的
体验。

整套系统还能使用手机远程操控——
即便在300米外，也能让泵车“听话”。而在无
网络条件下，控制柜里的设备可以发挥无线网
络作用，在300米内实现精准操控。

历时近三年的自主研发、联合攻关，2023
年9月，“山区和边远灾区应急供水与净水一
体化装备”项目在四川北川县开展了应用示
范。现场，泵车轰鸣着攀上陡坡；海拔1500米
外的山顶，水柱冲天而起……现场，刘兴发攥
着对讲机，嗓子都喊哑了：“流量30方，效率高
于50%，压力稳定！咱们赢了！”

他们的泵车能把水送上1500米高山灭火
【新青年建功新重庆⑥】

重庆机电集团重庆水泵厂青
年突击队：13名有想法、敢创新的
青年技术骨干，“闭关”800多天，
研发出移动式智能高压泵车（车
载提水泵），攻克了在无网络、无
供电、山势陡峭等极端环境下也
可使用多级离心泵输水的技术难
题。

青
春
名
片

5 月 12 日，重庆三峡文物保护科技基地，
“巴渝工匠”杯重庆市第二届文物行业职业技能
竞赛暨2025 年全国文物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选
拔赛现场，木作组选手正认真比赛中。

据了解，此次比赛由市文化旅游委（市文物
局）、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全市13家企事业单
位及院校的48名选手参赛，共同角逐金属、陶
瓷、纸张书画、木作、泥瓦作文物修复等5项竞
赛。此次竞赛邀请了全市7位文物保护专家担
任裁判，确保比赛公平公正。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文物匠人赛技能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马厚雪）近日，在海南航空开通重庆直飞
西雅图航线一周年之际，海南航空宣布，助力重庆
打造国际航空枢纽，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去年5月16日，海南航空开通重庆—西雅图
直飞国际航线，这是继北京—波士顿、北京—西雅
图航线后，海南航空近年来开通的第三条中国直
飞美国航线。

海南航空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海南航空
从重庆出发的国际直飞航线已覆盖马德里、罗
马、巴黎、米兰等欧洲城市，以及曼谷、大阪等亚
洲城市。

国内方面，海南航空在重庆的航线网络密集
连接北京、广州、深圳等14个国内城市，每日提供
24个出港航班，极大地便利了旅客的出行需求。

事实上，自2021年12月8日加入辽宁方大
集团以来，海南航空不断加大在渝投入。今年1
月，海南航空获批成为重庆国际航空枢纽运营
人。今年4月，海南航空在渝投放过夜运力已增
至11架。此外，海南航空不断加大在渝的宽体运
力投放，2025年一季度，海南航空执行的重庆进
出港航班中宽体航班占比近25%，这一比例居在
渝运营航司之首。

此外，去年5月31日，方大航空国际总部揭
牌暨项目组进驻仪式在重庆雾都宾馆举行，标志
着重庆市人民政府与辽宁方大集团共同打造的

“方大重庆航空城项目”进入启动建设阶段。
截至目前，方大重庆航空城一系列重大项目

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构建起集客运枢纽、航空维
修、飞行培训、航空物流等为一体的航空产业集
群。

重庆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是
“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具有较强的
区域辐射能力。

海南航空相关人士表示，成渝地区发展的潜
力空间大，海南航空始终高度重视在重庆地区的
业务发展，未来，海南航空将继续加强重庆国际航
空枢纽的建设，通过不断完善的航线网络和优质
服务，为西南地区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海南航空助力重庆
打造国际航空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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