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近日，第三届国际农业生物多样性
大会在云南昆明举行，吸引了全球60多
个国家800余位政府官员、科学家及业
界代表共商应对气候变化与粮食安全大
计，其间举办了40余场主题报告、15场
边会及16项典型案例展览。

其中，我市参与实施的全球环境基
金（GEF）六期“中国农业可持续发展伙
伴关系规划型项目”子项目“减少外来入
侵物种对中国具有全球重要意义的农业
生物多样性和农业生态系统威胁的综合
防控体系建设（IAS）”（以下简称GEF－
6IAS项目）成果作为典型案例在大会上
展览展出，受到各国代表的一致好评。

5月31日，记者就此采访了市农业
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站长陈松柏和西南大
学园艺园林学院副教授刘世尧。

近年来，在我市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以及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外
来入侵生物通过人员携带、物流运输等
多种途径进入我市，带来的危害也逐渐
显现。

加拿大一枝黄花是让刘世尧印象深
刻的一种外来入侵物种。这种菊科植物
在我国南方极易滋生，近年来，在重庆一
些公园也曾发现它的踪迹。“它看上去不
起眼，但危害惊人，种子会像蒲公英一样
随处飘洒，风一吹漫天遍野，扎根之处不

给其他植物留下任何生长空间，直至其
他植物死亡，对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
胁。”刘世尧说。

除了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外来入
侵物种也给粮食安全带来挑战。

草地贪夜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玉米、
小麦等作物产量损失50%以上；番茄潜
叶蛾危害严重时可导致番茄减产80%—
100%；在1平方米玉米地里，30—50株
豚草苗可导致减产30%—40%。

“外来入侵物种种类多、分布面积
广、入侵渠道多。”陈松柏说，这给我市防
控工作带来不小压力。如何防控外来入
侵物种？我市构建起“市+区+村+社会

团体+新型经营主体”多级防控体系，通
过实施GEF－6IAS项目来应对。

首先是全面开展我市外来入侵物种
的普查，建立台账，做好外来入侵物种的
有效管理；其次通过宣传教育，提升市民
对外来入侵物种的认识；最后借助高校
力量，开展重点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技术
的试验示范以及配合农业农村部在璧山
开展为期五年的重点项目。

如今，我市已累计投入资金数百万元，
在石柱、璧山、长寿等地开展空心莲子草与
福寿螺综合防治技术试验示范，探索农业
外来入侵物种综合防控技术。

通过这套组合拳，重庆外来入侵生

物高发、频发态势得到遏制。
“做好外来入侵物种防控是一场持

久战。”陈松柏表示，重庆作为内陆开放
高地，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的任务十分艰
巨。

“接下来，重庆一方面将建立区县乡
镇外来入侵物种监控点，做好动态管理；
另一方面，将优化出台我市重点外来入
侵物种管理清单，进一步细化防控措施
和手段。同时，进一步完善联防联控机
制，形成外来入侵物种防控工作合力，为
减少外来入侵物种对农田生态系统生物
多样性的威胁提供更多重庆方案。”陈松
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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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她准是去湖边了！最近兴致高，太
阳这么大都要去。”5月21日，日上三竿，
刚从地里摘完蔬菜的孔祥辉回到家里，
发现92岁的婆婆不在，不禁说道。

孔祥辉是长寿区石堰镇高庙村村
民，她口中的湖，就是与高庙村近在咫尺
的长寿湖。已经在湖边生活了几十年的
婆婆，为何还对长寿湖有这样的兴致？

这要从湖边近来发生的变化说起。
当天，记者沿着村道来到湖边，只见数台
挖掘机正在作业，一条滨湖廊道的雏形
已现，可以想见几个月后沿着步道观赏
这一池碧水的惬意——去年以来，高庙
村通过村庄规划统筹引领全域土地综合
整治，让这个安静的小山村在村容村貌、
产业布局等方面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
化，村民的期待正是来源于此。

一个决定
小山村站到了聚光灯下

“是啊，怎能不期待呢？”望着在湖边
散步的婆婆，孔祥辉的眼里满是回忆。

今年52岁的她，老家在垫江县包家
镇，30年前嫁到隔着龙溪河相望的长寿
区石堰镇高庙村。在她的印象里，村里
这30年的变化并不明显，“刚来时对岸
就在修路盖楼，我们村却没啥变化。”

村民们按捺不住，一个接一个出门
务工。孔祥辉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李元
中从东北的黑土地转战西北的戈壁滩再
到东南的大湾区，就是没有想过回家打
工，直至2024年初，家里来了电话，“回
来吧，村子来‘画图纸的’了。”

孔祥辉揣着疑惑返乡，看见村子里
果然多了些人气，其中一些人还用树枝
在地上写写画画。“他们是干嘛的？”孔祥
辉来到村委会找答案。“我们村要进行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他们是规划师。”村支
书、村委会主任刘程木回答。

长寿勘测规划院规划师赵毅是规划
团队的一员。“规划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
的认识过程。”2024年春天，赵毅第一次
走进这个村。她沿着村道，边走边记：

“水草丰茂、鸟类丰富”“农业本底不错，
有柑橘等主导产业”“基础设施比较落
后，尤其是道路系统性不足”……字里行
间，高庙村优势短板尽显。

“选这里，就因为它‘素面朝天’。”长
寿区土地储备整治中心副主任石建平翻
开规划档案，泛黄的卫星图上，高庙村像
一个嵌入碧水的逗号，等待着书写属于
自己的下半篇文章，“没被过度开发的乡

村肌理，正是规划的最佳试验田。”

一纸规划
为高庙村搭建发展框架

白纸作画，虽有许多发挥空间，但也
意味着从零起步，注定不是易事。

首场村民大会在村委会会议室炸开
了锅。

通过刘程木，赵毅把在家的村民召
集了起来。大家一听她的来意，顿时面
面相觑：“啥是规划？”

“就是要重新打造高庙村。”赵毅的
解释简单而直接，“路要重新修，房屋风
貌要美化，土地种什么也要重新谋划。”
村民们一听来了兴致，七嘴八舌地发言；
也有人将桌子敲得震天响：“我们的房子
住了几十年，又不是不能住。”

赵毅定了定神，随即打开投影仪，用
激光笔圈出半岛轮廓：“这里准备修十里
滨湖廊道，种上再力花和菖蒲；这里推平
田埂，建稻虾共生园……”话音未落，后
排的李婶突然举手：“那我家能开农家乐
不？”

这场从“叫声”到“问声”的转变，被
赵毅记在规划日志里：“村民要的不是

‘被规划’，而是要看见‘规划能让日子变
好’。”团队花了几十天走村入户，将村民
的诉求绘成“需求地图”——有人想要硬
化门前道路，有人抱怨水压低，更多人盯
着波光粼粼的湖面：“能不能让城里人来
钓鱼？”

赵毅将村民们的合理诉求吸收进规
划，经过团队的细致调研和反复讨论，高
庙村的规划呼之欲出：“一廊（滨湖生态
景观廊）、一带（水上运动休闲观光带）、
三区（现代农业研学区、乡村康养休闲
区、整体大美体验区）”。

“这个规划，最大程度体现了高庙村
的滨水生态优势。”石堰镇党委副书记康
彪告诉记者，高庙村三面环水，于是规划
以“水”为基础——沿着自然蜿蜒的河湖
岸线，建设十里滨湖廊道（即“一廊”）和
串联小道；在村里其他地方，以高标准农
田建设为契机，发展千亩稻虾、推进沃柑
产业品牌化，做大“一乡一品”特色粮油，
实施现代农业研学；还要对农房进行风
貌统一设计和改造，打造“幸福合院”生
态康养民宿集群。

如此一来，高庙村的未来布局清晰
明了，发展框架已成。

一份期待
从湖岸到水面的全面布局

从“施工图”到“实景图”，需要一个
个项目接连落子。

今年五一节前夕，孔祥辉被叫到村
委会办公室，和她一起的，还有李家大坪
的许多邻居。

“我们村过去只有农业，附加值不
高，所以大家除了填饱肚子外到手的都
不多。而现在要把农业和旅游观光结合
起来，除了道路、水电气这些基础设施

外，还要把农房的风貌进行统一……”刘
程木将计划和盘托出，此次村里准备对
包括李家大坪在内的120余户农房进行
风貌改造，继而可以在有条件的农家打
造民宿。

有了之前的充分沟通，尽管改造需
要村民自己投工投劳，但大多数人举双
手赞成。眼下民房改造总体思路已逐步
清晰：运用橘子元素、荷叶元素，以及青
砖、青瓦等乡土材料，形成特色景观。村
民们看过设计图后均表示赞同。

对湖岸和水面的利用则是整个规划
中的重点：十里滨湖廊道正加快建设，预
计两三个月就能成形；湖中央规划了集
垂钓露营、游憩观光、水上运动于一体的
滨湖体验区，打造全国最美湖泊垂钓基
地。

最让村民振奋的是湖中央的“大动
作”。“对方考察了三次，说咱们的水质可
以媲美千岛湖。”长寿乡建集团发展规划
部部长郑荣强透露，社会主体2000万元
投资即将到账，未来这里将建起浮动钓
台、星空露营基地，“等‘长寿湖泼水节’
办起来，我们要让全重庆人知道，乡村也
能玩出‘潮范儿’。”

“高庙村只是一个起点。”石建平的
笔记本里，记录着长寿未来3—5年内的

“大动作”——该区将对龙溪河流域12
个镇进行规划设计，打造巴渝和美乡村，

“届时，高庙村的成功经验就能复制过
去，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样板间’和

‘领头羊’。”

乡村也能玩出“潮范儿”
长寿高庙村规划打造十里滨湖廊道、滨湖体验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周传勇 栗园园

好的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竞争力。近日，重庆部分区县
继续“加力”，出台改善营商环境行动方案或规划，提出一条条
具体措施，着力破解制约经营主体的困难、问题，更好激发市场
活力、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铜梁：

持续打造“最懂企业营商环境”

记者近日从铜梁区获悉，该区出台了《持续打造最懂企业
营商环境行动方案》（以下简称《行动方案》），将实施20条具体
措施，通过政务、法治、市场、创新、要素五大领域系统性改革，
以全周期、全链条服务破解企业痛点，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

铜梁区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创新构建了
“四联系”工作机制，由区领导对应关联企业、商会及专家，并组
建“亲清服务团”，通过闭环管理机制实现政企诉求高效对接。
在此基础上，铜梁将开展“委办局长走流程”活动，要求领导干
部化身办事群众，实地破解审批堵点。

按照《行动方案》，铜梁还将建立“铜管家”专业服务队和
“暖心政务帮帮办”队伍，推广“企业码上服务”，实现从“陪办”
到“代办”的进阶；全面推行开办企业“零材料、零费用、零见面、
零跑路”改革。值得一提的是，铜梁高新区试点推行“拿地即开
工”模式，通过前置评估、分段验收等举措，推动项目快速投产。

数字化转型成为方案亮点：3月上线的“入企排队·服务预
约”系统已服务高新区600余家企业；“营商环境AI助手”整合
多个部门数据资源，构建企业画像智能匹配政策；推行“包容审
慎”监管，建立“无感监测”对象清单和“无事不扰”事项清单。

针对异地执法痛点，《行动方案》建立“双陪同+多跨协同”
机制，通过“渝快政”平台实现执法协作全程留痕；司法服务同
步升级，“法助高飞”品牌提供合规指南编制、家门口法律咨询
等增值服务，涉企案件启用“绿标签”制度，享受优先立案、执行
等绿色通道。

大渡口：

力争打造全市营商环境最优区

大渡口区日前发布了《大渡口区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区三年
行动计划（2025—2027年）》（以下简称《计划》），将开展培育市
场主体、优化政务服务、加强要素保障、数字赋能等十大专项行
动，力争到2027年底，把大渡口打造成为全市营商环境最优区。

市场主体是经济发展的“源头活水”，大渡口锚定年度目
标——到年底，全区市场主体总量突破4.8万家。为此，《计划》
在培育市场主体专项行动方面多点发力，包括创新推进食品生
产经营等高频证照智能联办模式、对外商投资企业准入登记实
行“应准尽准”等实招硬招。

在提高政务服务质效方面，《计划》提出开展优化政务服务
专项行动，着重打响“速渡办”服务品牌；畅通政务服务渠道，推
动关联性强、办事需求量大、办理时间相对集中的多个事项集
成办理，为企业、群众提供高频政务服务事项“一件事一次办”

“一类事一站办”；推动“川渝通办”扩面提质。
在加强要素保障方面，大渡口将开展专项行动。例如，优

化城市空间规划，加强土地储备，全面梳理储备土地的整治、征
拆需求，编制储备土地保障三年计划，推动集约高效用地，力争
2025年实现土地整治1000亩，开工建设20万平方米标准厂
房，为项目落地提供保障。

大渡口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大渡口将推进审批服
务提速、线上服务提质、政策服务提效，打造“办事不求人、办事
不见面”的政务环境；切实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依法打击不法行
为，打造“投资放心、创业安心”的法治环境；畅通市场准入、保
障市场竞争、规范市场秩序，打造“放得更活、管得更好”的市场
环境；提升要素供给水平，优化服务保障机制，打造“尽享所需、
尽得其便”的要素保障环境。

巫山：

每年投入超千万元扶持民企

巫山县近日召开促进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发
布《巫山县关心支持民营企业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重点介绍助力民营经济发展的五大行
动举措。

《方案》提出，将整合相关资金渠道，每年投入不低于1000
万元的民营企业发展扶持资金，用于支持重点企业开办、企业
科技创新、企业升规培育、人才引进与培养等，扶持民营企业发
展。

《方案》还提出，通过提升民营企业实力行动、提升企业创
新品牌行动等五大行动来发展民营经济。

在提升民营企业实力行动方面，将通过培育“四上”企业、
招引扶强龙头企业等举措，激发民营企业内生动力。例如，每
年动态筛选40家重点企业纳入培育库，提供“一企一策”定制
服务；围绕脆李、文旅等特色产业，招引链主企业，组建县领导
牵头的服务专班，确保用地、融资等诉求“一事一议、限时办
结”。

在提升企业创新品牌行动方面，鼓励企业科技创新、支持
民营企业“走出去”、支持品牌塑造和培育；引导金融机构创新
金融产品，为民营企业提供定制金融服务；围绕特色农产品、文
旅产业培育新兴品牌并创建未来品牌，制定“品牌贡献”奖励办
法，评选“品牌贡献奖”等。

在提升要素保障能力行动方面，巫山提出增强用地保障与
厂房建设配套力、强化用工及人才强企支撑力、加大水电气等
要素同域同价支持力等措施，持续提升民营经济资源要素保障
水平。

提升行政监管服务行动将进一步健全民营企业服务机制、
强化政企双向沟通等举措，构建亲清政商关系。

提升公平竞争环境行动将强化保障民营中小企业均衡发
展机会、规范政府采购和招投标行为、培育商会协会企业家等
措施，营造民营经济良好发展氛围。

从“最懂”到“最优”
重庆区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紧
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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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等
建
设
正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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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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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重庆方案”向全球60多国推荐

如紫茎泽兰、加拿
大一枝黄花

外来入侵物种可分为四类：

入侵昆虫类 如红火蚁1
2 入侵动物类 如巴西龟、福寿螺

3
4

入侵病害 如松材线虫病

入侵植物

最新调查数据显示：
全市共发现外来入侵
物种250余种

入侵植物

入侵病虫害

入侵水生动物

198种

47种

5种

其中——

二是危险性有害生物
国家共列出 192 种，其引种

栽培、推广使用等有严格要求，
如加拿大一枝黄花、紫茎泽兰。

按照危害、防治难度划分：

一是检疫性有害生物
这类外来有害生物危害性

较大，防控困难，按国家规定，严
禁在出入境货物中携带。

解读·外来物种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