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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2日，璧山区七塘镇番茄小镇·果琳基地，AI采摘机
器人正在采摘番茄。

当天，璧山夏季都市休闲农业嘉年华在该基地开幕。活
动现场，陪同采摘番茄的AI机器人、四处巡检的AI机器狗，
吸引了众多游客视线。机器人搭载了高清视觉传感器阵列，

能快速扫描藤蔓并自动识别成熟的番茄，通过多关节机械臂
和末端柔性夹具，高效、精准地完成采摘。

近年来，璧山区着眼农文旅融合发展，积极引导村民发展
番茄规模种植，目前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年产值超4亿元。

记者 刘翰书 崔力 摄影报道/视觉重庆

AI 机器人
陪你摘番茄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6月 12日，巴南区举行“发言
人来了”——巴南区推动赛事演艺
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活动。

区文化旅游委、区商务委、区体
育局、区公安分局、区文明建设事务
中心等5个部门的发言人齐聚华熙
LIVE·鱼洞场馆，围绕赛事演艺经
济中的文旅活动、体育赛事、住餐消
费、安全保障及文明观演等政策措
施进行分享，详解巴南区依托华熙
打造重庆文体旅消费新地标的发展
路径。

今年已审批大型营业
性演出35场

“去年华熙LIVE·鱼洞场馆成
功举办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
演出41场，吸引观演人数达62.5万
人，带动消费4.8亿元。”发布活动
一开始，巴南区文化旅游委主任万
耀东就“晒”出全区赛事演艺经济

“成绩单”。
为推动演艺经济发展，近年来，

巴南区投资 50 亿元打造了华熙
LIVE·鱼洞场馆。作为西南地区顶
级文体场馆，其包括可容纳1.6万
人的甲级体育馆、多功能剧场、篮球
公园、体育场及商业配套项目。

在2024年国内演唱会室内场
馆排名中，华熙LIVE·鱼洞成功跻
身前十。

今年，随着WTT赛事及张学
友、陈奕迅等知名艺人演唱会的举
行，巴南区赛事演艺经济热度持续
攀升。截至目前，全区已审批大型
营业性演出35场，成功举办演唱会
19场，预计全年将举办5000人以
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体育赛事超
过 50 场次，年客流量有望突破
1000万人次。

万耀东说，下一步，巴南区将按
照“依托华熙、文体融合、强链补短、
拉动消费”总体思路，着力打造西部
大型赛事和演艺高地，推动全区赛
事演艺经济高质量发展。

用精细服务为演艺活动护航

观演体验的升级，离不开“吃住
行游购娱”的全链条保障。

备受关注的刀郎2025年巡回
演唱会重庆站活动，将于 6月 21

日、22日在巴南举行。发布现场，
不少市民十分关注演唱会期间的交
通、食宿保障情况。

万耀东说，刀郎演唱会期间，华
熙LIVE体育场、酒吧街及周边区
域将设为“刀迷”活动第二现场A
区，合理规划粉丝和网络大V活动
空间；龙洲湾商街设为第二现场B
区，结合全市文旅消费季活动，打造
集美食体验、非遗展示、购物休闲于
一体的综合消费场景，让大家在观
演之余有更多精彩体验。

同时，巴南众多商家将汇聚合
力，为游客提供保障和优惠。

“我区的餐饮住宿业商会正开展
‘唱着山歌吃火锅’和‘美食电商直播
大赛’两项活动。”巴南区商务委副主
任张茜介绍，游客可以现场演唱歌
曲，参与互动，沉浸式感受“美食与音
乐的碰撞”。

针对刀郎演唱会的大客流挑
战，巴南区将打好“智能交通+多元
场景”组合拳，保障粉丝交通出行。

发言人表示，各大演唱会举办
期间巴南将全力推进赛事演艺保障
工作，构建“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
精细服务体系，让高水平赛事演艺
成为拉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
劲引擎。

文旅融合激活消费活力

渝黔合作八区（县）篮球联赛、
重庆半程马拉松、“中国杯”世界花
样滑冰大奖赛……今年下半年，巴
南文体赛事和活动好戏连台。

为了推动文体旅融合发展，带
领游客跟着赛事去旅游，在发布现
场，万耀东还向广大市民游客推荐
了两条精品旅游路线。

一是城市漫游休闲体验线：从
演艺聚集地华熙LIVE·鱼洞出发，
串连重庆最大的海洋主题公园汉
海海洋公园、动感水上乐园鲸豚湾
水世界、巴文化体验地巴南博物
馆、历史名泉南温泉和夜间文旅消
费聚集区西流沱小镇，感受厚重巴
文化的古朴韵味和城市新地标的
繁华。

二是巴地原乡乡村体验线：从
四季高山花海云林天乡出发，串连
市级温泉度假区东温泉、国家历史
文化名镇丰盛古镇、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木洞古镇，在烟火中感受
巴人生活。

巴南打造重庆文体旅消费新地标

今年举办大型演出赛事超50场
预计“引流”逾千万人次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夏元）6月 11日，我国自主
研制的大型水陆两栖飞机AG600

“鲲龙”，获得中国民航局生产许可
证，进入批量生产阶段。记者当天
从西南铝获悉，AG600飞机多个关
键零部件铝合金材料均为“重庆造”
铝材提供配套。

AG600飞机是大型灭火及水
上救援水陆两栖飞机，是我国首度
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也是继
大型运输机运20、C919大客机之
后，我国在大飞机领域的又一重大
突破。

西南铝相关负责人表示，
AG600飞机所采用“重庆造”铝材
主要应用于飞机的飞控系统中，它
是飞机“大脑”，确保飞机能够安全

稳定地执行飞行任务——一方面飞
控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和调整飞机飞
行状态，确保在各种复杂条件下都
能保持稳定飞行；另一方面飞控系
统具备自主故障诊断及处理能力，
一旦飞机出现故障，能够迅速采取
措施，避免事故发生。

“为AG600飞机配套的‘重庆
造’铝材主要是铝合金板材和棒材，
以及另外两款型号管材。”该负责人
介绍，铝合金是航空航天领域应用
最多的合金材料，被广泛应用于飞
机机翼梁、肋、机身框、壁板等关键
承力部件的制造，也是行业内最难
铸造的合金之一。

目前，西南铝生产的铝合金材
料已经陆续为C919以及国家多个
航空航天重大项目提供配套。

“重庆造”铝合金助飞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张珺

近日，在海拔1300多米的酉阳菖
蒲盖，一场绵绵细雨打湿了绿意盎然
的高山草场，把阵阵云雾送抵山脚下
的花田乡何家岩村。

作为拥有渝东南原汁原味风貌的
村寨，何家岩村集聚优质帮扶资源，农
文旅融合发展势头强劲。在村口的

“共富创客”特色农产品商店，齐腾云、
何权艳两位年轻人正热情地向游客推
荐这里的贡米、土蜂蜜等优质农产品，
空闲时又一起商量如何通过微改造，
把更多闲置农房转换成短租房产品，
吸引追求审美、想要“放空”的年轻人。

近年来，酉阳积极探索乡村人才
引育新路径，坚持“以产引智”“以才兴
产”，吸引大批像齐腾云、何权艳这样
的人才返乡创业，集聚在乡村一线。
他们带回了新观念和新模式，依托“酉
阳800”区域公用品牌的持续赋能，不
断研究产业发展、市场运营、精细管
理，逐步开拓当地农文旅市场，打开了
山乡共富发展的新天地。

“雁南飞”变成“雁归来”

在齐腾云眼里，家乡如诗如画，过
去却是“养在深闺人不识”。“念小学时
每次回家，需要从花田场镇走1个多
小时的山路才能到村子。”她对当时的
交通闭塞记忆犹新。

后来，她进入陕西科技大学财会
专业学习，成为一名大学生。但家乡
的变化，她都看在眼里，“2015年村里
有了单车道的水泥路，6年后又改建
成双车道的沥青路，紧接着村史馆、咖
啡馆、特色民宿也出现了。”

2022年大学毕业后，一度考虑在
外工作的她，收到了家乡的“乡村振
兴”邀请函。通过面对面的交流，齐腾
云找到了自己在乡村舞台上的职业定
位，毅然响应号召回到何家岩村，成为
一名乡村职业经理人。

精品民宿是当地乡村旅游的重要
业态。齐腾云发现，全村400多栋房
屋近2800间房，整栋闲置率达10%，
部分闲置率达到了60%。于是，她和
伙伴们全力推动微改造，面向前来何
家岩村康养的人群，推出一批干净整
洁的“村房短租”，一炮打响。

“让专业的人干专业事。”花田乡
党委书记邹艺表示，村庄经营需要人
才。近年来，花田乡积极落实“四进三
回”要求，培育出像齐腾云、何权艳这
样的乡村职业经理人13人，以“头雁
领航”带动“群雁齐飞”。

今年一季度，乡村职业经理人带
动当地1200多户家庭吃上了旅游饭，
全乡接待游客超过13万人次。

数读：通过发放邀请函、召开村级
对接会等形式，酉阳已回引各类人才
700余名，这些返乡人才与下沉一线的
党员干部共同构成农村产业人才队伍
的中坚力量。去年，全县村级集体经济
经营性收入均达到10万元以上，农村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7%。

“老产业”迸发“含金量”

近日，记者来到酉阳县宜居镇建
田村采访时，“酉阳800”生态农人冉
金成正忙着打包一个多月前刚采制完
的高品质毛尖茶，准备寄往山东、内蒙
古的老客户。

宜居镇平均海拔800米，四季云
雾缭绕，土壤富含锌、硒等微量元素，
产茶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朝。冉金
成家就是世代种茶。

在2021年前，冉金成一直在外开
超市、做销售，偶尔为自家的茶叶找点
销路。在闯荡过程中，他发现家乡宜

居有着巨大的发展潜力，而自己始终
对家乡的茶叶产业有着难以割舍的深
厚感情，于是回乡开启创业之旅。

但宜居茶从茶树培育到茶叶采
摘，生产粗放、缺少科技赋能；知名度
不高、品牌力不够；夏茶、秋茶因人手
不够，其市场还远未开拓……技术从
哪里来？品质、品牌如何提升？正在
他冥思苦想的时候，国家、市、县三级
专家组成的产业发展技术专家组找上
了门。

在专家手把手指导下，冉金成逐
渐掌握了茶树种植和管护技巧，又把
卖茶叶赚到的钱投入茶叶生产、加工
环节，对自家的茶叶加工生产线进行
全面升级改造，并注册了“酉馨芽”品
牌。就这样，一个小规模茶叶作坊逐
渐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合作社。

采茶、制茶之余，冉金成借助“酉
阳800”生态农人联盟联系广泛的优
势，在全国各地参加展销会拓展销
路。宜居茶醇厚、回甘的口感，得到山
东、内蒙古等北方市场的青睐，今年还
成功拿下了俄罗斯等6个国家客商的
订单。

“在生态农人带动下，宜居镇村
民把茶产业培育成了增收致富的支
柱产业。”宜居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宋
玥说，如今，当地茶叶种植和传统制
茶工艺精进，成功创建微型企业144
家，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15个，全乡
现有茶园面积2.3万亩，茶叶年产值
高达1.2亿元。

数读：酉阳县通过深化院地合作，
从国家科技特派团、西南大学、重庆农
科院、县农业管理和技术技能人才中遴
选专家75人，组建产业专家技术指导
组，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对生态农人进
行全产业链指导，帮助解决生产技术难
题1082个，惠及群众超过30万人次。

“生态牌”搭起“大舞台”

前段时间，酉阳县李溪镇官坝村

的金廷军启动水稻精量育秧生产线，
开始了新一轮流水线育秧工作，“从种
子筛选到装盘，整套流程用时不到2
分钟，和人工育秧相比效率提升超过
8倍。”

金廷军牵头发展的水稻种植基
地，已经实现从智慧化育秧到机械化
收割的全流程现代化。作为一名生态
农人，他依靠科技推动农业创新的底
气很足，“我的背后，有‘酉阳800’系
列扶持政策的支持保障。”

金廷军所说的系列扶持政策，就
是“‘酉阳800’区域公用品牌扶持政
策”。酉阳县针对不同产业、不同经营
规模的企业主体、经营大户，分类制定
支持示范基地建设、标准制定、宣传推
介等10大类扶持举措，为生态农人提
供全生命周期扶持培育。

宜居镇的贡茶，花田乡的贡米、土
蜂蜜，还有茶油、酵素等特色农产品，
成为“酉阳800”主推产品。

冉金成说，利用“酉阳800”配套
支持政策，当地积极引入和培育优良
品种，建立完善茶产品“溯源链”，茶产
业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春天”。

“酉阳800”品牌发展中心主任冉
学峰介绍，在各类乡村人才队伍的共
同努力下，“酉阳800”从最初聚焦农产
品的1.0版本，升级为全县域、全链条、
全品类的2.0版本，品牌产品达50类
353款，激活2150家涉农企业、278个
村集体经济、7.3万名在地农民和9.6
万余亩直供基地，品牌系列产品年销
售额达21.8亿元，平均溢价率超40%。

如今的酉阳山村，浪漫田园集聚
人气，特色产业加速培育，诗意山乡焕
发出勃勃生机。

数读：“酉阳 800”现代农业体系
的快速发展吸引了更多人才投身乡村
振兴。酉阳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2024 年以来，酉阳已聘任乡村职
业经理人 256 名，累计回引返乡能人
700余名，吸纳110余名返乡高校毕业
生进入村支“两委”班子。

一大批懂市场、有技术、会管理,热爱家乡的年轻人闪亮登场——

人才返乡创业“点亮”酉阳山村

本报讯（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刘冲）“3、2、1，放！”6月12日，随
着一声令下，在江津区米帮沱码头，一
条条活蹦乱跳的珍稀特有鱼种游入长
江。当天，“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2025年增殖
放流活动”在此举行，共有10万余尾
珍稀特有鱼类放流长江。

据了解，本次放流以“放流珍稀特
有鱼类 修复长江生态环境”为主题，

共放流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胭脂
鱼、岩原鲤10万余尾。

放流之前，相关科研人员采用体
外标志、内藏可视标志两种方法，以
5%的标记率对5000余尾苗种进行了
标记，方便后期科研。

活动还邀请了专家组对苗种的标
记、抽样、测量、称重、装车运输、放流
等过程进行监督、指导和验收。

“目前，放流的鱼类组成和数量更

加科学合理，放流流程也更加规范。”
市珍稀特有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说，现代增殖放
流技术融合水质监测、苗种检疫等科
学手段，从春日筛选优质鱼苗，到夏季
放流壮大种群，再到秋冬自然繁衍，形
成了完整的生态修复链条，延续着古
人“数罟不入洿池”的生态智慧。

2020年以来，长江上游珍稀特有
鱼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重庆段共开展

增殖放流活动30余次，放流长江鲟、
胭脂鱼、岩原鲤等珍稀特有鱼类近
500万尾，产生了良好生态效益和社
会效益。

10万余尾珍稀特有鱼类放流长江
部分苗种做了“标记”，方便后期科研

精彩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6月11日，在珠海中航通飞华南飞机工业有限公司，现场展示的批量生
产的首架AG600飞机。 新华社记者 邓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