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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点点位：石柱县桥头镇
蹲点记者：邹密 栗园园

6月25日，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桥
头镇，雨水淅沥。“党报记者一线蹲点”
采访小组来到全镇最偏远的田畈村采
访。时下，海拔800米的梨园里，树上
挂满了套着袋的翠冠梨。

“你看，套了袋的梨子看起来乖
些，表皮干净、颜色透黄。”村支书曾瑞
华顺手撕去一颗梨子的套袋介绍起
来。

他说，2017年栽下的这1700多
亩梨树，今年已进入丰产期，预计产量
将达到150万斤。

“还有不到一个月梨子就要上市，
但目前只找到40万斤的销路，还有上
百万斤没有着落，我急得觉都睡不
着！”说着说着，曾瑞华突然哽咽起来，
用手抹去抑制不住的泪水。

为给田畈村的梨子找销路，这位
50多岁、铁打的汉子已数度流泪。

以前，曾瑞华在外做建筑生意，年

收入超过100万元。2013年，他正处
于事业的巅峰期，是村民的信任和他
对家乡的感情，让他毅然返乡带领大
家致富。

种梨子，是曾瑞华邀请专家论证
后作出的谨慎决定。但自2021年梨
园正式投产以来，每到7月梨子的销

售季，曾瑞华都如坐针毡。
“以前我做过一家企业的西南总

代理，凭借关系、人脉，我自掏腰包出
去找销路，企业、单位、商会，还有亲戚
朋友，我找得到的都挨个找。”曾瑞华
说，前几年他还能勉强找到销路，但今
年产量大大增加，他拼尽全力目前也

只找到40万斤的订单。
想到明年梨子产量可能突破

200 万斤，曾瑞华的眉间已刻出深
深的川字纹，同行的其他村干部听
着他的话也默不作声，脸上写满了
焦虑。

“曾支书，你要不试试直播带货？
就讲如何带领村民种梨的故事，说不
定网友会为你的精神和故事埋单。”在
低沉的气氛中，记者提议道。

曾瑞华顿时面露难色：“我想过找
网红带货，但我们确实请不起。我自
己搞？我怕搞不来。”

但想到即将堆积如山的梨子，曾
瑞华顿了顿，又表示愿意试一试。“不
管了，只要能把村民的梨子卖出去，要
我做什么都愿意！”说这话时，他似乎
又恢复了干劲，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
容。

据曾瑞华估计，今年田畈村的梨
子将于7月20日前后上市，愿意购买
的企业、单位和个人可与他直接联系：
13594997148。

翠冠梨丰产，上百万斤果子找销路

蹲点点位：荣昌区盘龙镇
蹲点记者：彭瑜 刘冲

6月25日清晨，晨雾尚未散尽，荣
昌区龙盘镇长岭社区的黄泥地泛着潮
气。61岁的姜农李俭学俯身拨开生姜
叶片察看叶脉清晰，不见黄斑；垄沟
间，雨水已悄然退去，不留积水。老伴
肖泽容在一旁默数着田垄，这是老两
口日复一日的地头“功课”。

手机突然响起：“老李，今天要
200斤，一斤3块8，现钱！”收购商的
声音传来。

“姜还嫩，再养半个月才瓷实。”李
俭学语气平稳，随手从脚边刨出一株生
姜——根茎粗若拇指，表皮泛着温润的
琥珀色，“到时，一斤得按4块1算。”

利落回绝了压价后，他掂量着手
中的姜块，向记者道：“盘龙生姜的牌
子，加上这成色，不愁卖。”

客家汉子李俭学，与姜打了三十
多年交道。

承袭父辈的三亩薄田之初，他满
怀希冀种下500行姜苗。选的地，是
黏重的沙土，“一场暴雨后，水渠堵了
……”他比划着，仿佛那夜的雨水仍漫
在眼前，“苗子泡了一宿，根都烂了。”

秋日田埂上，他蹲着扒拉出腐烂的姜
种，一笔笔算着账：一行亏15元，500
行便是7500元——沉甸甸的教训。

失败后，他反复琢磨，渐渐悟出门
道：黄泥地，土质粗糙，雨水能“唰唰”
流走，才是种姜的上选地。

重整旗鼓，精心侍弄一季后，李俭
学收获的生姜个大、质脆、味辛。商贩
闻讯而至，络绎不绝。这季丰收，不仅
填平了亏空，更让李俭学笃信：种好
姜，还必须有硬技术。

技术何处求？彼时盘龙姜种多引
自四川乐山。“乐山苗，香！”他认准了
源头，独自登上开往乐山的客车，一去
十日。

在乐山田间，他跟着老姜农学“四
步选种”：指捏根茎，辨硬度以避催膨
之嫌；眼观表皮，查光泽以躲冻伤之
害；鼻嗅切口，闻气味以拒霉变之种；
口问留种，专挑三年生健壮母本。归
途货车的帆布下，层层棉布小心包裹
着“海选”过关的姜种，那是他押上来

年收成的希望。
良种仅是开端。田间潜伏着不少

威胁，尤以“大姜钻心虫”为甚。“这小虫，
针尖大，先啃叶秆，再钻姜心，能把好姜
啃成空壳。”李俭学说，每逢虫季，他与
妻子便化身“姜田卫士”，俯身垄间，一
寸寸搜寻那微小的虫卵。一旦发现，
药液即刻精准喷洒，容不得半分拖延。

一季又一季的辛劳与守望，换来
的是姜田的丰厚馈赠。靠着这“泥里
刨食”的营生，李俭学撑起了家，养大
了三个儿女。

2008年，儿女心疼父母常年风吹
日晒，苦劝老两口进城务工。“城里租
房要钱，工钱未必比得上种姜，还不自
在。”李俭学在城里坚持了十个月，终
究放不下那片浸透汗水的姜田，回到
了盘龙镇。

也恰在此时，盘龙镇为当地生姜
申请了国家生态原产地保护认证及绿
色食品认证。政府搭台，品牌护航，当
地村民世代种植的生姜，身价与销路
更添一层保障。

李俭学望向即将成熟的姜田，笃
定地说，“再等半个月，姜就上市了。
如今盘龙生姜有‘国字号’牌子托着，
我的姜，价格更硬气。”

有“国字号”牌子，盘龙生姜不愁卖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罗静雯）6月 26日，市政协
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六届六十
次主席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和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二
次会议精神，传达学习市委有关
重要会议精神，研究落实举措。
受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程丽华
委托，党组副书记、副主席李静主
持会议。

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中央
部署，按照全国政协安排和市委
工作要求，齐心协力做好下半年
各项工作。要强化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
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标本兼
治抓好整改落实，从严从实纠“四
风”、转作风、树新风，以作风建设

新成效激发干事创业新作为。要
持续抓好重点履职，全方位助推
科学编制“十五五”规划，努力交
出履职高分答卷。要持续抓好改
革和数字建设，着力推动履职提
质增效，加强制度建设和“两支队
伍”建设，为现代化新重庆建设贡
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听取了市政协深入贯彻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情况汇
报、助力“六区一高地”建设委员履
职实践活动开展情况汇报，审议通
过了市政协党组上半年主要工作情
况报告、市政协关于开展委员履职

“服务为民”活动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和有关人事事项。

市政协党组和主席班子成员出
席会议，杜惠平、蓝庆华围绕贯彻中
央有关会议精神作交流发言。

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暨六届六十次主席会议

■新华社记者 杨三军 杨欣 齐健

尖锐的防空警报在肃静的展
厅中突然响起，令人惊惧。“这是当
年日军轰炸时，同胞们听到的防
空警报声。”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
族自治州独山县深河桥抗战遗址
陈列馆内，讲解员杨燕林讲述着
贵州各族人民团结抗敌的历史。
深河桥，这座有400多年历史的古
桥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地位，也逐
渐清晰。

独山县位于黔桂交界，是贵州
南大门。抗战期间，独山县是贵
阳、重庆的前沿战略重镇。深河桥
地处独山县城北约9公里处，是一
座古老的单孔石桥，始建于明隆庆
年间。徐霞客在其游记中记载：

“有涧自东谷走深崖中，两崖石壁甚
逼，涧嵌其间甚深，架石梁其上，为
深河桥。”

作为独山北部交通要道上唯一
横跨深谷的桥梁，深河桥具有重要
的军事战略意义。

1944年，日本在亚洲、太平洋
战场节节失利。为打通中国大陆
交通线，日军于当年4月发动了豫
湘桂战役，至11月占领河南到广
西的大片地区。为防止中国军队南
下广西，日军制造了进攻贵阳、重庆
的假象。

1944年11月底，日军从广西
兵分三路进犯贵州，独山、荔波、三
都、丹寨等县相继沦陷。日军所到
之处大肆烧杀掳掠，黔南人民遭受
空前劫难，史称“黔南事变”。

杨燕林的外婆，是这场浩劫的
亲历者和幸存者。“外婆说，看到飞
机飞过，听到炮声响起，老百姓就得
躲到溶洞里。”杨燕林说，当日军离
开后，老百姓们回到村子，看到来不
及躲祸的同胞惨状，那是外婆一辈
子的梦魇。“外婆每次说到这里，眼
泪就像断线的珠子一样往下掉。”

大敌当前，中国军队竭力抵
抗。原独山县档案史志局副局长李
天和告诉记者，日军侵入独山县境
内后，遭到中国军队层层阻击。同
时，黔南各族人民组成村寨护卫队，
同仇敌忾。

黔南大地战事胶着，敌我双方
各有伤亡。为阻止侵黔日军继续北

进，也为中国军队继续布防争取时
间，当局决定炸毁深河桥。“黔桂公
路是由南向北、过贵阳直达重庆的
重要通道，深河桥是黔桂公路的重
要桥梁，想要阻止日军，只能炸掉深
河桥。”李天和说。

1944年12月2日下午，美军军
官弗兰克·亚瑟·格里森率领执行任
务的美军一支小分队自广西来到深
河桥。一声巨响中，深河桥被炸毁。

2008年，格里森曾重返独山，
参与深河桥抗战陈列馆布馆的工作
人员龙毓虎全程陪同。“格里森向我
们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执行炸桥任
务时，桥上还有大量难民在撤离，为
了让更多难民过桥，炸桥任务延迟
了5个小时。”龙毓虎告诉记者，由
于独山县城有机场，飞虎队员在此
驻扎数月，与当地群众感情深厚。

“格里森老人很激动，这是他和中国
人民浴血奋战的宝贵回忆。”

随着深河桥的炸毁，日军没能
再北上，此后节节败退，至1945年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其
间再无力发动大规模战役。李天和
告诉记者，独山深河桥阻止了日军
北上的步伐，成为侵黔日军不可逾
越的鸿沟，也是侵华日军走向失败
的历史见证。“这就是‘北有卢沟桥，
南有深河桥’。”

2020年，深河桥抗战遗址入选
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
名录 ；2023年，深河桥所在的麻
万镇麻抹社区被纳入全省第三轮红
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

麻抹社区党总支书记岑义学告
诉记者，当地以“深河桥抗战文化遗
址”为核心，将麻抹社区红色路线划
分为“抗战文化研学区和乡村文化
体验区”，着力打造特色小寨、宜居
农房建设等多个示范点，发展红色
旅游助农增收。

如今，被炸断的深河桥桥墩掩
映在树林间，默默诉说着历史；一旁
重建的深河桥，已是210国道上的
重要桥梁。站在深河桥抗战遗址上
远眺，G75兰海高速上的深河大桥
与独山前往都匀的都独同城大道凌
空飞架，横亘在青山绿水间……交
通设施的沧桑巨变，见证着独山人
民奔向幸福生活。

（新华社贵阳6月26日电）

日军当年在此开始走向败亡
——重访贵州省独山县深河桥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张珺）6月 25日，市委副书
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明清赴
我市部分高校调研深入贯彻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高校毕业生
就业、校园安全稳定等工作。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慎
终如始抓好学习教育，一体推进

“学查改立融”，确保走深走实见行
见效。要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委关
于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部署要求，
准确把握就业形势，抢抓关键冲刺
期，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
分就业。

李明清先后来到重庆第二师
范学院和重庆交通大学，深入了解
高校毕业生就业情况，随后召开推
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题调度会。

他强调，要把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和当前重要工
作，深入开展百万高校毕业生等青
年留渝来渝就业创业行动和高校
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用足
用好促就业增量政策举措，千方百
计拓展岗位，加强就业观引导和就
业技能培训，加大特殊困难毕业生
就业帮扶力度，确保今年高校毕业
生就业稳定。要健全以产业、就业
为导向的高校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机制，推动学科专业设置精准匹配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李明清还调研了校园安全稳
定工作。他强调，要全覆盖排查
整治校园及周边风险隐患，守牢
高校意识形态防线，加强假期应
急值守和巡逻巡查，确保校园平
安稳定。

李明清调研我市部分高校时强调

全力推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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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021年提

出加快建设交通强市，全面开启“2小
时重庆”建设新征程。2024年，我市印
发《重庆交通强市建设五年行动方案》，
提出加快构建“123出行交通圈”和“123
快货物流圈”。今年2月5日，市委召开

“新春第一会”，提出“六区一高地”建设
目标任务，要求加快“2小时重庆”交通圈
建设。

为加快“2小时重庆”交通圈建设，我
市提出“2小时重庆”交通圈补短板工程，
即通过提速建设“米”字型高铁网，不断
加密完善市域综合立体交通网络，加快
形成一批“西部领先、全国进位和重庆辨
识度”的交通标志性成果。

据介绍，“2小时重庆”交通圈高铁补
短板工程，包括渝厦高铁重庆至黔江段、
渝万高铁、成渝中线高铁、西渝高铁、黔
江至吉首高铁、安恩黔铁路等项目，涉及
总投资约2450亿元。

迎来铁路投资最强时代

这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庞大的工
程。如何确保这些项目早日完工？

市委、市政府统筹市级各部门、项目
参建单位，构建高效协调机制，加深项目
储备深度、加大资金筹措力度。

在工作机制上，我市构建了“领导小
组+大建设指挥部+铁建办”三级指挥体
系，一般问题由区县解决，普遍性问题由
市铁建办协调，重大问题由指挥部研究，
全局性问题由领导小组决策。

在项目谋划上，我市紧扣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通道、绿色长江

经济带发展战略“深谋早动”，建立“在建
一批、储备一批、谋划一批”梯度项目池，
提早谋划，有效推动成渝中线高铁、宜涪
高铁、重庆东站至九龙坡枢纽直通线、渝
贵高铁、黔江至吉首高铁等项目纳入国
家规划。

在资金筹措上，我市构建了市区共
建的分层分类资金筹措体制，并通过争
取中央资金、发行专项债等多元化融资
方式，“十四五”期间预计共筹集市级资
金近700亿元。

与此同时，我市还积极布局“1+2+
4”铁路枢纽体系，构建了1个国家综合
性铁路枢纽，万州、黔江2个区域性铁路
枢纽，永川、涪陵、合川、綦江-万盛4个
地区性铁路枢纽，优化不同层次枢纽分
工协作。

为加快推进铁水多式联运，重庆在
长江上游建设投用了7座铁水联运码
头，投建铁路专用线49条，在重庆中心
城区及周边区县布局49个具有多式联
运功能的物流场站，实现铁公水空多种
运输方式高效衔接。铁铁联运、铁水联
运让沿线加快实现千亿级工业园区、年
货运量百万吨级的企业实现铁路100%
覆盖。

一系列举措，推动重庆铁路进入大
发展大建设时期。

市交通运输委数据显示，“十四五”
期间，重庆铁路建设规模、项目数量逐年
增加，投资规模逐年攀升，预计“十四五”
期间铁路投资强度将达到历史峰值，预
计完成铁路投资近1700亿元，较“十三
五”期间铁路投资增长34.4%，重庆铁路
网将突破3100公里。

重庆高铁建设也实现跨越式发展。

“2022年，我市开工建设4条高铁，创下
当年全国开工高铁项目数量之最。”市交
通运输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预计“十四
五”期间，我市将完成高铁投资超1400
亿元，是“十三五”期间高铁投资的三倍，
高铁运营里程将突破1300公里。

值得一提的是，渝厦高铁重庆东至
黔江段通车后，彭水、黔江、酉阳、南川4
个区县迈进铁路“2小时重庆”交通圈。
到2027年，渝万高铁、西渝高铁建成通
车后，忠县、开州、城口3个区县也将实
现铁路2小时可达。到2030年，重庆有
望全面建成“2小时重庆”交通圈。

便捷出行，更激活经济

“周五踩着暮色回重庆，周一迎着朝
阳返黔江，周末团聚，工作日奋斗，这份

‘双城生活’畅想正成为日常。”渝厦高铁
重庆东至黔江段开通前夕，家在九龙坡
区石桥铺、在黔江区正阳街道上班的张
欢，在朋友圈写下如此期待。

高铁开通前，她的回家路堪称“跋
涉”：周五下班后仅有深夜列车，抵达中
心城区已过零点；若周六赶早班车，到家
也近中午。短暂相聚后，周日午后便要
返程。

张欢感慨，高铁的开通，正让沿线更
多群众共享“同城生活”的便利。

如今，这样的改变，在巴渝大地上频
繁上演。

目前，重庆已经投运的高铁线路已
达7条（时速 200 公里以上），其中时速
350公里的高铁4条（含渝厦高铁重庆东
至黔江段）。重庆到成都最快62分钟，
重庆到贵阳约2小时，重庆到郑州约4小

时，重庆到长沙最快3小时53分，重庆到
北京约6小时，重庆到香港约7小时……

高铁不仅便捷了出行，更激活了经
济。

以2022年郑渝高铁开通为例，重庆
至巫山段月均发送旅客量从开通初期的
77万人次跃升至2024年的107.94万人
次，三年累计突破3518万人次；奉节年
旅游收入增长近20%，奉节脐橙和巫山
脆李成为热门“伴手礼”，不少游客乘坐
高铁前来体验采摘乐趣；库区新增外来
投资企业数量近乎翻倍，吸引投资总额
超过百亿元，特别是智能制造、绿色食品
加工等新项目沿高铁布局，为产业升级
注入新动能。

重庆交通运输结构也进一步优化。
今年一季度，重庆完成铁路货运量512.7
万吨，同比增长 29%；铁水联运量达
592.3万吨，同比增长10.1%。

这也加快促进通道与产业深度融
合，推动更多“重庆制造”优势产品跨越
山海、走向世界。今年1—5月，重庆经
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货物12.27万标箱，
同比增长24%；货值超222亿元，同比增
长15%；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
货物运输品类已增加到1279种，辐射我
国18省73市158个站点，通达全球127
个国家及地区的570个港口。

“渝车出海”就是物流带通道、通道
带经贸、经贸带产业的鲜活注解。今年
一季度，重庆汽车出口货值89.2亿元，增
长24.1%，其中，电动汽车出口货值17.5
亿元，增长219.4%，铁路物流成为外贸
增长的核心驱动力。

未来，重庆将继续以铁轨为翼，书写
从地理枢纽到经济引擎的“跃迁传奇”。

（上接1版）站房建筑面积约 12 万平方
米，站场规模 15 台 29 线……重庆东站
以“山水千里、黄葛参天”为设计理念，
将山城特色融入“建筑基因”；以“站城
融合”为建设理念，开创“出站即入城”
的便捷体验。对重庆而言，重庆东站不
仅是构建我市“米”字型高铁网的重要

一环，更将成为举足轻重的城市门户和
新地标。

枢纽的意义，在于交会。一座站台，
带来的不仅是便利，更是“亦站亦城、新
质新态、宜居宜业”的新模式；一座站台，
成就的不仅是新地标，更是对外交往高
地、总部经济聚集地、国际消费承载地、

未来产业汇聚地。这一现代化综合交通
枢纽，必将成为城市发展的有力引擎。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过一
个观点：“在一切改良中，以交通运输的
改良最为有效。”高铁呼啸，不仅将巴渝
的奇绝风光、多彩人文与更广阔的世界
紧密相连，更让避暑经济、文旅融合的画

卷徐徐展开；站台屹立，不仅成就四通八
达的立体地标，更为重庆加快打造新时
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内陆开放
综合枢纽注入强劲动力。

高铁呼啸、站台屹立，发展的脉络更
加清晰——纵横阡陌，是飞驰的梦想；山
海相逢，是未来的序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