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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6月28日清晨6时许，铜梁城区
巴川街道正街社区食堂前已排起长
队。

红糖馒头4元5个，白馒头0.5元
1个，不少人提着满满一袋，满意而归；
还有一些人买了馒头，舀上一碗免费
的稀饭，坐下来细嚼慢咽。红糖馒头
香甜、白馒头软糯，一天的时光由此开
启。

这家由社区办公室改造而成的食
堂，自2016年12月开业以来，已经经
营了9年之久，且一直秉持着“10元管
饱”的定价，9年累计服务居民逾15万
人次。

“让老年人、务工人员能
吃上一口热饭菜”

看着升腾的烟火气、排队的人群，
正街社区党委书记郑淮平的思绪回到
了9年前的那个上午。

冬天的雨雾，带来刺骨的寒冷，年
过七旬的曾婆婆蹒跚雨中，手里提着
些蔬菜、猪肉。

看着赶来为自己撑伞的郑淮平，
老人一声叹息：“一个人吃不到好多，
买多了要坏；买少了，上了年纪多跑几
趟腿脚又遭不住。”

送完老人，郑淮平陷入了沉思：巴
川河畔的正街社区，是铜梁名副其实
的城中心，也是典型的老旧社区，9000
余名常住居民中超过20%是老年人，
其中有不少是独居老人，周边还有大
量靠自带盒饭解决午餐的务工者。

“是不是可以搞个社区食堂，让老
年人、务工人员能吃上一口热饭菜？”

郑淮平的想法，得到了社区党委的一
致支持。

很快，社区注册了重庆市正街商
务服务有限公司，并取得了相关资质
证件。2016年12月，由社区一间临街
办公室改造而成、面积不足20平方
米，仅有一张桌子的正街社区食堂正
式开门。

“通过对周边快餐店的摸底调查，
再结合食堂自身条件，我们决定从提
供午餐开始，每人10元，管饱！”让郑
淮平没想到的是，虽然开业当天仅提
供一荤一素一汤、米饭免费，却涌入了
50余名就餐人员，小小的食堂根本无
法容纳，许多人只能端着餐盘蹲在食
堂外用餐。

即便如此，正街社区食堂的“生意”
依旧十分火爆。74岁的邓绍碧用6个
字说出了原因：“干净、卫生、实惠。”

2018 年，正街社区食堂进行改
造，面积扩大至60平方米，桌子增加
至5张，并在开通天然气的基础上增
加了早餐供应；2023年，正街社区食
堂面积进一步扩大至100余平方米、
10张桌子。

“在食材选用购买上，
我们从不偷工减料”

6月28日上午9点左右，正街社区
食堂当天新鲜出炉的3000余个馒头已
销售一空。

清晨 5时许就开始忙碌的陈久
云、邹兴华和刘基春休息片刻，开始准
备午餐。当天，食堂的菜谱是烧白、肉
末茄子、青椒炒肉、油渣莲白等五荤五
素一汤。

陈久云是食堂的管理者兼厨师，

邹兴华和刘基春则是食堂聘用的专职
厨师。

要维持食堂的正常运转，3个人显
然不够。因此，正街社区许多工作人
员会在用餐时间成为食堂的“兼职”人
员。

11时许，陆续有人进入食堂用餐，
社区工作人员刘娇放下手头的工作，
成了食堂的收银员；忙完手里的工作，
郑淮平在正午时分成了食堂的清洁
工，收餐盘、抹桌子……

“每餐每人10元管饱，加上早餐
的收入，勉强能维持食堂的正常运
转。”郑淮平说，虽然正街社区每年的
集体经济收入超过百万元，但每一笔
钱都要精打细算，社区许多工作人员
也是“身兼数职”，“不过，在食堂食材
的选用购买上，我们从不偷工减料。”

每年，正街社区食堂都要比选出
优质的蔬菜和肉类供应商，确保食材
新鲜、安全。9年来，正街社区食堂从
未发生因食材质量问题引发的事故。

不过，近年来随着社区食堂、老年
食堂的大量兴起，正街社区食堂也受
到了不小的冲击。

“一些人抱怨我们不能随到随吃，
也有人觉得我们的口味偏清淡……”
陈久云说，正街社区食堂的优势是倚
靠正街社区，不以营利为目的，全年无
休、价格实惠、客源稳定；弱势则是不
如那些挂靠在经营性餐馆的社区食堂
或老年食堂能随到随吃、菜品多样、口
味自选。

“下一步，在保证食材新鲜安全的
前提下，我们也会尝试为大家提供更
多的菜品选择和更多样的口味选择。”
午后两点，用餐人员已散去，邹兴华扒
拉着餐盘里的饭粒，细细盘算。

“尝到了家的味道，有家的感觉”

对许多人来说，在全年无休的正
街社区食堂用餐，已成为一种生活习
惯。

71岁的曹盛菊和老伴家住南城街
道团结社区，两人已在正街社区食堂用
餐4年多。“早上送孙孙到这边上学，在
正街食堂吃了早餐，周边逛一逛，再吃
了午餐，就可以等着下午接娃放学。”老
两口已成为正街社区食堂的忠实“客
户”。

在正街社区一家商超上班10余年
的陈亚莉，自正街社区食堂开业起就在
这里用餐。“除了休息和节假日，其余时
间都来。”对陈亚莉来说，以家常菜为主
的正街社区食堂，真的让她“尝到了家
的味道，有家的感觉”。

66岁的何清，退休后常到正街社
区食堂附近的一处艺体馆跳舞，喜欢
吃正街食堂的红糖馒头，“纯手工，又
实惠，有空我就买两袋回去。”

年过七旬的张龙炳喜欢小酌，中
午时分会带上二两酒，在正街社区食
堂舀上几样菜，自斟自饮。

9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次在食堂用
过餐，郑淮平没有细细统计，但从名目
清晰的账单上，能估计出一个大概的
数据，“除了疫情那段时间，不算早餐，
每天午餐的平均用餐人数超过60人，
怎么算都超过15万人次了。”

9年不曾涨价的正街社区食堂，去
年年初开始还“降价”了：办理正街社
区食堂会员卡，午餐每人仅需9元。

刚开始办理会员卡的那几天，正
街社区食堂门口排起了长龙，一如早
餐时。

铜梁正街社区食堂开业9年未涨价

10元管饱 让居民吃出“家的味道”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张亦筑

6月 25日，璧山区广谱镇登
云坪茂盛的柑橘园里，无数乒乓球
大小的脐橙挂满枝头。

近日，“璧山脐橙”成功跻身全
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过去坡
地荒山上的“山果子”，摇身一变成
为带动乡村振兴的“金果子”，标志
着璧山区脐橙产业实现从“凭经
验”到“靠技术”的转变。

这得益于西南大学柑桔研究
所组建的璧山柑橘科技服务团扎
根一线，开展“组团式”技术帮扶。

“脐橙要种好，得把果园当家，
把果农当亲人，把果树当娃儿。”卢
志红是科技服务团的专家，自
2023年以来，她作为市级科技特
派员前往璧山区开展科技服务，时
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

面对当地柑橘品种老化、管理
粗放等难题，卢志红牵头制定了

“三改三提”方案——“三改”，即改
土壤、改树体、改技术；“三提”，即
提品质、提单产、提效益。她手把
手教果农通过看树、看土，判断施
肥方法和肥料种类，蹲在果园里观
察病虫害发生规律，把实验室搬到
田间，现场演示修剪改良技术。

从脐橙的品种更新、种植技
术、品质认定到绿色安全发展、品
牌建设等，两年来，卢志红为登云
坪的脐橙产业进行全方位技术指
导。在她的带动下，更多科技特派
员相继加入服务团，为登云坪的脐
橙产业带来了先进的发展理念和
持续的技术指导。

他们引入先进适用的产业技
术体系，在200公顷的核心基地落

地生根，并通过微信群向果农推送
精准管护方案；他们研发推广“高
效脐橙栽培技术包”“绿色防控技
术包”“绿色保鲜技术包”等实用技
术包，让当地脐橙种植的化肥农药
使用量减少30%；他们还推动当
地开展“橙王比拼”活动，提升品质
标准，促进璧山脐橙品质大幅度提
高，果品颜色橙红鲜亮，香气浓郁，
果肉比率高达70%。

“以前种脐橙是看天吃饭，现
在跟着科技特派员学，连修剪枝条
都要讲究‘黄金角度’！”璧山区富
莉萱农业专业合作社社员尹大姐
指着手机里的“种果日记”说。在
她的“种果日记”里，记录着每株树
的生长数据，如此一来，她能够精
准掌握每株树的长势情况。

从“看天吃饭”到“技术赋
能”，2024年，该合作社脐橙亩均
产值突破1万元，较两年前增长
近两倍。

璧山区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在服务团的帮扶下，当地构建
起“科研院所+合作社+农户”的科
技帮扶机制，璧山区登云坪水果种
植专业合作社和璧山区富莉萱农
业专业合作社为社员统一提供农
资、技术、品牌等，辐射带动周边
300余户果农开展标准化种植。

摘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的“国字头”称号，是对璧山脐橙品
质的高度肯定，也为当地产业可持
续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卢志红
表示，今后，他们将持续助力当地
规划建设产业链完备的脐橙产业，
开展技术研发提升脐橙优质果率，
开发果酒等高附加值产品，并积极
探索“观光采摘+科普教育”的农
文旅融合模式。

“山果子”变“金果子”
科技服务团助力璧山脐橙跻身全国名特优新

农产品名录

巨能集团五年逆袭：从“生存危机”到“双星闪耀”
巴山渝水间，一场国企变革的壮丽史诗悄然上演。今年5月，是重庆巨能建设集团（以下简称“巨能集团”）划转

重庆高速集团运行5年整，在破浪前行中，它将“逆袭”二字书写得酣畅淋漓。从濒临绝境的困局，到荣膺鲁班奖、詹

天佑奖、国家科技进步奖等行业桂冠；从资质短板的桎梏，到公路、矿建“双特级资质”的荣耀加冕；从营收增长的艰

难爬坡，到飞跃式的突破，巨能集团以创新为笔，以奋斗为墨，在巴渝大地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改革画卷。

6月27日清晨，巨能集团员工柳
景悦起了个大早，作为巨能展厅讲解
员的她，再次翻开讲稿熟悉企业工程
建设成果、荣誉等。上午9时，她要为
到访巨能的重庆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刘汉龙教授一行讲解。

“巨能集团下属路桥公司、川九
公司等，成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有70多年发展历史。在划转高速集
团5年来，巨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柳景悦的讲解吸引着参观的
客人。她每次讲解，都是对巨能历史
的回顾，既激动又自豪。“担任讲解员
1年，我讲解了11场次，每次讲解都
有新增的企业荣誉，讲到企业发展成
绩，感到很荣耀。”柳景悦说。

巨能发展历程悠久，在市场竞争
中，经历过兴衰起伏，但对这5年发生
的巨变，大家深感来之不易。

浴火重生
改革攻坚，铁军再起

2020年5月27日，巨能集团划转
到重庆高速集团。

回顾5年发展，很多熟悉巨能的
人说，“巨能划转到高速集团，走出
了生存危机，日子越过越好了。”巨
能员工也表示，5年前，巨能面临历

史包袱重、资产负债率高等困境，生
存都艰难。在市国资委的关怀下，
高速集团领导下，这5年巨能变化特
别大，“取得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成
绩。”

进入高速集团后，巨能集团加强
内外同向发力，迅速融入。

2020 年 6 月，重庆持续暴雨，
綦万高速、南道高速、包茂高速遭
遇滑坡险情，巨能立即组织施工队
迎难而上，调集 60 余台自卸车、挖
掘机、装载机、钻机同时作业，顺利
完成抢险任务，被上级称赞为“这
是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
铁军。”

同年7月—9月，巨能集团选派
38名技术骨干，到高速集团重大项目
参与实岗锻炼，为后续高速公路建设
培养了中坚力量。

在外拓展市场方面，高速集团主
要领导带领巨能市场人员，走访西藏、
新疆、上海、四川、陕西、山西、云南、贵
州等地洽谈合作。布局全方位发展，
路桥公司搬迁重庆高新区，成立专业
路面施工单位……

巨能还加强市场开拓、内控管理、
安全生产、科技创新、赛马比拼、党的
建设等工作，连续三年实现营收超百
亿元，较划转前飙升170%。

双特加冕
资质破壁，行业标杆

2022年山城建筑业风起云涌。巨
能集团旗下中环建设公司犹如蛰伏的蛟
龙腾空而起，一举斩获公路工程施工总承
包特级资质与公路行业甲级设计资质，成
为高速集团首个跃入“特级”行列的先锋，
也是重庆市属国企第二家取得该特级资
质企业，在行业赛道上脱颖而出。

2024年，巨能川九公司亦不甘示
弱，成功晋升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
资质，成为全国第十家、西南地区首家
矿山特级资质建筑企业。当喜讯传来，
员工难掩激动之情，几代川九人梦寐以
求的“特级梦”终成现实。

一份份荣耀的背后，是巨能集团精
准锚定“矿山建设+公路基建”双赛道的
战略智慧。中环公司凭借山区无人摊
压技术入选交通运输部智能交通先导
试点项目，在荒无人烟之处奏响智能建
造的乐章；川九公司深耕矿山施工领
域，向着行业巅峰全力进发。政策助

力、自主创新、校企协同，多方合力之
下，“双特级资质”如两颗璀璨明珠，为
巨能集团增添了夺目光彩。

科技登顶
国之重器，智创非凡

2024年盛夏，在全国科技盛会的
舞台上，巨能集团中环建设携“地下工
程安全精准爆破技术创新与应用”项
目惊艳亮相，一举摘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二等奖。这一突破性成就，标志着
巨能集团首次站上国家科技荣誉的制
高点，书写了崭新篇章。

集团原总工程师李永强谈及此项
技术，言语间满是自豪。该技术犹如
一把金钥匙，开启了“超深、超近、超
大”井隧工程的安全之门，让曾经的施
工禁区变为通途，助力中环公司在地
下工程爆破领域稳居翘楚之位。

五载春秋，巨能集团以创新为驱
动，构建起全方位的创新生态体系。
搭建创新平台、加大资金投入、广纳行

业英才、优化体制机制，一系列举措为
企业发展注入强劲动力。7家国家级
高新技术企业、6个重庆市企业技术
中心拔地而起，与重庆大学、中国矿业
大学等高校开展深度产学研合作。累
累硕果见证企业创新步伐：摘得北京
市、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4个，获
得23项省部级工法、218件国家专利、
15项软件著作权，无不彰显着巨能集
团在技术领域的卓越成就。

金杯闪耀
品质为基，匠心永恒

创新成果绝非束之高阁的展品，
而是转化为建设超级工程的磅礴力
量。2021年3月，刚划转至高速集团
不久的巨能集团便传来捷报：承建的
巴南区“三甲”医院项目荣膺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时任项目工程部长冉承
坤的话语掷地有声：“我们追求极致，
将平凡铸就非凡，让简单成就经典。”

此后，巨能集团开启了荣耀收割

模式，重庆两江连接隧道工程、深圳莲
塘隧道工程、眉山中医院项目工程、陕
西魏墙矿井项目工程等，陆续摘得鲁
班奖、詹天佑奖、国家优质工程奖。

在智能建造的时代浪潮中，巨能集
团勇立潮头。梁开高速项目上，无人摊
铺机与压路机组成的“机械方阵”，在滚
烫的沥青路面上精准作业；巫云开高速
丁家特长隧道内，无人摊压设备在无卫
星信号的施工禁区实现突破；自主研发
的“BIM+智慧工地”系统贯穿项目全周
期，实现数字化全覆盖。自主研发的

“隧道智能机器人衬砌台车”项目，荣获
“中交路建杯”首届茅以升道路交通技
术革新与发明创造大赛一等奖。3D无
人摊压、隧道智能装备等前沿科技，不
断刷新着行业的认知边界。

高分答卷是对成果检验的最美诠
释。5年来，巨能集团参建重庆城开
高速公路、巫云开高速公路、南川西环
线高速公路、梁开高速公路、渝湘复线
高速公路、渝武高速公路、永津高速公
路、江泸北线高速公路、渝邻快速通道
等公路建设工程，在各类大比武中，多
次荣获第一名。矿山建设不断收到贺
信。华润电力锡林郭勒煤业公司祝贺川
九公司创下三软煤层施工历史最好纪
录。陕西可可盖煤业公司祝贺中环公
司巷道掘进突破800米大关。巨能集
团先后荣获高速集团“增收创利奖”“改
革攻坚”先进单位等荣誉，持续保持全
国煤炭行业施工企业综合实力第二名。

站在五周年的历史节点，回望来
时路，巨能集团完成了从困境突围到
荣耀绽放的华丽蜕变。迈向新征程，
巨能矿山设计研究院、川九矿业公司
的揭牌，开启了新一轮专业化整合改
革的序章。未来巨能，将以打造精干
高效总部、做大做强做优矿山、公路
两大主业，持续保持市政、房建工程
优势，努力拓展水利水电、航道工程
等领域，向着全国一流建筑施工企业
迈进。

杨勇 刘钦

巨能集团承建的永津项目云雾山隧道进口端 摄/胡天庆

重庆高速巨能集团成功实现山区特长隧道无人摊压施工，图为正在隧道
施工的无人摊压机 摄/杨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