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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唐琴）近日，记者从中国汽车工程
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
汽研”）获悉，中国汽研参与自主研发
的国内首台套制动器排放测试试验台
已投入使用，可精确测量轻型车制动
（即踩刹车时）产生的颗粒物排放情况
并自动生成数据报告。

中国汽研测试工程师徐辉告诉记
者，只需要将刹车片放进实验体内，试
验台就会自动模拟车辆运行环境。刹
车所产生的颗粒物，会在气流作用下，
通过管道传输到采样平面测试单元，
并自动生成测量分析结果。

据了解，该项技术突破了宽流量

范围高稳定性稀释采样等关键控制技
术，并创新设计平铺、双层两种制动器
排放测试方案以满足不同的实验场
景。

徐辉介绍，车辆在刹车时，刹车碟
盘和刹车片相互摩擦，会产生微小的
颗粒物并散播至空气中，危害人体健
康。

“电车、油车都有这种情况，正常
行驶又不可能不踩刹车。”中国汽研检
测工程事业部环保技术开发室副主任
余浩表示，有了制动器排放测试试验
台，就可以测试出各类制动器排放数
据，同步给企业，来推动车企进行材料
和技术的升级优化。

破解制动器颗粒物排放检测难题

国内首个测试试验台投入使用

蹲点点位：荣昌盘龙镇
蹲点记者：刘冲

6月 26日，荣昌盘龙镇。鸿全
兴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鸿
全兴业）的车间里，机器发出有规律
的低鸣。

工人们正将一批印着宜家标识
的不锈钢蒸锅打包装箱，准备发往宜
家总部，然后分销到世界各地。鸿全
兴业董事长周其建穿梭于生产线之
间，用客家话嘱咐质检员“注意焊缝
细节”。

在这个客家人聚居的小镇上，年
营收过亿元的新三板公司鸿全兴业，
将不锈钢炊具产品卖到了全世界。

瞄准商机，返乡制造“小盅盅”

1995年，31岁的周其建背着帆
布包登上开往云南的长途汽车。“客
家人不走不出活路”——祖父经常说
的这句话，成为他鼓励自己大胆南下
从事中缅边贸的信念。

在瑞丽，周其建赚到了商业生涯
中“第一桶金”：颠簸七天七夜从广州
运来的五金件，刚卸货就被缅甸商人
现金抢购。周其建加大投资，将大足
的五金，广东的棉布、陶瓷和不锈钢
产品，一车车转手卖到东南亚国家，
外贸生意越做越大。

1997年，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
风暴一夜间摧毁了周其建的边贸
梦。随着各国货币对美元的大幅贬
值，他囤积在仓库里的大批货物卖不
出去了。

周其建无奈回到荣昌。他在盘
龙镇租下一个老旧仓库，添置了几台
设备，一边“消化”积压的不锈钢库存
产品，一边开始研究不锈钢用具的加

工，准备借机转型。
工厂的第一批产品是不锈钢杯

子，重庆话叫“盅盅”，盘龙镇居民将
周其建的新厂称为“盅盅厂”。

上世纪90年代，不锈钢家用厨
具、炊具开始进入千家万户。周其建
非常看好这个产品，很快建起生产
线，准备大干一场。但质量上好的钢
板经冲压后布满“褶皱”，光洁度需经
工人手工打磨两小时才能达标。

“光砂纸钱就吃掉大半利润！”于
是周其建连续三次赴广东佛山，以高
薪请来专业工程师驻厂指导。

工程师手持温度计蹲守冲床三
天，终于发现问题根源在于模具温
差。问题解决了，工人们摸着光滑的
锅坯惊呼：“像镜子一样光生！”

携手宜家，乡镇工厂快速发展

周其建的“盅盅”很快声誉鹊起，

经广州同行引荐，进入了全球知名家
具和家居用品零售商宜家的视野。

2006年夏天，宜家亚洲市场相关
部门负责人前来工厂考察，离开时留
下了厚达200页的供应商标准文件。

作为跨国企业，宜家对供货商所
提供产品的标准相当严苛。

“原来我们做不锈钢碗只有4道
工序，但宜家分解出多达22个控制
点。”周其建指着当年的笔记本介绍
说，比如“可追溯焊接参数记录”“冲
压车间温湿度控制”等指标，都是大
家之前没怎么考虑的东西。

另一个问题是资金投入。周其
建说，要达到宜家的要求，第一步就
要增加200万元的设备和管理投入，
风险着实不小。

谈判持续了一年多。“客家人做
生意，要么不做，要么‘做穿’。”父亲
的这句口头禅最终让周其建“想明白
了”，一咬牙，在合同上签了字。

供货量迅速上升：第一年，30万
美元；第二年，50万美元；第三年，达
到了100万美元……再后来，这一数
字超过了1000万美元。

小小的作坊式“盅盅厂”，就这样
一步步成长为主产不锈钢炊具、携手
大型跨国企业的优质供货商。有趣的
是，周其建当年未能完全实现的“东南
亚市场梦”，如今以另一种方式实现
了：他的不锈钢炊具凭借着高品质迅
速进入东南亚，销售业绩十分可观。

成功融资，年营收突破一亿元

2016 年鸿全兴业挂牌新三板
时，周其建特意将公司注册地留在盘
龙镇。

随着融资资金的涌入，当地的生
产基地建设突飞猛进：引进的德国激
光焊接机开始替代人工焊枪；与重庆
理工大学共建的实验室里，教授带领
年轻学生潜心研发最新金属产品制
作工艺；工厂流水线上，十多台机械
臂密切配合，不锈钢板冲压生产线高
速运转……

如今，鸿全兴业已是一家向全世
界出口不锈钢炊具产品的上市企业，
年营业额上亿元。

样品间里，陈列着精心设计的最
新产品——哪怕是一个小小的锅柄，
其形状、尺寸也依据不同区域人群的
手型做了针对性改良。

“历史上，无数的客家人漂洋过
海外出谋生。如今，一群客家人将

‘重庆制造’炊具卖到了世界各地。”
周其建感叹。

当暮色映照进车间时，周其建仍
在仔细检查次日将发往国外的不锈
钢炊具，其认真、投入的模样，想来与
他初出茅庐时的全力以赴并无二致。

这群客家人把“重庆造”炊具卖到全世界

蹲点点位：雪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蹲点记者：陈维灯 周传勇

“走哦，去基地除草了！”7月3日
早上7时许，一声吆喝打破了开州区
满月镇甘泉村的宁静，村民胡友珍早
早地便拎着小板凳前往村里的崖柏
繁育基地。

崖柏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
植物，世界上最珍稀、最古老的裸子
植物之一，被誉为“植物熊猫”，在历
史上曾分布于重庆大巴山南麓雪宝
山山脉的悬崖峭壁间。

“近年来，随着大规模人工繁育
取得成功，崖柏开始‘走下’高山，逐
年向保护区各个角落蔓延。”重庆雪
宝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开州区
北部，以下简称雪宝山保护区）管理
事务中心副主任邬黎说，目前已经建
立了4个崖柏繁育基地，在圃崖柏苗
超200万株。

雪宝山保护区正在进行良种、优
树的繁育，为崖柏多样化发展提供可
能，把“珍稀濒危”变成“常见、有
用”。在这一过程中，当地村民成为
一支重要力量，在改变崖柏命运的同
时，也改善了自己的生活。

崖柏人工繁育创造就业机会

2019年，雪宝山保护区首个崖
柏繁育基地在开州区温泉镇乐园村
建成投用。

“乐园村海拔约600米，气温适
宜，为崖柏生长提供了较好的环境。”
邬黎说，但遇到极端高温天气，崖柏
苗依然容易被晒伤，其生长势头、幼
苗移栽也会受到影响。

为了让繁育方式更多元，雪宝山
保护区决定尝试在不同海拔地区繁
育崖柏树苗。

经过考察，最终选择在海拔900

米、1000米、1200米的地方分别建
立繁育基地。

海拔1200米的繁育基地就在甘
泉村，这里也是三个基地中距离高海
拔崖柏原生地最近的地方。

“经过初步繁育，我们发现崖柏
在中高海拔地区长势慢，每年仅能长
高20厘米左右，远不及低海拔地区，
但其健康状况并无差别。”邬黎介绍，
这说明崖柏能够适应不同海拔的生
长环境。

崖柏繁育需要大量人力，仅靠科
研人员不可能完成。

“我们计划进行良种、优树的筛
选，通过技术研发、高端培育，为崖柏
找到更多‘用武之地’，例如成为园林
树种、行道树等。”邬黎说，这为周边
村民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

村民每年劳务收入累计
超200万元

58岁的胡友珍，是最早在甘泉

村崖柏繁育基地工作的村民之一。
“之前在广东打工，一年到头也

难得回家一次，我一直盼着回老家找
份工作，但没有合适的机会。”胡友珍
说，得知村里建立繁育基地后，她当
即辞职返乡就业。

只要基地有安排，胡友珍总爱叫
上邻居一起去干活。眼下正是杂草
疯长的时候，在繁育基地总能见到村
民三五成群，一边唠家常，一边除杂
草。

“干农活本就是我的老本行，管
护崖柏相对轻松，每天的工资是100
元，一个月下来大约有2000块钱。”
胡友珍说，去年她赚了一万多元。

“甘泉村崖柏繁育基地面积约
100亩，能同时繁育上万株苗，扦插、
除草、移栽等环节都需要大量人工。”
甘泉村崖柏繁育基地管理人员张阳
说，忙的时候，平均每天需要二三十
个劳动力，正好为年纪偏大的村民提
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

据介绍，崖柏繁育基地最忙的时
间是3—5月、9月、10月，每年发给
村民的劳务费合计超200万元。

“崖柏人工繁育不仅让濒危的崖
柏免于灭绝，还能给当地村民带来收
入，很好！”看着大棚里忙碌的村民，
张阳搓了搓满是泥土的双手，笑呵呵
地说道。

基地周边植被恢复面积
达500亩

崖柏不仅为村民带来收入，也改
善了甘泉村的生态环境。

半山腰上，一处荒坡在今年出现
了变化。

“那片荒地大约有 100 亩，因
坡度大，水土流失明显，常年都是
光秃秃的。”张阳说，崖柏耐干旱、
耐贫瘠，在这里也能扎下根来，因
此前段时间他们将一批崖柏移栽
到这里。

目前，这些崖柏长势很不错。
今年下半年，甘泉村计划移栽更

多的崖柏树苗到村里各处荒坡上。
“到时又需要村民合力运送崖柏苗，
并及时栽种下去。”张阳说。

其实，甘泉村去年就成功进行了
一次植被恢复。

“那次是将崖柏移栽到甘泉河
坝——那里有十几亩荒地，涨洪水
时会被淹，遇到大风时扬尘严重。”张
阳说，村民合力移栽了上千株崖柏。
如今那批崖柏长势良好，起到了很好
的防风固土作用，一眼望去，一片绿
色赏心悦目。

“其他几个村也在搞植被恢
复。目前，4个崖柏繁育基地通过
大量移栽崖柏，在周边区域恢复植
被面积已达500亩。”邬黎说，这些
崖柏有效提升了森林质量，改善了
生态环境，为生物多样性创造了有
利条件。

人工繁育崖柏 荒坡复绿村民增收 ■新华社记者 夏天

自从把母亲的墓地迁到海南省海
口市金牛岭解放海南岛战役烈士陵
园，84岁的符如来常来看望母亲许如
梅。每每凝视母亲唯一的照片上那张
稚嫩的脸，她都不禁泪流满面。

符如来回忆，大约50年前，她跟
随父亲符哥洛第一次来到今海南省定
安县雷鸣镇梅种村给母亲扫墓。“我几
乎没有关于妈妈的任何记忆，但听村
里的老人说起才24岁的母亲在村里
如何遇害，我又哭又气，怪罪爸爸为什
么不保护妈妈？”她说。

年迈的符哥洛看着眼前这位神似
爱人的女儿，无奈道：“她说我们都是
党的干部，一切都要服从党的安排，她
又太要强……”

1939年初，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
进海南岛，纷乱的战火烧遍了岛内各
个角落。

刚从海南岛文昌县中学毕业的许
如梅跑到领导面前铿锵地说：“我要参
加琼崖抗日独立总队。”

“你是女孩子呢！”领导说。
“女孩子怎么啦？”许如梅反问，

“古时有花木兰代父从军，杨家女将忠
贞报国，她们不也是女孩子吗？”

“好厉害的丫头，口舌不饶人！”领
导微笑着点了点头。

许如梅1919年出生于海南文昌
一个知识分子家庭，面对国家和民族
危亡的险恶形势，在中学读书时，许如
梅就积极参加抗日宣传活动。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父亲的苦口婆心、母亲的眼泪最终
无法挽留她，临走时她对双亲说：“有国
才有家！”只有几个字，却道出了一位赤
心报国的巾帼英雄的抗日决心。

从此，许如梅瘦小的身影便出现
在琼崖抗日独立总队随军服务团中,
不久便被推选为服务团副团长，她发
挥自己的学识和文采口才，向战士和
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理想。

“当时她白天组织安排战士们的衣
食住行、向群众宣传救国思想，晚上又
到老乡家做思想工作，为部队在农村建
立根据地打下良好的基础。平时她还
是战士们的文化老师，没有教材她就挑
灯夜战编写教材。”中共海南省委党史
研究室党史一处副处长陈立超说。

1940年，中共琼崖特委机关、独
立总队队部在澄迈美合建立抗日根据
地，随军服务团撤销，许如梅调琼崖特
委参加妇委会的工作。她的丈夫符哥
洛调任琼山任独立总队第二支队政治
委员。

是年12月，国民党发动反共高
潮，向美合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迫使
琼崖特委机关上山与敌周旋，尔后又
被迫东返琼文抗日根据地。当时随军
撤退的许如梅已怀孕8个月，路上不
断遇敌追袭。

因途中跋涉辛劳，女儿符如来提
前出世。组织让她待在澄迈调养，她
也没呆多久。“我刚出生29天，妈妈
就把我托给当地农民抚养。”符如来
说。

泪别女儿，许如梅立马孤身徒
步寻找组织，一家三口从此分散各
地。至此一别，她再未见到丈夫和
女儿。

1943年，日寇实行“三光”政策，
向琼文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
一天夜里，敌人偷袭进村。宿于群众
家里的许如梅一骨碌爬起跑出门外。
奔跑中她不幸被子弹击中，敌人循着
血迹找到躲进山中的她，把她押回村
子绑在树上，并将梅种村全村人集中
在一片空地上。

敌人拎着一位同志血淋淋的头颅
逼问许如梅，让她供出组织的其他人
和所在地。许如梅双目怒视，咬紧牙
关。敌人随即扬起皮鞭，雨点般打在
她的脸上和身上。

“打完又揪住她的头发往树上乱
撞，昏过去就用凉水泼醒了再打，见她
一直不说就扒光衣服割下双乳，一直
折磨她到死……”符如来突然哽咽，回
忆起许如梅受刑的那一幕，几度痛苦
落泪。

“他们说，妈妈用自己的牺牲守住
了全村，保住了组织和同志。”符如来
深知，记忆里那个“抛下女儿和丈夫”
的妈妈，是在守护比生命更崇高的革
命理想。

“如来”，如梅归来，女儿的名字里
藏着父女两人刻骨的思念。陵园里，
草地青翠，野花迎风怒放，正如许如梅
的芳华之年热烈短暂，闪烁着用生命
熔铸的信仰之光，映照琼崖大地。

（新华社海口7月5日电）

许如梅：

芳华热血映琼崖

●7月5日，副市长但彦铮出席第二
届两江国际医学年会并致辞。

（记者 李珩）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栗园园）7月4日，市农业农村委在
巫山举办2025年巫山脆李产销订购洽
谈会。记者从会上获悉，巫山脆李品牌
将提级为市级区域公用品牌，我市将以
巫山为核心，整合万州区、开州区、云阳
县、奉节县、巫溪县，合力筑牢“中国李
第一品牌”地位，打造具有“重庆辨识
度、全球影响力”的生态特色农业品牌
和中国李现代产业高地。

巫山脆李是我市三大水果产业之
一，也是渝东北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支柱产业之一。
目前，“巫山脆李”品牌价值达到

105.17亿元，连续7年位居全国李品类
第一，是名副其实的“中国李第一品
牌”。

2024年，重庆全市种植脆李79.8

万亩，产量55.6万吨，产值50.7亿元，
全产业链综合产值77.7亿元。巫山是
巫山脆李核心种植地区，今年全县脆李
种植规模达30万亩，预计产量14万
吨、综合产值22亿元，可带动超6万户
果农增收。

为了持续擦亮这一品牌，我市决
定将巫山脆李品牌提级为市级区域
公用品牌，以巫山为核心，整合万州
区、开州区、云阳县、奉节县、巫溪县，
不断提升巫山脆李影响力和市场竞
争力。

“巫山脆李”升级为市级区域公用品牌
全市6个区县将合力打造中国李现代产业高地

7月3日，开州区满月镇甘泉村，繁育基地内成片的崖柏（房屋前）郁郁葱
葱。 记者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鸿全兴业生产车间一角。 记者 梅耀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兰世秋 周双双）7月5日，重庆
永川科技影视产业合作洽谈会在重庆
永川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吸引了来自
影视、科技等领域的200余位代表参
加。会上，《重庆市支持科技影视产业
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激励政策》正式发
布，23个重点影视产业项目和19部
影视剧项目成功签约落地，总投资超
过26亿元。

记者了解到，签约项目覆盖数字
制作、智慧影像、道具库建设、AI赋能
中心等前沿领域，为重庆科技影视产
业注入强劲新动能。优酷影视、中影
年年、影眸科技等一批行业知名企业
的项目落户，《邹容》《七月流火》《格萨

尔王》《一品芝麻狐》《忘川劫》等影视
剧将拍摄制作，进一步加速重庆科技
影视产业的集聚与升级。

在本次签约活动中，重庆强电传
媒有限公司落地了强电影视拍摄基地
项目。该公司董事长刘力鸣介绍，项
目总投资规模约2000万元，将于今年
7月底投入建设，拟开展影视制作、影
视投资、影视人才培养等业务。“重庆
永川政策好、配套完善、设备新颖。我
们接下来开展的电影项目以棚拍为
主，尤其适合在永川科技片场拍摄。”

另一家签约企业火山映画（北京）
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已经确定在永川开
发制作《一品芝麻狐》动画大电影项目。

据了解，项目改编自火山映画同
名原创热门畅销漫画，该漫画自2016
年上市以来，已累计销售超过160万
册，受众基础广泛，曾获国家新闻出版
署原创内容开发类铜奖、第17届杭州
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最佳漫画铜奖等
荣誉。

总投资逾26亿元

23个重点产业项目、19部影视剧签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