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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朱婷
实习生 魏旭晋菁

7月20日早上，江津双福，暴雨如注，
人们纷纷选择留在室内避雨，可瓢泼大雨
中，当地的一支民间救援队伍——逆风救
援队却顶着暴雨逆行，第一时间赶往容易
积水的点位开展巡查和处置。俯身清掏排
水口、来回蹚水帮忙转移人员……队员们
说，只要有险情发生，他们就要挺身而出，
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双福暴雨，我们正在赶往各个易涝风
险点位排查。”当天早上7时许，收到队员
们发来的消息后，逆风救援队队长王德利
顾不上洗漱，就冲进暴雨赶往现场。

因为短时强降水，双福一些路段出现
不同程度积水。

“我们的队员到达后，立即开始对重庆
交通职业学院门口、恒大418路公交车站
等多个点位进行排水处置。”王德利介绍，
逆风救援队驻地在双福，成立两年多来，他

们根据当地实际情况以及紧急处置的经
验，专门标注了当地的易涝风险点位，“这
样一来，我们就能第一时间对风险点位进
行排查和处置。”

在积水较深的点位，为尽快排水，队员
们二话不说便踏入水中，挪到排水口前，弯
腰俯身清掏淤泥和杂物，其他队员则尽快
安排排水泵进行抽水作业。队员们还帮助
被困商户和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并在积
水路段设立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

“大家齐心协力，目前，我们处置的各积
水点位排水工作已结束。”王德利介绍，从早
上忙活到下午1点左右，队员们没有一句怨
言，“都想着早点排除隐患，恢复正常秩序。”

据悉，20日的强降雨导致双福大溪河
南福一路桥段涨水上街，部分临街商铺及
住户家进水，双福北下道口、溪山公馆处积
水较为严重。部分小区车库少量进水，部
分小区电梯避险停运。江津区应急局、住
建委工作人员赶赴现场指导救灾，双福街
道调动应急队员、社区干部等，到各受灾点
全力开展紧急处置。当日11时左右，积水
逐步消退，街道立即启动了清淤消杀、恢复
秩序等工作。

暴雨中逆行：蹚水俯身排水清淤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卞立成

7月15日，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一廊
四带”建设媒体采访活动走进万州区，在该
区余家镇硝水村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联合服
务站（以下简称联合服务站），探访川渝毗
邻村镇文明实践活动开展情况及其成效。

走进联合服务站，首先映入眼帘的是
各项文明实践活动留下的影像资料：从理
论宣讲到丰收节活动，从联合提升茶叶种
植技术水平到联合举办“村晚”，照片中一
张张朴实的笑脸，直观地呈现村民们的满
意度。

联合服务站主动与毗邻的四川省开江
县长岭镇、广福镇深入沟通对接，整合川渝
两地三村资源，打造了“1个中心站+6个
院落文明实践点”。

以党建为统领统筹调度“三村”力量，
硝水村携手山溪口村、兰草沟村深入开展

联合护林、助困帮办等系列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20余场次。

在联合服务站统筹下，3个村还广泛
征集村民意见建议，共商、共议、共用212
字《村规民约》，3个村的茶叶专家、种茶大
户、加工企业代表以及青年志愿者定期齐
聚硝水茶园，通过“田坎讲堂、现场展示、活
学活用”等活动推动川渝两地规模种植高
山生态茶500余亩，带动村民增收100余
万元、村集体经济收入3.4万元，真正实现
让“一片茶”造福“两地人”。

这只是万州区推进川渝文明实践共建
的一个缩影。

“川东北、渝东北文明实践涵盖重庆万
州区、开州区、梁平区、城口县和四川达州
市，五地红色资源丰富。”万州区有关负责
人介绍，五地通过“资源联享、活动联办、宣
传联动”，开展“百课齐讲、千屏共亮、万人
同唱”爱国行系列活动，唱响爱党爱国爱社
会主义时代主旋律，形成“传唱一个、带动
一批、影响一片”的辐射效应，让川东北、渝
东北文明实践带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万州硝水村联合服务站推动高山生态种植

让“一片茶”造福“两地人”

■新重庆-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王子蒿

炎炎夏日下，细沙河在武陵山
腹地蜿蜒流淌。河畔的酉阳土家族
苗族自治县黑水镇宝剑村，炊烟袅
袅。

大山深处的这座小山村，何以得
名“宝剑村”？

“去看块石碑就晓得了。”宝剑村
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昌琴带着
记者来到一处崖壁下，只见青草掩映
下的石碑古朴，其上镌刻的文字清晰
可辨。

195“岁”宝剑碑
寄托村民对法治精神的追求

宝剑村山多石多，素有石碑记事
的传统。

在一块石碑前，胡昌琴手抚碑
身、拭去泥渍，逐字逐句念出碑文：

“泽沛苍生通都大邑仰舜日，恩覃黎
庶海噬山陬乐尧天……”

碑文记载，清道光十年，为加强
地方治理，由乡绅邹洪海发起，众人
捐资，立下了这块“德佩甘棠碑”，以
此“告示安民”。

“碑文还有严禁官差衙役及子弟
亲属等与卑鄙小人一道贪赃枉法，向
犯人及软懦之人索财要货，否则一律
视为分肥营私，严惩不贷等内容。”胡
昌琴介绍，这块石碑记载的内容，寄
托了村民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的
法治精神的追求，也体现了百姓对公
平、公正、清廉的诉求。“虽然立碑时
间已过去195年，但石碑内容时刻警
醒着我们村干部，要清正廉洁，要在
家长里短中端平‘一碗水’。”

“石碑上有一处中华角石的化
石，形如宝剑、节节向上，向左上方
斜刺。”胡昌琴记得，祖辈口口相传
着这样一个故事：镌刻此碑时，工匠
见中华角石化石形如宝剑，遂在相
应位置雕刻了剑柄等装饰，并将其
命名为“尚方宝剑”，石碑也因此得
名“宝剑碑”，如今的村名“宝剑村”

即由此而来。
今天，这块石碑已是酉阳县级文

物。碑文传达的忠勇、公正等理念已
融入村民的日常生活，成为宝剑村民
沿袭家风、家教的重要内容。

峭壁“众善同缘”碑
讲述村民劈山开路艰辛过往

与宝剑碑隔细沙河遥遥相望的
河岸峭壁上，矗立着一块“众善同
缘”碑。河岸峭壁几乎直上直下，
上面却有一条已荒废的栈道仍依
稀可见。

“众善同缘”碑与栈道息息相关：
“路宽一尺，长十丈，虽未岩覆道坦
平，而负担者行之自如……”

苦于出行难，1915年11月，由
时任酉阳县议员熊子敬等人发起，乡
绅、村民捐钱、捐物，对梯子岩栈道进
行了修复。

“梯子岩栈道过去是村民进出
村子，赶集买卖的主要道路，每天人
来人往，热闹得很。”碑文“梯子岩为

两河口大湖往来捷径，攀援而度行
者危之”的记述，印证着村民冯明
的记忆。上世纪 60—70 年代，宝
剑村民赶集主要赶两河集（现属黔
江区阿蓬江镇两河村），村民种的
土豆、玉米、红薯“老三样”，就是经
由这条“羊肠小道”被背到集市上换
钱换物。

时光荏苒，历经110年风霜雨雪
的“众善同缘”碑，仍在默默讲述着宝
剑村民不甘困于重重大山，于崇山峻
岭开凿、架设、修复梯子岩栈道的艰
辛过往。

2008年，一条平整的硬化村路
连通了宝剑村与山外的世界，梯子岩
栈道逐渐荒废。目前，黔江、酉阳两
地已将梯子岩栈道纳入文物管理范
围，并安排专人进行日常维护。

“党恩碑”与“丰收路”
让村民过上甜日子

“梯子岩栈道虽然没人走了，但
它告诉我们，在大山深处的宝剑村，

‘要想富，先修路’这六个字同样适
用。”胡昌琴介绍，“九山半水半分田”
的宝剑村因为土地贫瘠、交通不便，
很长时间都是实打实的“落后村”。

“公路不通，豆腐盘成肉价钱；土地不
平，大型机械进不来；水无保障，一遇
天干喊皇天……”就是以前村民生活
的真实写照。

这样的情形，经过脱贫攻坚得到
了根本性改变。

不过，作为市委办公厅帮扶集团
选派到宝剑村的第一书记，黄果在
2023年夏天遍访全村后仍然忧心忡
忡。

“村里的产业较为单一，发展后
劲不足；对外交通得到改善，但产业
路等基础设施需要进一步补强……”
摸清家底，黄果细细琢磨着自己两年
任期里要办的事：只有强基础，才能
补短板、利长远；只有做强集体经济，
办好老年食堂，丰富了文化活动，群
众满意度才能提升，才能真正实现乡
村振兴。

在黄果等驻村工作队队员和村
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到去年年底，宝
剑村完成了5.5公里主干道拓宽、硬
化近10条产业路、建起2座人畜饮
水池……10多个产业项目、近2000
万元资金陆续落地。

仲夏时节，宝剑村种植基地的玄
参郁郁葱葱，长势喜人。一条平整的
产业路沿着基地延伸，村民吴文光正
驾驶着三轮车把肥料送往田间。“除
草施肥后，药苗长得更快、更壮。有
了产业路，农资、农具直接就能送到
药地里。脱贫攻坚让我们告别了苦
日子、过上了好日子，接下来我们还
要过上甜日子！”

产业路，村民习惯称之为“丰收
路”。今年2月，丰收路旁立起了一
块新碑，村民将其命名为“党恩碑”。

阳光下，“党恩碑”上村民刻下的
诗句格外亮眼：“党如赤日耀东方，指
引中华正道长。破浪乘风经苦雨，为
民谋福谱新章。山河幻彩贫根去，科
技兴邦国力强。岁月流金恩永记，千
秋伟业颂歌扬。”

酉阳黑水镇宝剑村：

三块石碑见证山村变迁

川渝新时代文明实践

重庆芯谷项目开工启动

央地合作推动产业升级 携手打造重庆智造新地标
近日，备受关注的重庆

芯谷项目开工仪式暨产业发

布会举行，标志着这一战略

性项目正式迈入实质性建设

阶段。

此次活动不仅吸引了众

多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的目

光，更在业界引发了广泛关

注与热烈讨论。该项目聚焦

低空经济、智能芯片，倾力打

造高精尖产业集群，建成后

将为城市产业发展与区域经

济升级注入强劲动力。

战略破局
央地联动打造高精尖产业集群

重庆芯谷项目，是招商局集团旗
下中国南山宝湾产城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和央地合作背景下打造的
战略性项目。项目选址于重庆高新区
腹地，紧邻城市主干道坪山大道，毗邻
大学城和西永商圈，地理位置优越，交
通便捷，配套完善。这一选址不仅体
现了项目对城市资源的有效整合，更
彰显了其在推动区域产业升级中的战
略眼光。

重庆高新区作为全市科技创新和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主战场、主阵
地，近年来紧扣全市“六区一高地”建
设目标，加快构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
的“323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重庆
芯谷项目的落地，正是这一战略布局
中的重要一环。项目聚焦低空经济、
智能芯片、新能源汽车和高新技术服
务四大产业方向，构建“4+X”产业体
系和招商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在规划过
程中进行了科学调规。随着产业发展
的新趋势和市场需求的变化，原规划
在部分产业配套和空间布局上已难以
满足未来发展需求。企业积极与相关
政府部门沟通协调，对项目规划进行

优化调整，以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填
补区域产业空白，为区域产业升级提
供新的动力源泉。

在开工仪式上，项目主要负责人
表示，重庆芯谷项目将充分发挥招
商局集团的资源优势，结合政府所
需，紧跟产业趋势，致力于打造一个
高精尖的产业集群。项目的建设不
仅将带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还将
促进区域经济的协同增长，为城市
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项目
将发挥央企优势，积极参与地方经
济建设，推动产业升级，为区域发展
贡献力量。

匠心规划
产城融合打造宜居宜业新城

重庆芯谷项目占地约789亩，规
划产业约37万平方米、住宅约17万

平方米、商业约23万平方米，是一个
集产业、商业、住宅于一体的综合性
园区。相较于传统园区，重庆芯谷在
规划上更加注重产业与生活的融合，
致力于打造一个宜居宜业的产业新
城。

据中国南山宝湾产城重庆公司总
经理孙春领介绍，该项目在空间规划
上，采用了“一带两区六组团”的布局
方式。“一带”是沿着坪山大道的无人
机与新能源汽车形象展示带，“两区”
分别是位于招商中心的低空经济综合
体验区和临近芯联微电子的芯片产业
配套区，“六组团”则涵盖了无人机产
业展示、新能源汽车展销、智能制造等
多个领域。这种布局方式不仅有利于
产业间的协同发展，还提升了园区的
整体形象和品质。

在产品规划上，重庆芯谷同样展
现出了其独特之处。项目充分利用重

庆的山地地形，打造了特色双首层产
品，这种设计不仅提高了土地的利用
率，还为企业提供了更加灵活多样的
使用空间。同时，项目还规划了精品
四拼产品，满足不同阶段企业的入驻
需求。这些产品的规划不仅体现了项
目对市场需求的精准把握，更彰显了
其在产业园区建设中的创新精神和专
业能力。

重庆芯谷在厂房的规划上也一
改传统工艺，采用了时尚耐用的材料
以及银白色铝扣板等高端配置。这
些设计不仅提升了厂房的美观度和
实用性，还配置了羽毛球馆、超市、食
堂、咖啡厅为企业提供一个更加舒
适、高效的工作环境。项目建设过程
中，始终以高品质、高标准为目标，为
入驻企业和居民打造一个舒适、便捷
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履行着企业的社
会责任。

辐射带动

高新产业集聚激活区域经济

业内人士表示，重庆芯谷项目的
开工建设，将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深
远影响。首先，项目的建设将直接带
动相关产业链的发展，包括低空经济、
智能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的企业
将纷纷入驻园区，形成产业集聚效
应。这种集聚效应不仅有利于企业间
的资源共享和协同创新，还将提升整
个区域的产业竞争力。

其次，项目的建设将促进区域经
济的协同增长。重庆芯谷项目位于重
庆高新区腹地，紧邻大学城和西永商
圈，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项目能够充
分整合周边资源，形成产业与城市的
良性互动。随着项目的逐步推进，周
边区域的商业、住宅等配套设施将不
断完善，进一步提升区域的整体品质
和吸引力。

此外，重庆芯谷项目的建设还将
为区域创造大量优质就业岗位。项目
的产业规划涵盖了多个领域，将吸引

不同层次的人才前来就业。这些人才
的涌入不仅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
力的人才支撑，还将促进区域社会的
多元化和包容性发展。企业深知项目
对区域经济和社会的带动作用，通过
项目建设为区域发展注入活力，推动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据孙春领透露，目前，项目已入驻
企业13家，其中低空经济企业8家，占
比62%，基本形成低空经济主题；新能
源汽车配套企业3家，占比23%，新能
源汽车主题也在逐步形成。这些企业
的入驻标志着重庆芯谷项目在招商引
资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也为项目的
未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重庆芯谷项目的开工建设，
一个高精尖的产业集群正在重庆高
新区这片热土上悄然崛起。未来，重
庆芯谷项目将继续秉承高标准、高质
量的要求进行建设和发展，努力打造
重庆高新区乃至全市的一张亮丽名
片，为城市的发展和进步贡献更大的
力量。

刘利 图片由重庆芯谷提供
重庆芯谷项目效果图

中国南山宝湾产城重庆公司总经理孙春领介绍项目情况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黑水镇宝剑村，村民正在讲述宝剑碑的故事。
通讯员 冉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