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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段时间以来，不少细心的石柱
市民发现，县城里的坡地上多了一张
张精致的“绿毯”，这是石柱在城区范
围大力推进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
项目、消除城市“秃斑”的成果。

在太白岩公园坡坎崖改造后的
现场，整齐浇筑的水泥方格内，细叶
结缕草长势旺盛，绿意盎然，远远看
去犹如巨幅的水彩画，为盛夏的小城
增添了色彩。“对每个项目都力求精
致精细进行绿化美化。”石柱县城市
管理局负责人介绍，改造过程中，严
格按照坡度比对坡坎崖进行设计和
改造，按照三季有花、四季有色的植

物群落进行配置。
为持续推广“国家园林县城”名

片，基本实现“推窗见绿、出门见景、
四季见花、处处花香”目标，石柱县今
年计划投资388万元，对甑子坪道路
两侧护坡、菜地沟大桥旁护坡、第四
小学外挡墙等14个坡坎崖项目进行
改造，新增绿化美化面积约6.16 公
顷。2021年该县还将投资约130.5
万元，拟对县城火车站隧洞出口人行
道旁石崖、县人民医院旁护坡等7个
坡坎崖点进行绿化美化，改造面积约
1.66公顷。

石柱县融媒体中心 隆太良

石柱 改造坡坎崖 城市披“绿毯”

“小区整得太巴适了，我要把房子
重新装修一下，赶紧搬回来住。”7月
26日，荣昌区昌元街道农资公司家属
院居民廖雅亿约好设计师商量装修方
案，“逃离”这个老旧小区5年多的她，
打算住回来。

随着荣昌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有
序推进、小区环境和管理全面提质，老
城区人气回暖，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
力。

从“大逃离”到“想搬回”
农资公司家属院始建于上世纪80

年代末，年久失修，且无专人管理，低
头看到的是污水横流，抬头就是电线、
网线交织。小区没有固定停车位，电
动车、汽车停满院子，进出极其不便。
外立面裸露的红砖，加上破损严重的
门窗，让整个小区看上去破旧不堪。
由于消防设施不完善，2017年还曾发
生过火灾。有条件的居民们不得不选
择“举家逃离”。

2019年，农资公司家属院被纳入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试点工程。今年3

月，改造工作正式启动。4个月后，小
区完全变了样。

7月初，廖雅亿抽空回去看了看。
“一进小区我就愣住了，完全超出想
象！”她激动地说。杂物不见了，雨污
分流了，管线整齐了……红色外墙、沥
青路、整齐的空调机位，看上去美观得
体又大方。原来公共区域一到晚上就
黑灯瞎火，现在灯火通明，那叫一个敞
亮。

“听说小区房价每平方米涨了500
多元，我才不舍得卖，重新装修一下自
己住。”廖雅亿说，已经有10多户老邻
居准备动手装修房子。

“改造工程还在扫尾，在补栽绿植
的基础上，还将划上停车位，设置垃圾
分类箱，摆放运动健身设施，并安装智
慧门禁系统。”荣昌区住房城乡建委物
业科科长李浩打趣说，“小区马上就会
迎来一波‘返乡潮’。”

从点对点到全覆盖
近年来，荣昌新建设区域人口快

速增长，老城区空置率持续上升，生机

与活力不断走低。“我们必须加快补短
板、强弱项、提品质，改善人居环境，着
力增强老城区的吸引力，推进100平
方公里、100万人口产城融合城市总体
规划。”荣昌区住房城乡建委主任曾德
富表示。

今年，荣昌加大了老旧小区的改
造力度。2000年以前建成的失修失
管失养、市政配套设施不完善、社会服
务设施不健全、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的
城镇住宅小区和社区均纳入改造范
围。

经摸排，符合改造条件的点位有
530 个，共 26150 户、272.01 万平方
米。按照“串点成线、连线成片、整体推
进、滚动实施”的原则，荣昌区将在3年
内实现全区老旧小区改造工作全覆盖。

从无人管变众人管
“给钱给物，不如建个好支部。小

区有了党支部，居民意见有人听了，事
情有人管了，楼道里的垃圾没有了，

‘僵尸车’送走了，乱停乱放的车辆理
顺了！”昌元街道海棠北苑小区居民肖

师学说出了居民们的心声。
去年以来，荣昌区探索建立“先锋

业委会”，在业主委员会中建立起了党
支部，让党建成为小区治理的“主心
骨”。在具体操作中，荣昌区因地制宜
开展物业管理，居民既可选择购买服
务，也可以选择自己管好“自家事”。

今年初，在昌州街道邮政局家属
院居民集体决议下，退休工人莫兴菊
承担起了本小区的日常清扫工作。“既
维持了小区良好环境，每个月还能挣
钱补贴家用，何乐而不为。”莫兴菊高
兴地说。

想要好环境，不想出钱怎么办？
昌州街道新欣家苑小区建立起“轮值
保洁”制度，让70多户居民当上了轮
值保洁员，既实现了小区居住环境大
改善，也极大提高了居民维护良好环
境的自觉性。

“一手抓好老旧小区硬件提升，一
手抓小区治理软件改善，让老旧小区
从无人管变众人管，打造共治共享社
会治理格局。”李浩说。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张飞龙

荣昌 老旧小区迎来“返乡潮”

设计师志愿者驻村、就地取材废
物利用、村民变工人……北碚区金刀
峡镇在胜天湖村桃子坪人居环境整治
过程中，成功进行了美丽乡村低成本
营建试点。

安全方便 兼顾美观
桃子坪不少房屋有上百年历史，

瓦片破损，屋顶漏雨，墙壁漏风。虽然
村民们不时自己动手修缮，却治标不
治本。2019年底，作为胜天湖村美丽
乡村示范村重点打造项目，金刀峡镇
启动桃子坪人居环境改造工程。

术业有专攻，建设美丽乡村不能
蛮干不能乱来。镇里向近年来有乡村
规划与建筑设计合作的优秀设计师发
出邀请，阮满杰、奚红洋等5位设计师
欣然接受，组成志愿者团队。

“从项目申报开始，团队长期驻场
踏勘、调研、访谈。”阮满杰说，“从旁观
者到当局者，提高工作效率。”5人中有
的擅长建筑，有的擅长规划，有的专注

污水处理。在摸清桃子坪现状、了解
村民诉求的基础上，团队制定出“保证
安全、尽量方便、可以美观”的改造原
则。

保证安全，就是在施工过程中，对
沉降地基进行灌浆加固、涉及结构安
全的墙体重建与加固、破损屋顶檩子
椽条进行更换与修缮等。

尽量方便，首先要方便生活，解决
房屋内部采光、通风与漏雨问题。其
次是要方便出行，增加房屋院坝与步
道、坡道的连接，为村民出行提供便
利。第三是要方便经营，通过改善排
污设施、规整房间布置等，为农民发展
民宿产业创造条件。

可以美观，就是在前面两个前提
下，当地工匠就地取材进行建设，并不
刻意追求所谓的“美观”，做到返璞归
真，重归自然。

传统工艺 当地工匠
桃子坪的农房以石头建筑为主，

因临近河道与山体，石头又以鹅卵石
与片石为主，当地人称之为“乱石
墙”。因为砌筑方式简单，物理性能
好，冬暖夏凉，设计团队决定在农房整
治中沿用“乱石墙””这种优秀乡土建
筑类型。

设计师们在走访中了解到，当地
闲置劳动力较多，大多具有“乱石墙”
砌筑技术，虽算不上熟练和精通，但
只要稍加培训，“小工”就能变成“大
工”。

在村支两委支持下，村里20多名
赋闲在家的村民通过了施工建设中的
培训与磨合，基本能完成各个工种任
务。这样既降低了项目的劳动力成
本，又增加了村民收入。

“光靠我们自己，根本无法完成改
造。现在不仅房屋修缮一新，周边环
境变美了，卫生也好了。”村民唐先贵
既是改造参与者，也是受益者。看着
自家的房屋一天一天变漂亮，抑制不
住内心的激动。

就地取材 废旧利用
桃子坪紧锣密鼓整治人居环境

时，临近的梨园基地建设和河道整治
工程也在进行。梨园开挖道路获得大
量片石，河道整治中清理出大量鹅卵
石。“通过就地取材，建筑成本一下子
就降了下来，相比砖混结构的墙体，节
约成本30%以上。”奚红洋介绍。

同时，在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废
旧猪槽、石缸、废旧轮胎做游戏设施，
废旧瓦片做铺装美化与防滑，废旧家
具做院落景观，废旧檩子椽条用于房
屋装饰与环境打造，一个个院落变废
为宝，宛若新生。

这几天，桃子坪的房屋和环境整
治基本完成，一个富有川东民居特色
的美丽村落逐渐成形。“花最少的资金
来做好一个试点，这个‘试’，更有价
值。”金刀峡镇党委书记胡光耀说。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北碚 试点低成本建出美丽乡村

7月26 日，市民在北滨漫行
步道上骑行。

北滨漫行步道是江北区在原
北滨路人行道基础上改造而成，
起于嘉华大桥，止于石门大桥，宽
15 米、长 4.1 公里，形成总面积 6
万平方米的城市阳台。步道上设
置了3个休息驿站、4个交通塔，
建有党群服务中心、移动博物馆、
智能图书馆、咖啡馆、健身俱乐部
等服务设施，还有洋炮局1862浮
雕墙、江岸集市以及火锅群雕像
等景观小品，为市民和游客打造
了一个休闲游憩、慢跑健身、观江
赏景、品味历史的好地方。

江北区融媒体中心 曹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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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梁 稳投资成绩单亮眼
铜梁区着力统筹做好疫情防控

和经济社会发展，用“绣花”功夫推进
当地182个重大项目建设，上半年交
出了一份亮眼的稳投资成绩单。

小米生态产业园是铜梁招商引
进的重大工业项目之一。自去年11
月开工建设以来，目前不仅16万平方
米的标准厂房主体工程已经完工，同
时已有10多家企业提前签约入驻。
目前，这个大项目正打表推进，紧张
有序地开展内外装饰装修和小米展
厅、重庆工业互联网产教融合实训展
厅打造，有望提前完工并交付使用。

今年以来，铜梁区对重大项目实
行清单化管理，每个项目实行责任落
实制度，明确了一名责任领导、一个
牵头责任单位、一套项目推进班子、
一个项目实施方案，明确时间节点、

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做到“月清、周
结、月盘点”。同时，推行重点项目模
块化管理，182个重大项目实行“红黄
绿”亮灯考核，对“红灯”项目专题研
究调度。

2020年铜梁区实施的重点建设
项目有182个，其中新建项目93个，
年度计划投资141.29亿元，在建项目
89个，完成投资90.19亿元，涵盖了重
点调度项目、工业振兴、乡村振兴、城
市提升和交通建设等多个领域。“整
体来说，重点项目建设呈现上升趋
势。”铜梁区发改委副主任李伟介绍，
下一步将加强对区级重点项目的调
度，协调解决重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
实际困难、问题、卡点、堵点，持续推
进重点项目提速建设。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汪洋

彭水 健康产业撑起百姓钱袋子

7月26日，在重庆阿依达太极泉水
股份有限公司门卫室，保安张远红为进
出工人量体温、作登记。而在不远处的
车间里，女工周兴芬在生产线上忙碌。

张远红和周兴芬是一对夫妻，家
住彭水县乔梓乡长寿村3组。“来这里
上班前，我们都在外地打工，工作地
点不确定，工作时间没规律，家庭收
入也不稳定。”周兴芬说，“自从6年前
家门口建起了厂，我们选择回来上
班，挣钱顾家两不误，幸福指数高了
不少。”

彭水县距离主城较远，区位优势
不明显，生态优势却得天独厚。近年
来，彭水坚持把“干净的水、清新的空
气、健康的食品”等资源优势转化为
经济优势，撑起了老百姓的钱袋子，
形成大健康助推大扶贫新格局。

2014年，彭水以水为“红线”，引

进重庆阿依达太极泉水股份有限公
司进驻乔梓乡长寿村。目前企业年
产销能力超1亿罐，年产销规模达5
亿元；解决了10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
其中建卡贫困户23名，月人均收入超
过3000元。

2017年，彭水以野生火棘果为
“嫁衣”，引进重庆火吉健康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生产火棘果饮料，带动村
民发展火棘果基地2000余亩，年野生
采摘量达800余吨。桐楼乡村民付美
菊也因此在家门口实现再就业：“农闲
时节也有活做、有收入，安逸得很。”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杨元忠 刘蕊

万盛“柴票”见证人民解放军历史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成立93年之

际，万盛博物馆获捐革命文物——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新区借柴
票”。

“新区借柴票”长 8.6 厘米、宽
5.4厘米，白底蓝字、繁体，票面周边
是蓝色条形图案，正中左右有一束
麦穗衬托的椭圆形图案。文字系仿
宋字，自右向左排列，顶部印有小字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直
排的“新区借柴证”字样，编号为

“0771619”（红色）。椭圆形麦穗图
案的两侧是双勾“柴票”两个大字，
正中图案套印“壹佰斤”3个阴刻小
字，并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野战军战地行政委员会之章”红色
方形章，图章下印有“中华民国三十
八年”。

据收藏者万盛经开区离休干部
孙龙英介绍，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

放军第二野战军所属西南服务团开
始“小长征”，由南京向大西南进军。
行军途中，部队需使用战地行政委员
会印制发行的“借柴票”向当地老百
姓借柴烧火做饭取暖等。

“当时，我在二支队一大队一中
队的军事联络组担任联络员，负责打
前站、安排宿营和收容等任务。”孙龙
英说，由于工作需要，他持有“柴
票”。当年底到达重庆后，因行军结
束，部队宣布“柴票”作废，他向部队
首长表示喜欢“保存纪念品”，征得同
意后留下几枚作纪念。经过70多年
风雨，“柴票”仅存一枚。考虑再三，
已经92岁高龄的孙龙英决定将这枚
藏品捐赠给万盛博物馆。

万盛博物馆馆长令狐克强表示，
“柴票”见证了人民解放军秋毫不犯、
纪律严明的历史，值得馆内好好珍
藏。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杨绮羽

7月24日，位于南川工业园区龙
岩组团的重庆朗铂光电有限公司车
间内，机械设备运转不停，工人穿梭
其间。据总经理胡勇介绍，公司每天
生产汽车导航智能触摸屏12万片以
上，月产值超过200万元，订单已经排
满了下个月。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产销两旺的
企业，之前却经历了停工一年的阵
痛。

朗铂光电于2017年1月创立，投
资上亿元，主要从事生产3D弧面盖
板及手机触摸屏等产品。9月投产
后，3个月总产值就达5000万元。不
曾想运行1年多后，因资金链紧张、下
游企业破产及新产品市场受阻，朗铂
光电于2018年11月停工。

如果解决不了资金问题，公司只
有以资产抵债，前途黯淡。

针对朗铂光电的实际困难，南川
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区国资金融办等
多次召开专题研究解决，联络金融机

构与公司负责人进行磋商，积极协助
企业增强信心。

缺资金，企业负责人自筹了200
多万元，又通过担保等形式筹集了
300多万元，基本解决遗留问题。要
转型，政府协助企业建成“离散型智
能制造车间”，实现自动化生产线、自
动化物流线和生产管理信息的无缝
集成和业务协同，服务领域拓宽到八
个大类的3C数码产品。

“正是有了相关部门的帮扶，才
让我们在2019年8月实现复工，而且
顶住了疫情造成的压力。现在公司
已经控制住发展风险，逐步回到正
轨。”胡勇说。

南川区工业园区发展中心主任
贺劲松介绍，今年以来，南川工业园
区在保市场主体中，累计为120余家
企业争取政策红利，上半年累计实现
规 上 产 值 71.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31%，工业经济有序平稳运行。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袁治卫

农产品加工与智能化的联系似乎
并不紧密，然而投资近1亿元、日产能
50吨的乌江榨菜智能化车间，于5月
在涪陵榨菜集团正式投产，实现了从
青菜头淘洗、拌料到成品包装等生产
流程的全线智能化。

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智能
制造、“机器换人”、远程监控、工业互
联网……智能化技术在涪陵区工业企
业里被广泛应用。

首个酱腌菜智能化生产车间
涪陵是榨菜的发源地，也是基地

化、集约化、规模化、工业化、现代化的
榨菜产区。近几年，涪陵坚持“科技兴
菜”战略，鼓励引导榨菜企业运用高新
技术改造提升，以科技为支撑，推动涪
陵榨菜产业高质量发展。

乌江榨菜智能化车间是目前国
内酱腌菜行业的首个智能化生产车

间。“通过数字化控制中心这个‘大
脑’，实现配方的分量和配比恒定，确
保品质稳定。此外，还能精确计算出
榨菜里的含盐量、含酸量等，并将其
量化为各项数据，再结合市场调研，
改进榨菜制作技术，从而更好地满足
市场需求。”涪陵榨菜集团设备技术
研究所所长杨光强介绍，有了这个数
字化控制中心，不仅节约了人工成
本，还提高了产品各项参数的精确度
和产品品质、生产效率。

位于涪陵高新区的太极医药城桐
君阁固体制剂生产车间里，没有工人，
每天能生产1亿丸药丸；位于涪陵白
涛园区的重庆华峰化工有限公司己二
酸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坐在中控室
内，通过大屏幕便能实时监控车间的
生产情况，实现“机器换人”……

2020年上半年，涪陵区实施智能
化改造类项目39个，新增3个市级智
能工厂、10个数字化车间。截至目前，
涪陵区已获批市级智能工厂7个、数
字化车间32个，居全市前列。

部分领域形成比较优势
7月24日，走进位于涪陵高新区的

微型企业创业园，没有机器的轰隆声，

也没有车水马龙的热闹喧嚣，这里的产
品和经济效益来自一串串安静的代码。

去年11月底，总投资约35亿元，
用地近500亩的启迪之星（涪陵）孵化
器落地于微型企业创业园，为涪陵培
育出更多的高新技术企业。

“孵化器围绕着涪陵主导产业和
重点产业集群，重点聚集并孵化一批
符合当地优势产业资源的高科技领域
项目。”启迪之星（涪陵）孵化器运营管
理单位重庆启迪创新服务中心总监陈
露羽说，目前这里已吸引了宙斯机器
人、华橙数字、金迈斯软件、翼菲自动
化等多家科技企业入驻。

与微型企业创业园相隔不到2公
里的互爱科技孵化园，自2017年落户
以来，已经入驻了一批涉及互联网游
戏、电子书、汽车、广告、区块链技术和
泛娱乐业务的企业，计划5年内入驻
企业达100家，形成超过百亿元营业
收入的现代科技孵化园，构建起高效、
安全、节能的数字产业生态体系。

“近年来，涪陵区在应用电子软件
和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已形成一定的
比较优势，共有电子信息类制造业企业
23家，软件信息类服务业企业超过100
家。”涪陵区副区长胡涛介绍。

抓住数字化转型机遇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社会造成了

巨大影响，也催生了新技术、新业态、
新模式，为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

6月30日，涪陵国家综合保税区
通过云签约方式引进北京大账房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将在涪陵高新区建设
智慧互联网企业综合服务平台项目。
项目建成后，预计可实现年营业收入
100亿元以上，服务业增加值20亿元
以上，年度缴纳税不低于5亿元。

同一天，由入驻涪陵高新区、综保
区的重庆中易智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自主研发设计的高精度线性位移测量
芯片“涪芯一号”正式对外发布，展示
了涪陵的科技创新实力，也为重庆数
字经济芯片设计产业的发展增添了新
的动力。

涪陵区现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1家、众创空间19家、市级以上研发
机构72个、市级科技型企业710家，为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由华为公司牵头的涪陵工业互联网平
台也即将上线，将为涪陵工业上云上
平台提供本地化的优质服务。

涪陵区融媒体中心 冉富月

涪陵

南川 帮扶停工企业重回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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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滨路上的巨型城市阳台北滨路上的巨型城市阳台

智能技术让榨菜更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