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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骏

8月31日中午，烈阳似火。四名来自
浙江的游客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下飞机后，
直奔鹅岭贰厂，一边拖着行李，一边拍照。

贰厂，是近年来重庆新崛起的旅游“景
点”和知名打卡地，2019年旅客人流量超过
350万人次，销售额超3亿元。同年，贰厂
获评“中国文旅品牌最具价值奖”。

然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破旧
的厂房。

贰厂是如何将其变废为宝的？重庆日
报记者采访发现，其背后是贰厂差异化发展
的“三板斧”。

一板斧：打造特色外观

外观，是贰厂寻求差异化发展的第一
步。

贰厂前身是鹅岭印刷二厂。2012年，
该厂因环保等原因关闭，留下了一批废弃
楼宇。后来，这里被贰厂创始人周迓昕接
手。

“我希望打造一个在国内有特色的文创
园区。”周迓昕说，为此，他去了国外的很多
文创园区考察，美国普罗维登斯钢铁工厂、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港口磨坊厂等利用废弃
厂房打造的文创园区给了他灵感。

因此，贰厂在开发的过程中，不仅没有
大刀阔斧地拆建，反是将“废”的感觉保留下
来。在此风格下，贰厂每栋建筑都显得“古
老”，不少外墙甚至破旧。但其内部的装修，
却很精致。

记者看到，贰厂在视觉上给人以强烈的
对比感，现代与古老、萧条与繁华、沉重与清
新……各种看似矛盾的元素，却有机地融为
一体。

如贰厂的“华江楼”，外墙泛黄、造型
老旧，电梯更似工地电梯般简陋、狭小。
但这栋楼里有15家店，每家店都各具特

色，装修精致。特别是六楼，不仅有装修
清新、格调优雅的泰国餐吧，还有一个超
现代的无边泳池，游客可在这里眺望重庆
城市风景。

很多细节也做了特别处理，让这种矛盾
“冲突”更明显。如两栋破旧楼宇间，原来的
土石长阶换成了舒适的木板阶梯；隔空而望
的“废弃”建筑中，横架了一座醒目的黄色

“钢桥”……
改造后的贰厂，迅速受到“文艺青年”们

的关注。如今的贰厂，几乎每走几步，就能
遇到正在合影拍照的人。

贰厂也因此被评为中国十大旧城更新
案例之一。

二板斧：引电影取景造势

为了让贰厂在众多文创园区中脱颖而
出，周迓昕想到了电影造势。

得知电影《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准备开
拍时，周迓昕邀请自己的朋友、这部电影的
导演张一白到尚未开放的贰厂参观。参观
过程中，周迓昕极力游说张一白，将电影取
景地选在重庆，选在贰厂。

张一白是重庆人，本就有宣传家乡的想
法，双方一拍即合。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上映后，洪崖洞、
十八梯等电影中出现的场景，在网络上迅速
蹿红，“大量出镜”的贰厂，尚未开业已红遍
全国。

随后，蜂拥而来的游客，尤其是外地游
客涌入贰厂，很多人带着相机、摄像装备前
来直播、拍摄、取景。一时间关于贰厂的大
量照片、短视频在网上传播。

“我问过很多来直播的人，他们说贰厂
是电影的取景地，那些镜头播放出去很受欢
迎。”周迓昕说，电影的余温，短视频的流行，
让贰厂在网络上的热度越来越高。同时，也
让更多人通过互联网知道了贰厂。

数据显示，2019年，贰厂接待的游客
中，外地游客占比高达7成。

三板斧：招“人”不招店

不同于很多文创街区以“店”为主的招
商模式，贰厂招揽的重点是“人”。

周迓昕说，接手贰厂后，他相继拜访了
建筑、设计、美工等300多个协会，结识了这

些社群的意见领袖。随后，根据贰厂的定
位，他上门招揽了运动、手工、生活美学、美
食等十几个本地社群的意见领袖，让他们入
驻贰厂。

社群领袖们进驻贰厂投资开店之余，也
间接将自身的社群引入了贰厂。同时，因为
每个社群的定位不同，其店面选择、装修风
格也各有不同，这样一来，也让贰厂的店面

“不拘一格”，呈现“百家争鸣”之势。
“贰厂今天的样子，是这些社群领袖入

驻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建设的，我只负责
给他们提供空间和平台而已。”周迓昕说，这
个模式还有一个好处，因为社群交流不限区
域，贰厂的辐射范围也能进一步扩大。

目前贰厂共有社群30多个，电影行业
的张一白、线上教育领域的王朝等均在此有
投资。

这一模式，为贰厂带来了稳定的人流
量。

周迓昕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阶段
性成果后，贰厂的社群领袖们自发举行了很
多活动，让贰厂的人气慢慢恢复。目前，贰
厂的人流量已恢复至去年的7成。

贰厂 将破旧厂房变废为宝的“三板斧”

□本报记者 左黎韵

作为我市的工业大区，近年来，长寿区实施产业链招商、大
数据招商，并配套专人服务项目，不断破解精准招商高分密码。
今年1-8月，长寿区招商引资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全区共签约项
目70个，合同引资410.6亿元，实现工业引资246亿元，占全区
合同引资额的60%。

围绕产业链 招商引资变招商选资

长寿区拥有川维化工、德国巴斯夫、LG化学等一大批国内
外化工龙头企业，如何利用这一优势，进一步释放产业红利，实
现从招商引资到招商选资？“我们的做法是，实施产业链招商，按
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一环一环招商，最终让企业集聚，形
成产业集群的‘葡萄串’效应。”长寿区相关负责人坦言。

每年，川维化工可生产20万吨合成氨，以此为契机，长寿区
不断引入上下游投资项目，建立起从龙头到配套的全产业链。
向上，由重庆奕翔化工有限公司投资的年产百万吨硫酸项目已
经完成施工单位进场，项目拟投资6亿元，生产的硫酸可用于下
游产品的合成原料，高纯硫酸还可作为清洁剂用于半导体晶片
的生产过程。向下，已投产的重庆奕翔化工生产基地年产45万
吨甲基丙烯酸甲酯（MMA）等新材料一期项目每年可消耗掉川
维化工大部分的合成氨，此外该区还引入资本拟建设超纤、危险
废物处置、MS 等化工项目，进一步推动甲基丙烯酸甲酯
（MMA）向下游产业延伸。

目前，长寿区围绕优势产业集群，共梳理出10余条重点产
业链条，涉及重点关联性项目59个，项目招商完成后将进一步
推动产业链专业化的集聚和整合。

搭建大数据平台 招商实现智能化

今年3月，在长寿区一季度“云招商·云签约”活动中，邯郸
一三高研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互联网连线，与长寿区签定协议，拟
在长寿经开区打造国内最大高延性冷轧带肋钢筋项目，年产值
将超100亿元。

“传统的招商方式以线下接洽为主，不仅前期评估难度大，后
期审批管理也颇为繁杂。”长寿区招商投资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今年初，他们在云平台上输入检索信息后，很快便锁定了邯郸
一三高研科技有限公司，在连续几轮的线上接洽中，他们不仅利
用云平台推介长寿投资环境，还联合相关部门精准对接企业需
求，双方很快达成合作意向。

据统计，截至目前，借助数字招商云平台，该区共捕捉有效
招商信息120余条，成功引进包括邯郸一三高研在内的13个项
目，投资额近40亿元。

强化专人服务 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

今年6月，长寿经开区贝利科技电子新材料项目提前投产，
开辟了该区电子化工材料产业的蓝海。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
从前期手续审批至正式开工仅用了5个月时间，今年6月提前
竣工并进行试生产，正式投产不到3个月又迅速实现盈利。

涉化项目因牵涉到环评、安评、规划方案设计审查等审批流
程，进展周期一般在24—36个月，贝利科技之所以能跑出“加速
度”，与长寿区落实专人服务，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各种难点、卡点
问题分不开。

“招商引资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项目发挥出效益。”长寿区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通过组织政府职能部门到现场抓协调、
抓推进，强化专人服务，我们实现重大项目签约一个、落地一
个。”今年1-8月，全区开工项目57个，开工率86%，涉及总投资
102亿元；完工（投产）项目21个，完工率78%，涉及总投资119
亿元。今年1-7月，全区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577.6亿元。

今年1-8月招商引资签约70个项目——

解码长寿区精准招商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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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罗
芸 通讯员 李官芮）走进
苍茫的大山，体验四季大山
的“换装”之美；走进清澈的
溪河，体验水的温婉与戏水
的乐趣；走进淳朴的农家，品
尝大自然的馈赠与农事中蕴

含的传统文化——8月31日，在重庆“晒旅游精品·晒文创产品”
大型文旅推介活动中，有“巴山原乡”之称的城口县将美景、美
食、美物轮番呈现，吸引网友们纷纷点赞。

“今年我提前作了准备，在‘双晒’直播中抢到了不少好东
西！”来自四川达州的游客刘家义高兴地说。几年前，刘家义跟
着朋友来到城口避暑，被这里良好的生态、热情的农家乐主人所
吸引，现在已成为城口县东安镇的“常住人口”。去年的“双晒”
中，他就曾零星地买了些城口特产带回四川给亲友品尝。今年
的“双晒”活动中，城口“打捆”推出特产，还提供了大量优惠，刘
家义更是各种买买买。“这是我的‘成绩单’。”他将手机上的购物
清单展示出来：老腊肉、牛肉干、鸡鸣茶……

老家在贵州的刘飞龙，在城口县政府部门工作。10年的城口
生活，让他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大巴山小城。“双晒”开始，刘飞龙高
高兴兴地当上了“宣传员”，不论是“炫彩90秒”“8分钟”还是现场
直播，他都将链接发到了自己家乡的微信群、QQ群。“不少朋友看
了视频和直播都表示很惊讶，没想到秦巴山深处也是当年红军战
斗过的地方。”刘飞龙自豪地说，“这让我的家乡和‘第二故乡’有
了更多亲近感，不少朋友都嚷着要来这里看看，要我接待呢！”

“双晒”不仅让城口人自豪，更唤起了在外地工作的城口人
深深的“乡愁”。“看着城口的大美山河和缤纷美食，又品味了一
次记忆里家乡的味道，让我这几天特别想家。”在西藏军区工作
的秦可学观看了城口“双晒”的所有作品。看到故乡层峦叠嶂的
群山和勤劳工作的乡亲，他不禁热泪盈眶，“虽然有点想家了，但
我仍然会在边防线上保卫好祖国，让千里之外的乡亲们能过上
安宁的生活。”

“人文休闲之旅、原乡体验之旅、生态康养之旅，县长推荐的
3条线路，每一条都很吸引人。”在越南务工多年的城口人王平，
一直在外打拼，但旅游线路中的许多地方他还没去过，而家乡的
变化更令他感到惊讶。“我已经订好了国庆节回重庆的机票，到
时候跟着这些旅游线路去‘打卡’！”将思念转化为行动的王平，
对一个月后的回乡之旅充满期待。

城口“双晒”反响热烈——

“巴山原乡”吸引国外游子回乡“打卡”

□本报首席记者 颜安

郁郁葱葱的山林，树木枝梢交错，枝叶
繁盛，向四周伸展，如同一片碧云，把烈日遮
了个严严实实。山风吹过，簌簌响声如涛声
滚滚。

这上万亩山林，看似天然林，实则是一
位老农一株一株栽种出来的。27年来，南
川林农汪启禄在这里栽下数十万株树木，并
守护着它们茁壮成林。如今，依靠万亩山林
带来的良好生态，汪启禄开起“启禄山庄”，
绿色风景变成“绿色银行”。

他把每一分钱都存进“绿色银行”

1978年，25岁的汪启禄从部队退伍，
回到老家南川区南城街道双河场村（原仁乐
村），因为做事踏实、为人忠厚老实，他先后
被村民们推选为社长、副村长、副书记。

一晃十多载，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南
川区不少地方“家家点火、户户生烟”。双河
场村也不例外，得天独厚的煤炭资源，让一
些人看到商机，办起小煤矿。煤层被开采
后，中空的岩石层需要大量木材作支撑，人
们便将柴刀对准了山林。汪启禄家背后的
顺龙山，因过度采伐又无人管理，原本青葱
的山林只剩下零星树木，变成残次林，滑坡
和泥石流时有发生。

看着陪伴自己长大的青山变成这般模
样，汪启禄十分痛心，他作出一个大胆的决
定——流转荒山，种树！

“你没发疯吧？”妻子夏吉淑大吃一惊，
“别人都是找门路致富，你倒好，居然在这片
荒山上找罪受。”

汪启禄有自己的“小九九”。当时，一棵
口径10厘米的树大约能卖十几元钱，按照
树的生长速度，每棵树每年能有一元钱收
入。如果栽几十万株树，每年就有几十万元
放进这片“绿色银行”里，“所以，我当时想的
是，种树一方面可绿化山林，另一方面也能
挣钱，只是这个时间比较长而已。”

1993年，汪启禄东拼西凑20万元，承
包了原仁乐村十二组的集体荒山1160亩，
并成立全区首家农民股份制林场——启禄

林场，走出了他植树造林的第一步。
开荒、整地、打窝、植树……打那之后，

两口子吃住都在山上。树种到哪里，就把草
棚搭在哪里，有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草棚
里用绳子吊起两口锅，一个做饭，一个做
菜。住在山上，常来串门的是野猪，有时毒
蛇也会突然造访，因此一般情况下两人都是
和衣而睡，以防万一。

当然，1000多亩的林地，光靠汪启禄两
口子肯定不行。汪启禄聘请了十几个工人，
每人每天3元工钱，和5分钱一根的树苗相
比，这成了种树最大的一笔开销。汪启禄有
一个碎石机，给别人碎石收费5元/立方米，
还有一台农用车，从南川城区帮别人拉货到
村里，一趟能挣几十元。短期内，他就靠着
这两项收入，对付种树的开支。

但随着树越种越多，后期管护又要增加
一笔人工支出。1998年，找不到人借钱的
汪启禄只好以年息1分2，向信用社贷款4.5
万元，钱一到账就全部拿去种树。为了偿还
贷款，夏吉淑将辛苦养的十几头耕牛全都抵
了利息。

从 1993 年至今，汪启禄已累计投入
300余万元，先后流转村里荒山1.2万亩进
行造林、培育和管护。27年来，他共计种植
杉木、柳杉、枫香等树木数十万棵。如今，这
些树长成茫茫林海，登高俯看，绿峰翻戈。

像守护孩子一样守护“绿色银行”

尽管嘴上说着种树就像存钱，细水长

流，但真正等树木长大后，他却舍不得砍了
去卖钱，“这些树，就像我的孩子一样，谁都
不能动。”

有一年，有亲戚找他投资5间门面，不
要他出现金，只需用木材抵销，汪启禄想都
没想就一口回绝。“他这人就是固执，只要涉
及砍树的事儿他都不会同意，还因为砍树的
事情和别人吵过架，我都没看过他发那么大
的火。”夏吉淑说，27年来，但凡家里有点收
入，都被汪启禄“大方”地用在了植树上，而
自己的吃穿用度都非常节约，超过50元的
衣服都舍不得买，生病了也是能拖则拖。

树长大后，偷树贼多起来。一次夜里，
汪启禄和夏吉淑在自家屋里听见院里有响
动，“肯定是偷树的！”夏吉淑还没反应过
来，汪启禄已拿起一根木棍奔出去，与那偷
树贼扭打在一起。尽管个头不高、身形瘦
小，但那时的汪启禄就像一头发怒的公牛，
让对方几处挂彩。为这事，汪启禄和偷树
贼还去了趟派出所，经过调解，双方达成和
解。

夏吉淑曾对丈夫的植树行为十分不
解。“早些年，为了保护好树木，我们俩每年
春节都留在山上，远远望着别人家的烟花，
听到山下传来的阵阵鞭炮声，那滋味别提多
难受了。”她告诉记者，为此自己没少和丈夫
抱怨，“我拿种树这些钱去场镇上开个小店，
每天按时上下班不好吗？非要遭这种罪。”

有一年，汪启禄巡山时遇到偷树人，追
逐中摔倒造成腰骨撕裂。从医院回来没休

息几天，他惦记山里的树，拄着拐杖都要出
去看看。那一刻，夏吉淑重新认识了丈夫。
她说：“罢了罢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种
树）就像一斗二升米的糍粑，吃又吃不完，甩
又甩不脱，只能继续。”

经过两口子20多年的精心培育和管
护，这片荒山终于披上绿装，森林郁闭度从
不足0.2达到0.9。

“绿色银行”终于开始“还本付息”

按照汪启禄最初的构想，种下树，成材
之后就可卖钱，这将成为家里最重要的一笔
收入。可没想到，他后来又舍不得砍这些树
了，再加上后来国家对人工种植林木越来越
严格的采伐政策，这片树林并没有成为他的
收入来源。

如何解决林农捧着“金饭碗”没饭吃的
问题？

几年前，南川区实施林权制度改革，将
林木死资产通过流转、抵押贷款等方式变成
了活资产。2014年2月，汪启禄将顺龙山
8560亩林地流转给重庆一家企业，并获得
转让收益1130万元。双方约定：第一，不砍
伐一树一木；第二，在汪启禄栽树的基础上，
打造顺龙山森林公园；第三，由老汪继续管
护这8000多亩林地。就这样，几年来汪启
禄依旧在这片山林除草、巡山，忙得不亦乐
乎。夏吉淑常常与企业负责人开玩笑：尽管
林子流转给你了，但说心里话感觉还是像自
己的一样。

流转林地赚钱后，汪启禄并没有停止对
绿色产业的深度开发。对剩下的2000多亩
林地，他在精心培育管护的基础上，先后投
入500万元，新修两栋管理用房，整治河道
800米，修建2500立方米的森林消防水池。

2015年，他投入300多万元，建起供城
里人休闲养老的“启禄山庄”，成为南川区第
一批“森林人家”。山庄有24间客房，可一
次性接待150多人就餐。

这几年，随着市民对良好生态的向往，
启禄山庄的生意也越来越好，绿水青山成了

“绿色银行”。
最让汪启禄感到宽心的是，偷盗树木的

行为越来越少，自己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没日没夜地守，漫山遍野地追。

“我曾经一度陷入死胡同，觉得林木只
能当成商品卖出去，其实它们就是一片茂密
且壮美的景观，一直就是金山银山。”20多
年来，汪启禄背驼了，头发也开始白了，他感
到最骄傲的，就是留下了这么大一片林山。
现在，儿子汪晓波在村里做基础设施建设，
女儿汪晓义则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独
立承包了400亩林地，期望通过自己双手，
继续盘活“绿色银行”。

种 出“ 绿 色 银 行 ”
——林农汪启禄造林27年让万亩荒山变宝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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