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花八门的可燃雨棚替换成了
防火型雨棚，进出小区的道路路面清
爽、没有一辆车占道停放，城市消防
高空瞭望监控系统24小时“不眨眼”，
服务队、巡逻队值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最近，渝北区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突出问题正在逐个被“消灭”。

深刻汲取加州花园火灾事故教
训，对于因小区私家车占道停车造成
的消防救援车道受阻问题，渝北区采
取堵疏结合、以疏为主的方式，缓解
小区居民停车难问题。一方面清理
小区消防通道，清查整治架空线缆，
完善禁停标识标线，开辟应急避难场
所，真正让“生命通道”畅通起来。另
一方面积极协调协信中心、新光天地
等社会单位推行错时停车，并在小区
周边启动规划建设公共停车场。此
外，还在小区内设置了消防车道占道
报警系统，小车违规占用进出通道超
过20秒，系统便会自动出发语音警
报，要求其驶离。

对于直接成为火灾蔓延的“帮
凶”和救援疏散“屏障”的可燃雨棚及
防盗网，渝北区采取“政府补一点、居

民出一点”的形式，进行可燃雨棚拆
除和封闭式防盗网整改：统一颜色、
尺寸、功能，将可燃雨棚更换为阻燃
静音雨棚；对防盗网进行“开窗”改
造，既满足消防救援条件，又兼顾群
众生活所需。

如果说实地排查隐患是防患于
未“燃”的传统法宝，那么智慧消防就
是织密消防安全网的科技利器。渝
北区积极运用大数据、物联网等信息
技术，搭建智慧消防平台，实现24小
时“不眨眼”的自动监控，遇到异常情
况自动报警，确保火灾隐患早发现、
早处置。

截至目前，渝北区3079栋高层建
筑已全部完成消防车道划线；2849栋
高层建筑开展“三查三清”，1249栋拆
除更换可燃雨棚、防盗网；125栋高层
建筑完成消防管网无水整改工作，
237栋正在整改施工。全区共投入隐
患整改资金2667.85万元，545栋拟
启用大修基金整改隐患，占比79.4%，
消防安全问题整治阶段性成效显著。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周新宇

渝北 整治高层建筑消防安全

9 月 7 日，薄薄的晨雾
中，合川涪江四桥及干线公
路将合阳城街道、南津街街
道、铜溪镇紧密联系在一起。

近年来，合川区大力推
进基础设施建设，重点围绕
互联互通、缓解赌点、各镇
街融入合川城区及产业发
展等方面布局公路、桥梁，
承载起群众发展和致富的
希望。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陈刚 摄

区县头条 16CHONGQING DAILY

2020年9月9日 星期三
责编 刘俊颖 美编 张雪原

沙坪坝“彩虹”天桥设电梯

近日，沙坪坝区联芳街道万达广
场旁边，一座“彩虹”天桥成为美丽的
风景线。

这座天桥主要连接南侧富洲兰
亭等住宅小区与北侧沙坪坝万达广
场 ，以 及 公 路 道 路 两 侧 的 公 交 车

站。去年 6 月天桥正式建成供市民
通行，并于近日完成了“彩虹”装
饰。考虑到老年人和残疾人的出行
需要，天桥两端还专门安装了垂直
电梯。

沙坪坝区融媒体中心 喻庆 钟帆

綦江 健康扶贫解决群众就医难
9月4日，下着细雨，村民胡显书

与往常一样按时来到綦江区丁山镇
黄坪村卫生室接受艾灸治疗。

“我的腿现在好很多了，都能蹲
下去了，谢谢你薛医生！”胡显书一边
治疗，一边表达对乡村医生薛琴的感
谢。

薛琴是今年2月通过考试上任的
乡村医生。虽然到村时间不长，但从
村民一句句简单的感谢语中，她深切
地感受到自己是被需要的。

近年来，为了保障农村群众基本
就医需求，綦江区卫生健康委通过公
开招聘、建立“镇聘村用”制度等方
式，配齐配强了乡村医生队伍。如今
302个行政村卫生室均配备有1名注
册乡村医生或执业（助理）医师。同
时，还通过开展实用技能和适宜技术
培训，大力提高了乡村医生对常见

病、多发病的诊治能力和中医药服务
能力。

软件提升的同时，硬件也得到改
善。现在的黄坪村卫生室墙面洁白，
诊断室、治疗室、观察室、药房一应俱
全，室外还有开阔的场地，让前来就
医的村民身心都舒畅多了。

“看病就医得到了更好的保障，
大家打心里感到高兴！”胡显书说，以
前村民看病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到其
他村或者镇上去看，如今一般的小病
不用出村就可以医好，买药还可以刷
医保卡，十分方便。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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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 田野上多了群“技术控”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对于

老一辈的农民而言，丰收是“嚓、嚓、
嚓”的割稻声；对于现在的新农人而
言，丰收是轰隆隆的马达声。

作为梁平新农人代表，蒋丽英夫
妇只要来到田地，就变成了“技术
控”。这几天，他们开着收割机驰骋
在金黄的田野里，切割、脱粒等工序
一气呵成，机器轰鸣的声音在田间地
头回荡着。

蒋丽英说，自从她返乡创业起，
就决心当好一名新农人。这些年，夫
妻二人购买一系列机械设备，给村民
提供水稻“耕、插、防、收”全过程社会
化服务，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当起了

“甩手掌柜”。两人学习新技术，利用
无人机完成水稻播种、喷洒农药，解
决了季节性用工荒问题，降低了天气
不稳定的自然风险，促进农业节本增
效。他们还开设电商网店，通过网络
把家乡的农家土特产卖到各地……
通过科技兴农，夫妻二人走向了小
康。

在蒋丽英夫妇的带动下，越来越
多的乡邻也加入到新农人队伍中。
他们怀揣着干事创业的梦想，把科技
基因注入传统农业，开得了新机器、
玩得转新技术、带去了新思维、落地
了新理念，把青春挥洒在希望的田野
上。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谢清城

江津

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垃圾分类处置实现镇村全覆盖铜梁
9月6日上午，铜梁城区兰亭别院

小区，市民叶琼拿出智能卡扫描后，将
分好类的生活垃圾分别投入到相应的
垃圾桶里，卡上立马显示出垃圾的重
量和积分。“小区安上智能化垃圾分类
桶后，经过简单培训，我们都能自己操
作投放，还能领取奖励的矿泉水、垃圾
袋等生活物品。”叶琼说。

目前，铜梁区28个镇街、300多个
村（社区）的垃圾分类收集处理实现了
全覆盖。

“一个箱”变“四个桶”

在淮远丽景小区，一位居民将纸
板、塑料瓶和果皮分别投放到相应的
箱桶里。“小区物业公司安排了专人担
任垃圾分类指导员，他们既负责向居
民宣传垃圾分类的目的意义，指导居
民准确分放，同时还要做好分类垃圾
的处置。”物业公司负责人说。

在西郊绿道边的巴川街道玉皇
村，道路两旁花草簇拥，农家房屋干净
整洁，公路边和院落里崭新的垃圾桶
摆放得整整齐齐，村民将分好类的干
湿垃圾倒进不同的桶里。村里还配套

建起了阳光堆肥房，农家产生的果皮、
菜叶、剩饭、秸秆等通过堆沤，变成有
机肥还田。

“从2019年开始，按照区委、区政
府的部署要求，我们以‘减量化、资源
化、无害化’为目标，坚持‘多个试点作
示范、全区机关走在前、城乡并进共推
进、分步实施显成效’的工作思路，细
化职责，打表推进，强化考核，将垃圾
分类处置工作纳入了铜梁区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的重要内容。”铜梁区城市管
理局负责人张光文介绍。

如今，行走在铜梁的城区和乡村，
无论是干道、公园、广场，还是车站、社
区、庭院，垃圾分类的标识标牌随处可
见，两格、三格、四格垃圾箱桶有序摆
放，不时可见市民将分类垃圾投入不
同的箱体。

宣传示范掀起新风尚

这几天酷暑消退，在明月广场，一
群大妈正跳着健身舞。当被问及是否
知道垃圾分类时，“晓得！晓得！居委
会又是培训，又是示范，我们都按照组
长说的办！”大妈们七嘴八舌回答道。

正街社区党委书记郑淮平介绍
说，社区通过多角度多层次面向居民、
沿街商铺经营者和物业管理人员普及
垃圾分类知识，宣传科学分类方法，引
导市民逐渐养成绿色环保文明的生活
习惯，增强了市民的生态环保意识，垃
圾分类成为新时尚。

铜梁区各中小学将垃圾分类列为
学生养成教育的重要内容，将垃圾分
类知识编入了教材，进入了课堂，逐步
实现“教育一个孩子、影响一个家庭、
带动一个社区”的目标。

各机关单位积极开展以“垃圾分
类我先行，引领时尚当先锋”主题党
日，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垃圾分类知识，
掌握垃圾分类的具体方法，并带头开
展垃圾分类。遍布铜梁的少云志愿者
们也主动做起了垃圾分类的先行者、
宣传者和践行者。“过去嫌麻烦，时下
成习惯，经过大力宣讲和示范引导，铜
梁掀起了垃圾分类的文明新风尚。”铜
梁区委宣传部副部长马兰说。

垃圾分类体系初步形成

餐厨垃圾过去是令人头痛的难

题。而今，每到清晨，一辆辆餐厨垃圾
专用车穿行在铜梁大街小巷，把一个
个饭店、酒楼、食堂产生的餐厨垃圾收
集殆尽。

“我们通过购买社会专业化服务，
组建城镇餐厨垃圾收运一体化队伍，
今年1—8月累计收运餐厨垃圾9800
多吨，基本实现了应收尽收。”铜梁区
城管局环卫所负责人向焱说。

在庆隆镇，一个总投资约7.6亿
元、一期设计日处理生活垃圾1200吨
的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已完成厂房主
体建设，预计2021年6月建成投用。
投用后不仅能将铜梁城乡生活垃圾一
网打尽，还可以变废为宝，产生清洁能
源。

截至今年8月，铜梁区财政投入
2300余万元生活垃圾分类所需专项
经费，完成城区及2个街道、19个行政
村，共计8万余户居民的生活垃圾分
类示范建设工作。全区生活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处置体系初步形成，
城乡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取得了阶段性
成效。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赵武强 张浩

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路网通四方

以“智”促“造”产业升级

渝中
“只需用手机扫一扫这个二维码，

就能追溯到产品的研发、生产、供应、
销售全流程……”在位于渝中区的重
庆市区块链数字经济产业园内，重庆
浪潮云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常务副总
经理刘平扫描一瓶芝麻油的二维码
后，经销商、生产日期、指导价格、生产
地址等产品相关信息便一目了然。

这个二维码是浪潮集团以区块链
技术为支撑，构建的第三方公共服务
平台——质量码。通过质量码平台为
产品赋码，形成一物一码的“身份证”，
可以在生产过程中实现品控及共享制
造，也可以在流通环节中提升供应链

效率，还可以在消费环节中实现产品
追溯、保险保障。通过浪潮公司大厅
内的质量码运营监控平台能够看到，
截至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品牌企
业上链，累计赋码产品超过1.2万种，
赋码超11亿个，成为重要的消费质量
类“互联网+”应用。

质量码可以应用在哪些领域？特
色农产品算一个。目前，浪潮公司已
为四川茂县特产羌脆李建立质量标
准，实现羌脆李的质量数据可视化，树
立品牌形象。

浪潮公司还将携手重庆市农业融
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在农产品溯源、

农产品质量体系搭建、支撑农产品品
牌化转型和助力重庆市农业区域公用
品牌“巴味渝珍”等地方特色品牌打造
与运营等领域开展合作，运用区块链
技术共同推进农产品品牌数字化管
理、数据化运营、数字营销转型发展。

除浪潮公司外，同在园区的金窝
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作为渝中本土企
业，也正积极利用区块链技术，助力全
国各地农产品品牌打造。

今年3月，金窝窝接到长寿区长
寿湖镇政府的合作邀请，帮助当地果
农助推滞销血脐橙。公司随即在APP
上推出“抗疫助农”专区，为长寿湖血

脐橙给予线上流量支持，仅1个小时，
便完成近6000单的交易量，最终帮助
果农销售血脐橙26万斤。

金窝窝公司还走出重庆，与西安
市供销合作联社达成合作协议，将利
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帮助西安市灞
桥区实现农产品溯源，促进供销社产
销平衡，进而助推县域经济发展。

按照相关规划，到2022年，渝中
区数字经济总量达到800亿元规模，
数字经济产业发展和创新应用水平跻
身全国前列；到2025年，渝中区将建
成“区块链+”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科
创高地、现代服务业数字化发展引领
示范区、区域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应用
中心，步入全国新型智慧城区建设第
一方阵。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刘侃

璧山 党员带好头 乡村更和谐
9月 5日一大早，璧山区大路街

道团坝村的党员张正国像往常一样，
来到村里的杨家院子，一边和村民聊
家常，一边帮着大家打扫卫生，这已
经成了老张每天的必修课。

一名党员联系一个院子，身体力
行带动村民爱护环境、美化乡村，是
大路街道推广应用的党员“责任田”
机制。该机制目前已使用到全街道
的基层社会治理中。

“看到党员们随身携带扫帚、撮
箕，一有垃圾就打扫清理，让我们爱
护环境、美化院落的意识也逐渐增

强，现在我还主动养花种草了，家里
的院子也越来越漂亮。”村民周忠群
很受触动。

“责任田”机制在大路街道的疫
情防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工作中
都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下一步
我们将在各村（社区）广泛推广这个
机制，进一步调动党员积极性，发动
更多群众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现党
员带头、群众自治。”大路街道党工委
书记蒋杭航表示。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熊浩

9月7日，江津德感工业园，中粮
粮油工业（重庆）有限公司智能工厂
里，植物油从精炼、调和到灌装封箱，
所有程序都已经高度自动化；

10公里外的几江街道，一处破损
井盖被区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发现，2
小时后井盖便被更换；

这时，家住鼎山街道琅山社区的
市民张蕾在手机淘宝上下了订单，1天
之后，她就能品尝到来自西湖镇硐寨
村的农家土鸡蛋……

随着江津区大力推动数字经济发
展，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为代表
的数字科技，正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经济
发展的方方面面，传统工业强区正步步
为营，开启产业提档升级新时代。

政策集聚创新资源

江津区制造业基础雄厚，怎样将
基础优势转化为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优势，关键还在于牢牢抓住数
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赋予的机遇，
全力帮助企业加快转型升级。

制定发展规划、设立科技基金、实
施“津鹰计划”……江津建立起了涵盖
组织领导、资金扶持、人才支撑等多个
方面的政策保障体系，以前所未有的

力度，为数字经济发展“保驾护航”。
“上半年全区研发投入达7.3 亿

元，同比增长36%。其中规上工业研
发投入5.5亿元，同比增长161%。”江
津区经信委负责人介绍，为助推数字
产业健康发展，江津持续推动帮扶政
策向数字经济领域倾斜，先后推出了
创业种子投资基金、专利质押融资、科
技型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3个科技
金融产品，目前已帮助313家（次）企
业获得信用贷款6.17亿元。

一系列好措施、好政策加速了各类
创新资源迅速集聚。目前，江津已成功
签约中科院西部科创中心暨中科智慧
产业园项目，西北工业技术研究院、紫
光重庆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区域总部、重
庆浪尖工业设计研究院等8家研发机
构和华崛嘉业、蕴博君晟、中之信等10
余家科技服务机构入驻，并广泛与浙江
大学、武汉大学、西北工业大学等10余
所国内重点高校签订政产学研合作协
议，共建产学研科技创新平台21个。

赋能产业全面升级

今年上半年，江津全区数字经济
增加值112.21亿元，同比增长37.4%；
实现产业融合增加值98.64亿元，同比

增长 37.4%；实现数字产业增加值
13.57亿元，同比增长37.4%。

通过实施智能化改造项目，打造
数字化车间、智能工厂，发展工业互联
网平台等措施，江津持续推动数字化、
智能化变革向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
延伸。“今年计划对超过80个项目进
行智能化改造，目前已完成43个。”江
津区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说，“截至目
前，江津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总量
居全市第三位。”

数字经济在江津的蓬勃发展不仅
体现在“量”上，还在更加丰富的应用
场景中实现质变，成为带动江津产业
升级的新引擎。

位于德感工业园的重庆耐世特
转向系统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两化”
融合管理体系贯标试点企业。智能
化改造后，企业人均产出同比增长约
97%，产品不良品率降低约35%，运
营成本降低16.8%，单位产品能耗降
低24.27%，产能也由30万套/年提升
至50万套/年。值得一提的是，由于
智能化、自动化程度高，今年疫情期
间，耐世特公司成为江津首批复工复
产的规上工业企业，并迅速恢复到疫
前生产水平，最大限度降低了损失，
赢得了先机。

加快建设科创中心

6月30日，江津区2020年第二季
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和重点建设
项目集中开竣工活动上，总投资约
118.5亿元的江津区团结湖大数据智
能产业园正式开工。

为推动数字产业化，江津建起了
“1+4”平台支撑体系，即团结湖大数据
产业园综合服务平台和双福工业园、德
感工业园、珞璜工业园（综保区）、白沙
工业园4个产业发展平台，着力打造重
庆科学城南部科创中心。其中，双福、
德感工业园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智能装
备制造产业；珞璜工业园（综保区）打造
智能终端、芯片、集成电路制造基地，发
展智能家居产业；白沙工业园则以“江
小白”为依托，带动园区企业“两化融
合”，进而提升整体智能化水平。

一系列新业态、新平台的打造，成
为江津促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抓
手。如今，江津已有高新技术企业172
家，科技型企业超过1000家，智能制
造装备企业、智能硬件零部件产品企
业近20户。预计到2026年，江津将
引进各类数字产业项目150个，实现
产值200亿元。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郭开星 黄柏添

用区块链为全国农产品促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