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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雨）10月28日，永川区仙龙镇
举行“成渝现代高效农业带示范区”项目集中签约活动，
共签约16个项目，协议总投资25.4亿元，全面拉开了“成
渝现代高效农业带示范区”建设的序幕。

打造成渝现代高效农业带永川—泸州示范走廊是永
川区与四川省泸州市贯彻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战略
部署、深化川渝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共涉及永川、泸州
的9个镇。其中，仙龙镇位于永川－泸州示范走廊核心
位置，共有耕地面积约8万亩。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这些投资项目涉及该镇现代农
业示范基地建设、现代农业运营管理、农产品加工、特色
水果种植及出口、生物技术研发等诸多领域，覆盖了全域
8万亩耕地。

其中，中化集团全资子公司中化现代农业四川有限
公司拟总投资11亿元，在仙龙镇建设现代农业服务中
心，实施高效农业示范项目及配套项目建设，开展种植及
植保综合化服务。根据协议，该公司将在仙龙镇推进整
镇宜机化改造，并建设技术服务体系，布局乡村服务站
点，开发数字农业系统，实施线上线下相结合、涵盖农业
生产销售全过程综合服务，提升区域农业整体竞争力和
可持续发展水平。

世纪传奇生物技术研究院（重庆）有限公司将投资2
亿元在该镇打造西南大学现代蚕桑项目。该项目包括
1000亩新型桑园（实现全机械化种植和收获管理）、
3000平方米现代家蚕养殖工厂（实现全自动化家蚕养
殖）、1000平方米综合研究设施、1000平方米蚕基药业
实验基地、100亩科普示范基地、1.5万平方米学术研究
和交流设施（专家大院和国际蚕桑研讨中心）。该项目建
成后，将承担西南大学现代蚕桑项目全国推广中心、技术
服务中心和科普文创中心功能。

永川区仙龙镇启动建设
成渝现代高效农业带示范区

本报讯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通讯
员 应凤林）近日，总投资35亿元的四川港投万州三峡
奇昌生态循环农业项目（龙沙生态养殖基地）在万州区龙
沙镇开工建设。项目采用“低架网床+益生菌+异位发
酵”的养殖模式，将养殖粪污转化为有机肥，实现零排放、
无污染。

四川港航投资集团生态循环农业项目规划建设“一
园区、两中心、四基地”，包括建设年产40万吨生物饲料
厂、年产5万吨核心浓缩料生产厂以及屠宰冷链深加工
产业园区，创建国家级生态养殖技术研发中心、现代农业
产业技术培训中心，以及国家级年出栏12.5万头种猪养
殖繁育示范基地、年出栏50万头生态猪养殖示范基地、
年产100万羽生态蛋鸡养殖基地、年产50万羽生态蛋鸭
养殖基地。

四川港投滨水城乡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曾永强介
绍，龙沙生态养殖基地一期项目将在今年年底建成投产，
二期项目将在明年3月底建成投产，达产后年出栏生猪
50万头。四川港投将全力落实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战略，助力万州山地高效农业发展。

四川港投集团
生态循环农业项目落地万州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1月1日，首
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商会合作峰会在重庆
市北碚区举行，川渝两地工商联首次联合发
布了《汇聚双城商协会力量共促成渝经济圈
建设》重庆倡议书，倡议两地商（协）会和民营
企业探索建立川渝区域性、行业性商会联盟，
共同开拓市场，实现抱团发展。

据了解，民营经济作为推动成渝地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发挥了生力军的作用。
四川省工商联的统计显示，近年来，两地民
营企业相互投资领域涵盖电子信息、汽摩配
件、智能制造、医药、农业、房地产开发等几
十个行业。重庆在四川投资的民营企业达5
万余家，四川在重庆投资的民营企业达10万
余家。2018年四川引进重庆投资到位1457
亿元，重庆引进四川投资到位1696亿元。在
示范区合作上，四川广安依托渝广共建机电

产业园，高滩川渝合作示范园区承接重庆高
端装备制造等产业，入驻民营企业70%以上
来自重庆。潼南在川渝合作示范区建设中，
通过跨地区共享民营企业技术中心等创新平
台、共建智能制造联盟等方式加强交流合作，
2019年，四川民营企业在潼南投资25.65亿

元。此外，川渝两地工商联于2006年建立了
跨区域民营经济合作机制，截至目前已举办9
届泛成渝经济区商会合作峰会，共签约项目
179个，金额达1033.4亿元。

如何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的机
遇，实现两地民营经济“抱团”高质量发展？

倡议书提出，两地工商联和商会组织要搭建
信息发布、市场供求、维权服务等平台，积极
为民营企业提供靠前服务、精准服务、集成服
务，引导民营企业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发展大局；两地商（协）会和民营企业要
开展交流互访，探索建立川渝区域性、行业性
商会联盟，共同开拓市场，实现抱团发展。

两地的民营企业应该从哪些领域寻找
“抱团”方向？重庆市工商联副主席、重庆小
康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兴海认
为，成渝两地汽车产业链条相互交叉，同时
又存在巨大的互补潜力，在成渝两地商会协
会的引导下，通过一体化推进两地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市场扶持政策等实现协同发展，
新能源汽车可以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的重要增长极。四川省工商联副主席赵宇
表示，川渝两地工商联将引导广大民营企业
围绕智能制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成渝
地区优势产业，搭建产业链合作平台，建立
产业链并购基金，打造一批上下游紧密协
同、供应链集约高效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链集
群，同时将联合行业龙头企业探索建立技术
创新联盟，围绕两省市优势产业共建共享共
用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共同突破一批“卡脖
子”工程。

川渝两地工商联首次联合发布倡议书

探索建立川渝区域性行业性商会联盟

本报讯 （记者 黄乔 实习生 谭杰）
11月1日，第十四个“重庆农民工日”活动举
行。市级活动将持续两天，全市同步开展系
列活动。该活动主会场设在江北区观音桥广
场，现场设有川渝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来自四
川、重庆两地约60家用人单位参加活动，提
供就业岗位近7000余个。

据介绍，本次活动由重庆市农民工工作领
导小组、四川省劳务开发暨农民工工作领导小
组主办。重庆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农民工日”活动作为《共同推动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建设川渝人社合作协议》重要内容
之一，旨在深化川渝农民工服务保障协作，助
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形成新格局。

活动面向农民工群体，有针对性地设置
了多项特色子活动，包括川渝农民工专场招
聘会、川渝返乡创业企业成果展、川渝农民工
才艺作品展，以及政策宣传、就业指导、职业
培训等。

根据农民工就业意愿，结合川渝两地用
人单位用工需求，主办方组织了海尔集团、重
庆新世纪电气、全友家私等60家企业参加川
渝农民工专场招聘会，涉及制造、家政、餐饮、
建筑等行业，提供了电工、操作工、设备维修
工、营业员等近300个适合农民工的岗位，计

划招聘7000余人，并在现场达成求职意向
1700余人。

“今天现场展销的盐蛋皮蛋只要16.9元
一盒，买三发四……”重庆日报记者在川渝返
乡创业企业成果展区看到，22家川渝两地农
民工返乡创业企业提供了近千件展品进行展
示展销。现场还搭建了网络直播间，邀请超
G热播平台重庆运营中心负责人兼主播宁
芳，现场帮助参展企业免费参加线上云会展，
平台直播间开播5分钟便吸引了近千人次观
看，线上线下热闹非凡。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专区，供川渝农民工
展示合川峡砚雕刻、食品雕花、对联写作、茶
艺、手工唐卡、羌绣、藏香等特色才艺技能和
作品，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此外，市总工会、市就业局、市卫健委等
单位工作人员也来到活动现场，向农民工和
市民提供政策宣传、职业培训、义诊义检等公
益服务。

专场招聘 现场展销 政策宣传 职业培训

川渝两地联合开展第十四个“重庆农民工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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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迎昭

10月27日上午，长寿区龙河镇保合村，天空
中飘洒着细雨，橘海上笼罩着薄雾，气温只有15
摄氏度，但“甘麻花”店铺内却热气腾腾，一锅锅
现炸的麻花色泽金黄、香味扑鼻，吸引游客排队
购买。

“节假日游客多的时候，一天销售额最高能
达到两三千元。”店铺老板甘雨林始终笑呵呵的，
但回忆起之前的“漂泊”经历，他的眉头皱了起
来：“回村之前，我和老伴在镇上流动摆摊，一个
月最多才卖两三千元。”

甘雨林回村创业、村里能吸引众多游客，和
长寿慢城这一项目有关。去年底，以保合村为核
心区的长寿慢城开园，这座“城”依托万亩橘海助
推农旅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符合当地实际和群
众意愿的发展之路，为乡村振兴综合试验示范提
供了生动样本。

不到一年旅游收入近500万元
乡村变身魅力慢城

结满硕果的柑橘树连成橘海，道路两旁盛开
着黄色的野花，古色古香的保合书院传递出人文
气息……充满田园风光和人文风情的保合村，是
如何从一个普通乡村发展成景区的呢？

故事得从2009年讲起。这年，长寿区提质
提档建设现代农业种植园等现代农业“三园五
区”。保合村作为现代农业种植园覆盖区域，实
现全域土地流转，并引进多家农业企业，规模化、
科学化种植柑橘等。

“果品采摘、清洗、加工、装运，为村民提供了
大量就业机会，村民还能通过土地流转获得租
金、在种植园打工获得工资。”保合村党支部书记
刘青松说。

如果说特色效益农业夯实了保合村的绿色
发展生态本底，那么长寿慢城建设则为保合村打
开了崭新的发展空间。

2018年，长寿区引入国际慢城发展理念，选
址市级乡村振兴试验示范镇龙河镇的3个村打
造长寿慢城，以长寿区保合文旅公司（保合村委

会持股20%）为该项目建设运营主体，启动面积
达30平方公里的示范区建设。

其中，距长寿城区18公里的保合村被确定
为长寿慢城核心区，环境整治、景观打造、文化重
振渐次展开。

“环境整治之前，门前的院坝长满野草，现在
可是不一样喽。”甘雨林说。记者看到，他门前的
院坝平坦干净，在竹林的点缀下十分美观。

院坝美化仅是环境整治的一个环节。让村
民和游客赞不绝口的是，保合村根据房屋现状，
将全村房屋打造成白墙青瓦的风格，还对宅前屋
后的闲置土地进行绿化美化，形成了一户一院
落、一湾一景致的景象。

去年底，长寿慢城免费对公众开放，前来体
验“慢生活”的游客发现，原来乡村可以建设得如
此之美。“保合村远离城市喧嚣，空气特别清新，
而且这里保留了原汁原味的传统生活习俗，连散

步、骑车都是一种享受。”长寿区市民李利说。
刘青松介绍，长寿慢城带动了保合村200余

位村民就业，开园至今，保合村旅游收入近500
万元。

挖掘乡土文化内涵
村民在家门口享文化大餐

保合书院位于慢城核心区秀才湾，流传着
“八童生中九秀才”的民间故事。在这里，游客可
以感受到保合村的“内外兼修”。

龙河镇宣传干事王亚明介绍，据传，清初“湖
广填四川”时，杨姓人家自湖北麻城迁至今保合
村。一位名叫杨绍书的长者设馆讲学，招收学生
8人，另配1名伙夫。没想到，这位伙夫勤奋好
学，和学生一同报考秀才，9人全部考中。秀才
湾因此得名。

在打造长寿慢城过程中，长寿区利用学堂遗

址打造了保合书院。这座书院建筑风格古典，但
内容却很“潮”，游客不仅可以在这里参观展览了
解科举制度，还能体验VR骑马、VR射箭、VR互
动游戏等具有科技元素的项目。

保合村村史馆也值得一去。该馆前厅以“八
童生中九秀才”的故事为基础，展示了围绕耕读
文化开发的72种文创产品，成为游客喜爱的伴
手礼；后厅采用实物展示、情景还原等形式，记录
保合村的发展史，石磨、书箱、煤油灯、织布机、自
行车……一件件老物件让村民、游客“穿越”到昔
日的慢时光。

“保合书院、保合村史馆等项目，可以唤醒乡
土文化记忆、丰富游客游览体验，最重要的是可
以凝聚人心、引领文明风尚。”刘青松说，如今，保
合村村民的文化生活可谓精彩纷呈。

据了解，保合村便民服务中心设置了农家书
屋、文化活动室、电影放映厅、梦想课堂等文化设

施，组建了打莲萧队、广场舞队，村民文化生活有
滋有味。

今年初，保合村首届春节联欢会精彩上演，
村民自编自演，用节目传递内心的喜悦，展现幸
福生活。

随着基础设施变得更加完善，保合村还吸引
了越来越多的高品质文艺活动落户于此。10月
28至29日，“奋进新时代、共圆小康梦”第九届重
庆市乡村文艺会演决赛彩排在保合村橘香广场
举行，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味文艺盛宴。

回乡创业的村民越来越多
农民在乡村振兴中“唱主角”

越变越美的保合村让村民看到了发展契机，
找到了创业新路。一时间，保合村掀起返乡创业
热潮，45岁的村民杨琼伟就是其中之一。

“你在重庆城里做生意多安逸，回村开民
宿赔了咋办？”“老妈，再等就没机会了。”向母
亲征求回村开民宿的意见时，杨琼伟遭到了母
亲的反对。但看到游客纷至沓来，不少邻里靠
吃“旅游饭”鼓了腰包，家人也动了心，开始支
持杨琼伟。

9月，杨琼伟利用自家闲置房屋，投入60万
元打造乡村民宿，如今这座名叫“状元客栈”的民
宿已经基本装修完成。走上民宿二楼，推窗即见
碧波荡漾的三才湖、郁郁葱葱的橘海，让人心旷
神怡。

57岁的王仁海也是返乡创业的村民之一。
在贵州，他拥有10余个建材门面，生意做得有模
有样。今年初，王仁海看到家乡的可喜变化后，
放弃建材生意，回村开办了餐饮店，生意红火时
一天可以接待30余桌客人。

随着保合村的吸引力越来越大，回乡创业的
村民越来越多，长寿慢城的业态也逐渐丰富起
来。目前，长寿慢城已招商落地30余个项目，涵
盖餐饮、住宿、娱乐、手工体验等。

今年，保合村还将打造儿童乐园、数字拓展
基地、酒吧一条街等项目，让乡村慢生活更具吸
引力。此外，保合村农民直播间也在筹划之中，
村子希望借助网络“火”起来。

刘青松说，在保合村，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被充分激发，人们从“要我振兴”转变为

“我要振兴”，“村民为美好生活努力奋斗的姿态，
已经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

长寿区保合村依托橘海推动农旅融合

乡村“慢生活”美了田园富了乡亲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百城千县万村调研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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