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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在重庆与遵义之间，5629/5630次
绿皮火车穿梭在崇山峻岭中，以其独
有的“慢”节奏为沿线的群众提供便
利，至今在百姓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
作用。

4月22日中午12时，由遵义开往
重庆的5630次列车从遵义站徐徐开
出。

火车上，大多是老人和小孩。对
这辆火车，老人们深有感触。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綦江读高
中的时候就坐的这条线。”住在贵州省
遵义市桐梓县的王华明说，虽然这趟
车很慢，时间有点长，但是价格便宜，
去贵阳、重庆都喜欢坐这趟车。

在车厢里，大家有说有笑，聊着
家长里短。熟悉的人，熟悉的地方，
列车员陈红忙着帮乘客搬东西，如同
一家人。“我在这趟车上已经跑了24
年，对那些做生意的、背菜的人很熟
悉，都是老面孔，帮他们扶一把，大家
感情很好。”

“这条线基本每个小站都停，旅客
年龄都比较大，大多数是卖东西的、走

亲戚的。”列车长王春告诉记者，5629/
5630次列车是目前川黔线唯一的客运
火车，也是全国81对公益性“慢火车”之
一。沿途经停24个车站，全程运行312
公里，开行时间10小时左右，票价23.5
元，最低票价仅2元，是沿线山区村民出
行最便捷的交通工具。

1997年之后，这趟车就从未涨过
价，对于小站上车的旅客，还可以先上
车再买票，而在有的区间，列车上座率
不足百分之二十。王春说，沿线有好
几个小站都位于渝黔交界的深山里，
公路只修到山下，动车又不在附近停
靠，“慢火车”是主要的出行交通工具。

一路走走停停，背着蔬菜的菜农
陆续上车，他们搭乘火车去县城售
卖。与此同时，与它对开的5629次列
车从重庆出发返回遵义，菜农们又可
以在傍晚搭载它回家。出行，回家，

“慢火车”就如同行走在大山里的“公
交车”，让山区的农民们倍感方便。

记者在车厢内看到，车上专门有
大件行李摆放处，方便放背篼以及大
一点的行李。

杨大姐背着她的农产品一进车
厢，记者和乘客们都忍不住咳嗽起来，

原来她的货物是贵州产的辣椒。
15件辣椒总共 600斤。杨大姐

说，她在遵义做辣椒生意，最大的销路
就在重庆，“马上‘五一’了，重庆火锅
生意好，我们的辣椒也卖得好！”

家住九龙坡的唐玉华今年53岁，
背着大包小包在木竹河站上了车，她
告诉记者，前一日特地乘坐5629次列
车到贵州松坎镇进货，买了豌豆角、折
耳根、春笋、鹅蛋、椿芽、枇杷、腊肉等
农副产品。“我在黄桷坪附近的农贸市
场摆摊，每逢赶场天都要过来拿货，这
边的菜既新鲜又好吃。”唐大姐说，这
条线路从开行之初她就在坐，现在每
个月要往返9趟，单程票价只需13.5
元，很划算。

“谢谢你们哟，帮我把手机捡到
了。”列车在桐梓站停靠时，站台上一
位旅客握着列车长王春的手直道感
谢。原来，前一日她从赶水站上车后
把手机落在了车上，细心的乘务员捡
到后第一时间联系上她并约定好当天
在桐梓归还手机。

去年防汛抗洪期间，因为暴雨，列
车会临时停运，于是就有熟悉的乘客
打电话向列车长询问是否开行，“我们

也会提前跟他们讲运行时间，因此这
趟车也被称为‘乡情列车’。”王春说。

60岁的王大财是綦江人，因为女儿
在贵州元田坝生活，平日里只要没事，
他都会从老家背一背篼的菜和肉赶这
趟车去看望女儿和外孙，“车票才6块，
我时间又充裕，回到綦江下了车再坐十
几分钟的公交就能到家，太方便了。”

常年在贵州打工的王卫华今年
51岁，老家在璧山，当天他在桐梓上
了车，晚上到站后准备在重庆主城住
一晚再乘第二天一早的客车回家看望
父母，“以前也是坐这趟慢车回重庆，
现在忙起来，已经有 5 年没有回去
了。”王卫华说，路途上的时间是久了
点，但对打工人来说，票价低是他们的
首选。

5629/5630次列车从1993年以来
就一直在渝黔两地的大山深处一路穿
行，服务于偏远地区、贫困地区和少数
民族地区。随着高铁逐渐全面覆盖，绿
皮火车在逐渐淘汰，但作为公益列车，
作为山区居民的“公家车”，5629 和
5630次慢火车被铁路部门保留了下来，
它们还要继续在大山里慢行穿梭，在青
山绿水之间串起沿线百姓的美好生活。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4月22
日，“科技创新 人才领航”2021十大
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评选正式启
动。活动将面向全市征集在科技成果
学科化、产业化、规模化领域产生显著
社会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人物，展示重庆
科技创新力量。

本次评选活动由市委宣传部指导，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主办，重庆市科学技
术协会、重庆高新区管委会支持，重庆
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天眼查、5G应
用产业方阵重庆分联盟、重庆市物联网
产业协会、重庆市新材料产业联合会、
重庆市环境保护产业协会、重庆市青年
企业家协会协办。活动设置了“2021

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2021十
大重庆科技创新企业家”“2021十大西
部（重庆）科学城科技创新领军人物”

“2021重庆科技创新社会责任人物”四
个奖项。

从参评资格看，参选人须是为重庆
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突出贡
献的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企业
经营管理人才等，不受性别、年龄、职业
限制。其中，“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
年度人物”须在2020年至今完成重大
科技创新成果，形成了社会影响力，符
合有“重大科学研究”“关键技术突破”

“重大成果转化”或“显著社会效应”条
件之一。

2021十大重庆科技创新年度人物
评选正式启动

候 选 人 物 ① 候 选 案 例 ①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 月 22
日，渝北区举行2021年第二季度重大
招商项目集中签约活动，40个高新、高
端、高质项目落户渝北，涵盖智能制造、
现代金融、物流科技、游戏开发等产业
领域，投资总金额达208.8亿元。

其中，作为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的子公司，顺丰丰泰计划投资10亿元，
在渝北区机场航空物流园拿地约198
亩建设打造顺丰西南运营总部（物流科
技孵化创新产业园）。据项目引进单
位——重庆临空招商集团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表示，该项目将打造“技术+

产业+资本”的全链式产业创新服务平
台。

另一个崭新的大项目来自中国中
车旗下的株洲中车时代电气股份有限
公司。中车时代电气副总经理龚彤表
示，在渝北区委、区政府和重庆交通开
投集团大力支持下，中车时代电气供电
产业将把供电板块业务整体搬迁至渝
北，并吸引同行者落地重庆，共同打造
供电产业集群，健全重庆轨道交通产业
链，推动重庆智慧城轨建设，并形成示
范效应，进而将新型供电技术产品辐射
至全国市场。

渝北区二季度集中签约40个重大招商项目

□本报记者 赵伟平

近日，市委宣传部扶贫集团驻乡
工作队队员、巫山县双龙镇安静村第
一书记王涛，报名参加了2020重庆乡
村振兴年度评选活动。

报名资料显示：通过三年多的驻
村扶贫，王涛帮助巫山县双龙镇安静
村把一片红叶变成了一个脱贫增收
的产业，真正将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
银山。王涛说，想通过评选活动，与
更多人分享一片红叶的故事。

早上9点过，安静村仍然安静，而
村里的叶雕工作室，却十分忙碌。

送完孩子上学后，35岁的脱贫
户刘忠梅一大早就来到叶雕工作
室。她全神贯注地盯着图纸，手握刻
刀顺着图纸在红叶上小心翼翼地刻
画……20多分钟后，一幅以山水为主
题的叶雕工艺品就做好了。

“放下锄头，拿起刻刀，现在的日
子还蛮不错的。”刘忠梅说，学叶雕其
实并不难，只要眼神好，心灵手巧就
能干，“这不，几十分钟的工夫，我就
雕了2张，挣了30元工钱。”

村民靠做叶雕增加收入，王涛功
不可没。

“红叶开得艳，但村民却守着宝
贝过着穷苦日子。”王涛说，安静村地
处小三峡风景区核心地带，其中云顶
景区、鱼头湾景区是山上观赏峡谷景
观和欣赏红叶风光的绝佳位置，境内
红叶资源丰富，但由于游客只在船上
游，不到山上来，山上的村民日子过
得紧巴巴的。他们只能外出打工，村
里曾有建卡贫困户有123户、424人。

在王涛看来，当地的红叶资源没
有得到好的开发利用，除了观赏外，
就是当柴烧，根本没当个宝。“可以在
红叶上做文章，把它变成一种旅游商
品。”

王涛邀请市文联各艺术门类的
专家到村里考察调研，经过反复论

证，大家决定开发叶雕文创产品，以
安静村为基础，进行产业化开发，开
拓红叶艺术品市场。

选材、雕刻、储藏……经过数十
次的技术攻关，叶雕艺术品开发成
功，并接到了一家大型公司的订单，
红叶卖成钱的消息不胫而走，整个村
子沸腾了。

2018年11月，村里成立了重庆
鸿森雕刻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公
司+村集体+农户”发展模式，带动村
民脱贫增收。目前，红叶叶雕已开发
出山水、恋情、农耕、十二生肖为主题
的四大系列产品，在重庆市消费扶贫
馆、巫山机场、县城都有线下展示交
易，成功带动10多位农民常年务工
增收。

去年，安静村的叶雕文创产品销
售收入达26.5万元。除了叶雕文创
产业，在王涛和村里干部群众共同努
力下，安静村还逐步发展起水果种
植、乡村旅游等生态产业。

“目前小三峡旅游正在提档升
级，从过去单一的水上游，向水路环
线进军，加上巫大（巫山至大昌镇）
高速公路即将通车，届时到村里来
的游客会更多。”王涛说，下一步，他
们将申请叶雕扶贫示范车间，同时
利用淘宝等线上平台，实现网络订
购，让叶雕工艺品走出大山，卖向更
广阔的市场。

巫山安静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涛：

想与更多人分享一片红叶的故事

□本报记者 赵伟平

4月21日早上10点，广东省一
家大型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渠道代
理商陈总向重庆两颗豆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颗豆”）总
经理宋杰打来了订购电话。

作为目前中国豆棒（又称豆筋）
行业唯一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规
模化、标准化”生产的高新技术食品
机械和食品制造企业，“两颗豆”生产
的豆棒不愁销路，这主要得益于企业
采用的智能化生产技术，让豆棒生产
焕发出新活力。

干净敞亮的车间内，30多台自
动裹浆机整齐排列，清洗、打磨、煮
浆、滤浆等一系列原本笨重的工序，
全由自动裹制系统“代劳”，设备有条
不紊地将一根根裹浆完成的豆棒整
齐地排列在托盘架上。

“这是公司自主研发的‘自动化
豆棒生产线’，实行全自动数字化控
制，豆棒加工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均实
现了自动化生产。”宋杰介绍，该自动
裹制系统的流程设计及所用设备均
由公司研发团队完成，研发人员攻克
了豆棒生产关键环节的技术性难题，
全自动生产线投用后，生产效率比传
统加工提升了20余倍。

目前，“两颗豆”已研发出全国行
业领先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自
动数控豆棒裹制智能生产线，拥有发
明专利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100
余项。

“全自动生产线最大的特点是最
大限度地提升了产品质量，使豆棒生产
消除了人为因素的影响，做到了无菌、
无尘，实现了‘零添加’。”宋杰介绍。

宋杰解释说，传统工艺中，豆浆长
时间烧制会导致蛋白质流失，必须使
用食品添加剂来辅助裹浆，而自动裹
浆系统利用高压锅原理，采用电阻加
热，豆浆无论烧制多久，蛋白质都不会

流失，因而可以实现无添加剂裹浆。
工艺和设备不但提高了豆棒的

品质，同时豆棒的身价也得到提升。
如今，通过5年多的科技攻关，

“两颗豆”已经升级成为一家以食品
机械自动化智能化研发、制造、销售
和豆制品加工生产销售的国家级高
新技术企业、重庆市级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年产豆棒660吨，年产值达
3300万元。

宋杰说，今年底“两颗豆”在梁平
新食品工业园还将建成占地50亩的
豆棒加工厂，同时在山西还将建成占
地40多亩的工厂，两间新工厂的豆
棒合计年产能将达6000吨，产值超
3亿元。

此外，通过“公司+基地+农户”
模式，“两颗豆”带动村民种植千余亩
大豆，实现户均增收上千元。“未来，
通过带动上游大豆种植和下游食品
加工，将‘两颗豆’打造成村民增收的
一项富民产业。”

“两颗豆”农业科技公司：

智能化让豆棒生产焕发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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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聂晶 赵迎昭
见习记者 刘一叶）走近巴渝宝贝，感
受文化传奇。从2月26日开播，到4月
21日圆满收官，重庆日报全媒体系列
报道“巴渝宝贝晒出来”第一季精彩呈
现了重庆13家博物馆的15件镇馆之
宝，让网友通过报道感受到巴渝文化历
久弥新的魅力。

“巴渝宝贝晒出来”系列报道是重
庆日报对传承弘扬长江文化，推动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具体落实。该系列报道共15集，运
用短视频、文图相结合的形式，立体、
生动展现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大足
石刻博物馆、重庆三峡移民纪念馆、重
庆工业博物馆等重庆13家博物馆的
15件镇馆之宝，揭秘宝贝背后鲜为人
知的故事。

这 15 件宝贝上至商周，下至近
代，跨越3000年历史，包含青铜器、碑
刻、石刻造像、书画、瓷器、雕塑等多种
类别——青铜重器，追溯巴文化之魂；

精美碑刻，见证三峡考古“世纪大抢
救”；石刻瑰宝，缔造石窟艺术史上的最
后丰碑；锁江铁柱，定格宋蒙（元）战争
的刀光剑影；典雅瓷器，讲述长江文化
的交流与迁徙。

可以说，这又是一次“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
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的
新探索，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白九
江说，通过此次系列报道，我们感受到
文物所蕴含的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
美价值、科技价值和时代价值，让古老
文物在当代焕发新的活力。

“精美文物搭乘互联网快车，走进
了千家万户，走向了青少年的视野，‘巴
渝宝贝晒出来’系列报道为文化传承注
入青春力量。”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孔令
远说。

该系列报道仅在新浪微博上的阅
读量就近50万次，还被潇湘晨报、九派
新闻、腾讯、优酷、知乎等网站转发。

“巴渝宝贝晒出来”第一季全媒体报道收官

本报讯 （记者 崔曜）4月22日
起，重庆与上海、广州的轨道交通乘车
二维码实现互联互通。即日起重庆市
民不仅可以使用“渝畅行App”乘坐重
庆轨道交通、成都轨道交通，还能便捷
搭乘上海轨道交通与广州地铁。而上
海、广州市民则可以通过“Metro大都
会App”、“广州地铁App”扫码乘坐重
庆轨道交通。

此次渝沪穗交通乘车二维码互联互
通范围涵盖了重庆、上海、广州轨道交通
运营的各条线路和车站。市民使用“渝

畅行App”时，需升级到最新版本后打开
乘车码界面，点击左上角“重庆轨道交通
乘车码”切换城市，在底部列表中选择上
海轨道交通、广州地铁，并按照指引开通
乘车码功能，即可扫码乘坐上海轨道交
通、广州地铁。上海、广州市民使用

“Metro 大都会 App”、“广州地铁
App”，均需升级最新版本后，切换至重
庆轨道交通乘车页进行类似操作。

据了解，下一步，重庆轨道交通还
将继续推动与北京、武汉等城市轨道交
通二维码的互联互通工作。

一码通乘渝沪穗轨道交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4月
22日，北碚区民营经济服务平台暨信易
贷产品正式上线，标志着北碚区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该平台上线
后，将充分利用“信用+大数据”手段缓解
该区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企业登录该平台并完成实名认证后，即
可享受该平台推出的信易贷及相关服
务，凭自己的信用换来发展的真金白银。

北碚区发改委主任李成银介绍，该
平台是服务北碚区民营企业与金融机
构的智能化融资服务信息平台，由北碚
区政府与新华社中国经济信息社联合
打造，旨在进一步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问题，用金融手段为该区民营经
济发展保驾护航，目前已有重庆银行、

兴业银行重庆分行、平安银行重庆分行
等3家金融机构入驻。

据了解，北碚区民营经济服务平台
基于公益性质，对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工
商户免费提供。该平台所进行的信用
预评估，依托社会信用信息为基础，并
广泛归集中小微企业公共信用信息，通
过推动“政、银、企”信息互通和应用共
享，实现“让信息多跑路，让企业少跑
腿”，从而有效降低金融机构信贷风险
和中小微企业融资成本，让信用状况好
又无抵押物的民营企业利用自身良好
的信用信息获取贷款。

据介绍，该平台上线后，预计年内
可服务100家中小微企业，贷款规模约
在5000万元—1亿元之间。

北碚区民营经济服务平台上线

机构名称：建信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

机构负责人：张心军
机构编码：0000295000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88号环球金融中心25
层及38层08单元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民族路
188号环球金融中心25
层

成立日期：2014年12月18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63997400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

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
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
务；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
银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21年3月4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慢火车”，驶出幸福新生活
去
县
城
卖
菜
的
菜
农
，在
列
车
上
迎
来
了
今
天
的
第
一
单
生
意
。

背着蔬菜的菜农陆续上车，他们搭乘火车去县城
售卖。

5629/5630 次列车是目前川黔线唯一的客运火
车，也是全国81对公益性“慢火车”之一。

本组图片由记者何赛格摄/视觉重庆

王涛正在进行旧物改造，把磨盘
改造成茶盘。 刘嵩 摄

“两颗豆”公司生产车间，工人正
在检查豆筋裹制情况。 刘娅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