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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鱼嘴物
流基地开通。近
日，由中铁八局
集 团 承 建 施 工
的 重 庆 鱼 嘴 物
流 基 地 正 式 开
通，该物流基地
主要满足重庆两
江新区鱼复片区
长安、上海通用
五菱、北京现代
等汽车企业的商
品车铁路运输需
求，具备年装卸
汽车 60 余万辆
的能力。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本报讯（记者 刘壹刀）日前，记者实地采访了
位于江津区双福工业园的重庆捷科隆金属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捷科隆）。近年来，捷科隆加大与高
校专家团队的合作，不断进行技术创新，不仅提升了
产品的科技含量，产品销量也从2015年的1500万元
提高到2019年的2800万元，预计今年将实现32000
万元。

捷科隆总经理助理吴双告诉记者，公司自1993年
成立以来，始终把热处理工艺技术的开发、研究、设计
作为公司的重中之重，拥有行业类一流的技术团队和
管理团队，2006年就成为重庆市唯一的热处理规范
企业，先后成为重庆大学战略合作单位、重庆产学研
促进会战略合作单位、南京科润集团战略合作单位；
公司通过了最新IATF16949质量体系、长安集团CQI-

9质量体系审核。
记者了解到，捷科隆非常重视企业人才培养，逐

年加大科技研发资金投入，注重与高校专家的合作，
企业技术人员的引进与培养，其董事长吴卫就是中国
热处理行业的专家、重庆市科协专家智库成员，目前
公司技术人员占比超过10%，单位先后获得淬火夹
具、工装定位、轴承除锈等多项专利。今年还将成立
热工技术研究院。

记者在捷科隆看到，企业拥有国内外先进的加工
设备和检测设备，仅炉类就有易普森多用炉炉、台湾
三永网带炉，还有爱协林柔性渗碳线、大型感应设备、
自动中高频感应设备等。在检测设备上，采用的是精
密切割镶嵌机、多功能数显洛氏硬度计等。“一件热处
理产品的出厂，必须拥有先行的加工设备和一流的检

测设备，才能保证产品合格。这些，都离不开科技作
支撑。”吴双说。目前，捷科隆的热处理产品已成为中
国汽车工程研究院、美国通用电气、铃木汽车、长安汽
车、中国重汽集团、本田摩托、重庆齿轮等中外企业优
秀供应商。

来自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大师工作室团队、
重庆高校科技服务队成员贺晓辉非常看好捷科隆热
处理发展前景。他在听取了捷科隆负责人对技术方
面的需求和实地研究后指出，重庆作为西部最重要的
装备制造业基地、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全国最大
摩托车生产基地，是热处理行业改革创新的前沿阵
地。捷科隆秉承“打造热处理专业基地”理念，拥有热
处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精密的加工工艺，以及很好的
科研团队，金属科技领域的未来前景可期。

重庆捷科隆金属科技有限公司

致力打造热处理专业基地

在重庆主城区，但凡有大
型商圈的地方，就会有一间唐
糕祖糕点店，比如日月光、大学
城、观音桥、磁器口、时代天街
等地。喜欢吃糕点的朋友对唐
糕祖并不陌生，都知道他是一
家中式传统糕点，经营的蛋黄
酥、鲜花饼、老婆饼、南瓜酥等
尤其受到市民喜欢。

据重庆唐糕祖食品有限公
司总经理刘伟伟介绍，唐糕祖
的特点就是古法新作，百年传
承，源于唐朝，传统工艺，纯手
工制作。“唐糕祖”品牌来源于
公元 617 年霍邑之战，因久雨，
李渊的军队缺粮，行军至一户
人家时一阵香气扑鼻而来，遂
派士兵前去查看，得知这户人
家在食点心。家中老妪见有官
兵来临，就用点心慰劳官兵，官
兵食过后赞不绝口。将领将点
心分发给士兵以鼓士气，李渊
军队大战霍邑，大获全胜。建
唐之后，李渊命宫廷御厨将点
心做成日常食品，成为美味、吉
祥的象征，后流传民间，取名唐
糕祖。

唐糕祖2016年12月来到重
庆，起初在时代天街落户，开了
重庆第一家店铺。由于唐糕祖
以“中式传统糕点的传承者”自
居，以经营宫廷糕点为卖点，在
深挖传统工艺的基础上，产品升
级，使口感醇厚细腻，满足现代
人的味蕾。所做糕点酥皮脆香、
层次分明；红豆很糯，甜味柔和
朴素，底下铺了一层咸肉松；麻
薯把咸蛋黄和肉松隔开，咬的时
候带点拉扯感。很快，唐糕祖受
到了重庆人的喜欢，店铺也迅速
扩大到 30 多家。北碚、黔江等
地也开了分店。

唐糕祖一直秉承“古法新作、百年传承”的
企业理念，不断融入“美味、新鲜、健康”元素，从
原料的严格筛选到工艺的不断升级，专注中式
传统宫廷糕点，同时不惜投入巨资研制新食材
新工艺，打造高端“中国制造”糕点，不惜在整合
产品、包装、形象、理念、人文等多方面下功夫，
把最精致、新鲜、好吃的中式传统宫廷糕点呈现
在消费者面前。

随着传统文化复兴的升温，“中国风”深
受消费者青睐。除了已在市场布局的烘焙
行业在迅速扩张以外，新开的糕点店和独立
的烘焙室等与行业相关的公
司 也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迅 速 冒
出，唐糕祖的影响力也越来
越大。

本报讯（通讯员 何云莲）日前，国家蚕桑体系首
席科学家鲁成教授带领重庆蚕业总站、重庆蚕桑体系
三峡综合实验站负责人一行10余人到黔江调研指导
蚕桑产业发展。

调研组赴黔江区太极乡鹿子村蚕桑产业标准化科
普示范基地，参观了该基地的标准化桑园、蚕房、省力
化养蚕设施。该基地采用集体经营运营模式，场地面
积1500平方米，自动饲育机60台套，春季养蚕60余
张，预计全年养蚕可达300张，养蚕能力可达500张，
产值100万元以上，生产季用工19人，实现农民就近就
业，长效稳定增收。

鲁成教授指出，黔江要大力推广新技术，普及小蚕
共育，推进大蚕饲养省力化技术，同时要注重蚕桑产业
的多元化发展，开发利用好产业发展中的各种附属产
品，保障蚕桑产业更好更快发展。

据悉，黔江区在脱贫攻坚中把蚕桑作为农民增收
致富的扶贫产业来发展，通过公司+基地+合作社+大
户+农户的模式，将蚕桑发展成为了当地经济增收、农
民脱贫致富的支柱产业。今年，该区新增蚕桑面积1
万多亩，总面积达到10万亩，今春饲养春蚕1.8万张，预
计产鲜茧1.5万担，产值3000万元，比去年又有一定幅
度的增长。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鲁成教授
调研黔江蚕桑科普示范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罗晓梅 记者 何军林）垫江县
科技局积极践行以一域服务全局，大力推动科技领域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建立协调机制，着力推动区域合作。川渝毗邻地
区合作基础深厚，在2017年原县科委就与邻水县教科
体局签订了“‘两地四方’科技交流合作协议”，协同推
进两地科技创新发展。在目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建设的战略机遇下，在垫江、邻水签订的“‘两地四方’
科技交流合作协议”背景下，明确工作重点，持续深化
高技术产业、双创活动、知识产权保护等科技领域的
区域合作，以产业合作为突破方向，抢占行业发展高
地，建立行业优势，塑造新的发展格局。

强化产学研协同创新，着力推动校企合作。秉承

“经科联动、产学研结合、校企共筑”的协同创新理念，推
动高新技术企业以技术需求为导向，以飞地实验室为载
体，探索科研合作新方式。三丰玻璃与四川工商职业技
术学院签订“产、学、研共建及生产性实训基地合作协议
书”，利用企业和高校的生产、科研优势互补，开展联合
技术攻关、科技成果转化、培养实用技术人才。

探索组建区域创新联盟，着力推动平台合作。积
极与市科技局对接，建议将垫江、长寿、广安、邻水等
川渝毗邻地区统筹纳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规
划，组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技术转移平台、行业技术
创新战略联盟，以创新联盟推动区域合作，以大区域
为平台，共享科技人才、项目资源，打破区域壁垒，协
同创新发展。

垫江科技领域“三着力”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