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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国邦

重庆开州泰纯蔬菜种植专业合作
社走绿色发展之路尝到了甜头。“在种
植过程中我们使用农家肥和有机肥，种
出来的蔬菜色泽好，绿色有机健康，达
到国家绿色食品认证标准。”

全国首个光伏智能养鸡场——绿
色生态立体循环式蛋鸡养殖场，位于开
州区大德镇兴隆村，建有中央集粪系统
和有机肥生产线，该养殖场实现了“料
不见天、粪不落地”和年增收 100 多万
元的目标。

一件件鲜活事例，是开州大力发展
绿色农业技术，让绿色成为引领农业农
村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开州区第十
五次党代会擘画了加快建设“一极两大
三区”现代化新开州的奋斗蓝图，其中建

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的目标，向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坚实步伐。

产业发展再提级

今年，原本产于山东省寿光市的螺

丝椒，却出现在开州的鲁渝（寿光）蔬菜

现代产业园。

“远嫁而来”的螺丝椒打破了当地

菜农对辣椒的传统认知，一株的产量达

三四公斤。目前，螺丝椒已在开州大面

积推广种植，预计今年底，开州将有 300
万公斤螺丝椒上市。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是极

具鲁渝特征、重庆特色的标志性工程，

引领着开州现代蔬菜产业快速发展。

开州区和山东省寿光市联手推进乡村

产业振兴，以机制创新为动力、以蔬菜

产业为抓手、以共建园区为平台的“寿

光模式”在开州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寿光蔬菜“六统一分”运营模式在

开州得以成功复制。寿光、开州两地国

企出资合股成立的重庆鲁渝协作蔬菜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具体担纲，通过蔬菜
产业实现了农民土地租金、务工薪金、
分红股金三份收入，实现了乡村振兴的

“加速度”。
“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去年

落户开州，今年开工建设 5000亩设施蔬
菜基地，明年春季接续建成 5000亩设施
蔬菜基地，同步建成 1 万亩大田蔬菜基
地，发展速度之快实属罕见。”开州区农
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寿光模式”
在开州大地发挥出强有力的引领效应，
预计到 2027年，开州将建成寿光标准蔬
菜基地 10万亩，按寿光蔬菜营销体系走
向全国、国际市场，丰富市民的菜篮子。

创新驱动再加力

近年来，开州在加快农业发展方式
转变上下功夫，大力发展绿色农业技
术，建强绿色标准体系，培育绿色经营
主体，实现从“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
转变，推动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以农业农村全域全链绿色发展为
引领，突出生态优势。”开州区农业农村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开州以筑牢“六大
绿色体系”为抓手，打造国家农业绿色
转型试验地、绿色制度创新标杆地、生
态价值转化新高地，全面推进全区农业
绿色发展。开州先后获批创建国家农
业现代化示范区、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

县、全国绿色食品高质高效试点区、国

际三峡柑橘产业集群等“国字号”平台

16项，农业绿色转型经验入选全国典型

案例。

在实践中，开州聚焦特色优势产

业，推广水稻淹水直播绿色高效种植、

生态鸡立体养殖、池塘“一改五化”、柑

橘林下植草等绿色技术 80 余项。实施

有机肥替代化肥、绿色防控技术 5 万

亩。开展“清洁田园”“总量减排”治理
行动，推进农作物秸秆肥料化、饲料化、
燃料化、基料化利用，走投入品减量化、
生产清洁化、废弃物资源化、产业模式
生态化发展道路。

因地制宜彰显开州山地特色，绿色
发展动力十足。绿色农业成为引领产
业振兴的便捷路径。

品牌效应再扩大

近段时间，竹溪镇竹溪村村民韦先
恩每天都会到田边查看再生稻长势，看
到一株株再生稻稻穗压弯了腰，他心里
甚是欣慰。

再过一个星期，开州 10万亩再生稻
将迎来一年丰收季。一地两产的再生稻
可以使有限的土地产出更多的粮食。开
州再生稻种植全面推广测土配方施肥、
病虫害绿色防控和统防统治技术，推进
节肥、节药、节水、节膜、省工，示范带动

“全区域”向绿色发展方式引领。
再生稻只是开州众多名优农产品

中的一个代表。开州在推进农产品加
工业绿色转型中，打造出特色水果、道
地中药材、绿色畜牧等百亿级产业集
群。围绕特色蔬菜、特色水果、道地中
药材、优质粮油、绿色畜禽、生态渔业、
生态茶叶等农产品，全面提升农产品附
加值，全年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同比增
长 10%以上。

今年，开州引进优良新品种 200 余
个，推广新技术、新模式 80 余项，主要
农作物良种覆盖率 100%。“开县春橙”

“开县锦橙”品牌价值分别达到 52.16亿
元、7.68 亿元。“开州再生稻”成为全市
区域公用品牌，“开州木香”成为全国首
个木香价格指数发布品牌。开州认证
绿色食品 3.67万亩 5.62万吨、地标农产
品 15万亩 12万吨。

“开州将继续以品质建设为抓手，在
壮大产业中聚要素、育品牌。建立健全
农业品牌保护机制，维护好区域公用品
牌，提升乡村产业竞争力，延长价值链，
增强品牌影响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
础。”开州区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说。

田野披锦绣 沃土绘新景
K 三江三里乡村振兴

建设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本报讯 (记者 程超）近日，
记者从区发展改革委获悉，今
年开州实施“五个一批”重大项
目 179 个，年度计划投资 137.96
亿元。重大项目建设发挥了激
活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和实现
稳定就业的积极作用。

在凤凰梁大桥建设施工现
场，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其间，
工人们在加紧施工。“桥梁桩基
全部完成，上部结构引桥现浇
箱梁完 95%，上部结构主桥挂篮
悬臂现浇段完成 66%，南岸道路
水稳层完成约 1300 米，南岸雨
水管网完成约 1300 米，南岸人
行道铺砖 3500 平方米，钢栈桥
和拌和站建设完工，施工便道
完成 4000 米。已累计完成总工
程量的 84%。”区发展改革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

凤凰梁大桥属于开州区环
汉丰湖文旅综合建设项目，计
划总投资 6.5 亿元，凤凰梁大桥
工程全长 4.55 公里，预计今年底
建成通车。

据介绍，开州正在积极推进
实施全国综合交通物流枢纽大
节点、区域性城镇组群大城市、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全市
重要绿色工业集聚区、大三峡大
秦巴结合部国际旅游度假区等
一 批 投 资 带 动 性 强 的 重 大 项
目。为保障项目加快建设，已争
取到位了地方政府专项债券资
金 45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补助
7.6 亿元，均创历史新高。今年
前三季度，开州完成投资 85.52
亿元，已达序时进度 94%，全区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排名全市前
列。开州大桥、马扎营水库、高
桥初中、80 万吨沥青、玻璃纤维
制品等 15个项目完工或投产。

重大项目建设如同“超级引
擎”，不仅是稳投资、促增长的

“压舱石”，更是加速推进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心剂”。随
着一个个重大项目相继建成投
运，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基
础设施条件大为改善，开州大地
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开州有序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排名全市前列

K 争分夺秒推进“五个一批”

临江镇福德村智慧果园蔬果飘香。（本报资料图片）

能耗降下去

今年6月，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
三生产车间进行了智能改造升级。如今，车
间里不再有嘈杂的机械轰鸣声，操作人员只
需轻点触屏，上胶、热压成形等智能生产线就
有序运转，一件件产品从生产线上输出。

“智能化程度越高，生产成本越低，产品
质量越好。”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工程
研发技术部经理廖浩介绍，现在生产能耗大
幅下降，企业效益直线上升，预计将新增年产
值6亿元。

今年，开州组织重庆千能实业有限公司、

重庆绿能新能源有限公司等 4家企业申报市

级企业技术中心。开州市级企业技术中心达
到13家，中小企业技术研发中心达到38家。

今年，开州出台了《开州区推动数字经济
系统建设实施方案》，按照“数字生产线→数
字化车间→智能工厂→示范工厂”梯次培育
路径，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赋能，建
成数字生产线 155 条、数字化车间 5 个，数字
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31.5%。

开州把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落实在具
体行动中，有效推进企业绿色化转型，组织重
庆开洲九鼎牧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天
致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开洲食品有限
公司、重庆嘉萱食品有限公司等4家企业创建
节水型企业，开州浦里新区获批重庆市近零
碳园区试点园区。

绿色新引擎

开 州 顺 应 绿 色 发 展 趋 势 ，主 动 对 接
“33618”全市现代制造业集群，因地制宜、迭
代升级培育“1234”开州现代制造业体系，倾
力打造支撑强、产业优、智能足、亩产高的三
峡库区“智造重镇”。

目前，开州区电子元器件产业集群获批
重庆市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开州浦里新区获重
庆市首批承接产业转移示

范园区（绿色建材、电子信息），新增重庆市
中小企业公共服务示范平台 1家，临江镇、温
泉镇分别获批重庆市智能家居产业、绿色建
材产业中小企业集聚区。

开州在特色、绿色、优质方面下功夫，加
快构建分工更加明晰、配套更加高效、特色更
加突出的“一区三组团”空间格局。今年新引
进 39个工业招商引资项目，全部布局开州浦
里新区，园区集中度达到90.1%。

效益提起来

重庆市加鼎盛科技有限公司在实施智
能改造升级后，由以前的每秒下线 12 件产
品提升到了 23 件，企业产量得以成倍增加。

截至目前，在开州，像重庆市加鼎盛科
技有限公司一样实施智能改造升级后投产
的企业已达 17 家。开州共新引进城市央厨
智慧港等 44 个工业项目，新开工奔迹管业
等 17 个项目。工业投资达 39.52 亿元，同比
增长 14.5%，保持持续增长态势。新增企业
升规 1 家，20 余家企业纳入拟升规项目储备
库。

发展势头如何，数据是最直接、最直观
的体现。上扬的数据和曲线，折射出开州
工业经济质效双提升的高质量发展态势。

今年 1—8月，开州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
技术产业分别实现规模产值 22.6 亿元、27.8
亿元，占规模工业的比重 12.4%、15.2%，占比
较2022年分别提升2.4、1.2个百分点。

今年，开州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32家，
总量达到74家，与万州并列“两群”第一；重庆
海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获得国家级专精特新
小巨人称号，开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总数达3家。

奋楫争先立潮头，乘势扬帆开新局。开
州将继续坚持高端化引领、智能化驱动、绿色
化转型，奋力谱写“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新
开州新篇章。

建设全市重要绿色工业集聚区

重庆德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覆
铜板制造及应用技术实验室被认定为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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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开州新增市级专精特新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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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公布了
《2023年市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名单》，重
庆海通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重庆市欧华陶
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等两家开州企业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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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大抓工业大抓招商

开州工业经济蓬勃发展

蹄疾步稳支撑“四梁八柱” 突出重围实现“弯道超车”
本报记者 谢国邦

蓝天白天之下，清澈的浦里河平缓地流
过开州浦里新区。深秋的开州，蓝天白云、
绿意葱茏。一幢幢现代化工业厂房拔地而
起，一张张生产订单如雪片般飞来，一条条
生产线开足马力夜以继日地赶工，一车车产
品陆续从园区发往全国各地……一幅幅工
业经济蓬勃发展的恢宏画卷正在帅乡大地
徐徐展开。

坚持绿色发展，开州浦里新区捷报频
传。近日，重庆市经济信息委公布了《2023年
市级绿色制造体系示范名单》，其中绿色园区

8个，绿色工厂80家。重庆海通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重庆市欧华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等两家开州企业获评绿色工厂。重庆德凯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高性能覆铜板制造及应用
技术实验室被认定为2023年度重庆工业和
信息化重点实验室。

坚持走绿色智能高端之路，在帅乡大
地已蔚然成风。开州区委、区政府始终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持续推进全市重要
绿色工业集聚区建设，为加快建设“一极两
大三区”现代化新开州贡献工业力量。

本报讯（记者 谢国邦）近
日，经营通讯器材的谭先生需临
时占用人行道，他在手机上通过

“开心办”APP 就顺利完成了申
请，这省去了他到开州区政务服
务中心现场申请的麻烦。

记者获悉，“开心办”是开
州去年 4 月全新升级打造的政
务服务平台，采用“线上+线下”
O2O 模式，线上推出政务微信、

“开心办”APP、VR 场景导航等，
线下建设智能化大厅、自助终
端、智能审批应用等，实现群众
办事便捷化、政务服务精准化。

据了解，近年来，开州把数
字重庆建设作为“一把手”工程
抓紧抓实，放大“一子落满盘
活、牵一发动全身”的数字效
应，聚焦“五个一批”主抓手，推
动数字重庆建设在开州加力提
速、积厚成势。开州在经济发
展、政务服务、城市管理等 10 多
个领域初步实现“一键一屏一
网”统管目标，在重庆 38 个区县
中跻身前列，筑牢了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底座。

目前，开州已建成数字化城
市管理、区级应急指挥调度、智
慧工地、智慧消防、停车运营监
控、城市公交运行管理和摩托
车电动车 RFID 系统等一批特
色应用，围绕基层应急、防汛抗
旱、交通、森林防火等领域有序
推进一批应用场景建设，城市
运行“一网统管”格局初步形
成 。 优 化 利 企 便 民 数 字 化 服
务，网上办事项占比 96.37%，一
次办事项占比 99.85%，全程网
办事项占比 81.27%。

“我们在工程建设、开办企
业等 8 个分领域综合办事大厅
设置综合窗口，实现‘一站服
务、一窗受理、一次办结’；在民
生事务大厅将民政、教育等 19
个行业部门近 500 个事项纳入

‘一窗综办 ’，已办件 1.5 万余
件。”开州区政务服务管理办有
关负责人介绍，开州深化“川渝
通办”“跨省通办”，采取全程网
办 等 方 式 办 理 事 项 6.3 万 余
件。推出“一件事一次办”套餐
68 个，办件近 1.2万件。

开州推进数字重庆建设“慧”及百姓
全程网办事项6.3万余件

本报讯（记者 陈永松）深
秋时节，开州 10 万亩再生稻即
将迎来收割期，田间地头已是
金灿灿的一片，沉甸甸的稻穗
将稻秆儿压弯了腰，呈现一片
丰收景象。

竹溪镇平溪村是我区的再
生稻生产核心示范区之一，再
过一个星期，这里的再生稻将
迎来收割期。再生稻是由头季
水稻收割后，利用稻桩重新发
苗长穗，即一次种植可以收获
两季，不需要再犁田、播种、插
秧，极大地节省了成本。“3 月播
种，4 月栽插，头季稻生长期 130
天左右，亩产可达 650 公斤，头
季稻收割后，仅隔 60 多天又可
以收第二季，头季稻加再生稻，
整个生长期只有 190 多天，两季
亩产相加可以达到 1000 公斤以
上。”开州区农业发展服务中心
粮油服务站站长王开周介绍。

开州地处长江上游、三峡腹

心、秦巴腹地，水质优良、日照
充足、土地肥沃，为种植优质再
生 稻 造 就 了 良 好 环 境 。 近 年
来，开州依托国家水稻产业技
术体系、重庆市粮食产业技术
体系创新团队、市科技特派团、
开州再生稻科特试验站和科创
示范园等，开展再生稻品种筛
选、优化施肥等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通过单产提升攻关“百
千万”示范行动等项目，制定了
再生稻质量技术规范标准，让
种植户掌握了更加科学的种粮
方法，再生稻亩产稳定提升。

近年来，开州再生稻三次创同
纬度单产世界纪录。其中，2021
年，高产片再生稻首次单产突破
600公斤，双季突破 1300公斤，实
现“一稻双收”和“吨粮田”目标。

据了解，今年，开州在竹溪、中
和、南雅、岳溪等11个乡镇。蓄留
再生稻面积达10万亩，有望再创世
界同纬度单产新高。

开州10万亩再生稻丰收在即
有望再创世界同纬度单产新高

▲▲

（上接1版）
廉洁自律是道德操守，也是

人生智慧。近年来，迎宾社区
探索打造“13512”工作路径，建
立“社区党组织+辖区单位+楼
院”的廉洁网格，高质量推动清
廉文化进社区入网格，把社区
文化和廉洁文化相融合，持续
擦亮社区清廉底色，拉近“廉政
文化”与社区群众的距离，让清
廉理念根植人心。聚焦群众关
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落实
重点监督事项，分类分层建立
台账，构建多元载体、多彩活
动、多方发力的“清风矩阵”，推
动形成从社区到家庭、从党员
到 群 众 的 廉 洁 文 化 宣 传 教 育

“网格”，让党的好政策快速精
准落地。

办好开州的事，关键在党、
关键在人。近年来，开州区创
新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机制，切实把基层党员组织
起来、基层人才凝聚起来、基层
群众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党的
群众工作优势和党员先锋模范
作用，引领“治理优”、驱动“发
展强”、实现“生活美”。云枫街
道“131”社区治理提升了群众
的幸福感，正安街道“点心工作
法”蹚出了基层治理新路子，丰
乐街道黄陵村“五事工作法”实
现了由“闹心村”到“舒心村”的
转变，汉丰街道凤凰社区“三网
同台”“五元共治”满足了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建+
网格”治理有效、百花齐放，成
为三江三里最美的红色风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