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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视点

聚焦重点项目建设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聚焦江津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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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

今日 多云间晴 温度 12℃~23℃ 微风

昨日空气质量 良 II级
明日 晴间多云 温度 12℃~24℃ 微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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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融媒体中心出版

记者 龙春梅 陆海银 通讯员 蒋娟

9 月 29 日，由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
展司举办的农业产业强镇建设项目线上培
训班在崇农云讲堂线上平台进行。作为此
次全国镇级农业产业强镇建设典型经验交
流的 3 个镇 （乡） 之一，先锋镇镇长曾祥
敏紧扣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主题，作了专
题经验交流汇报。

全国 3 个镇做经验交流，凭啥有江津
先锋？

江津，是全国花椒之乡。先锋镇，是
江 津 “ 九 叶 青 花 椒 ” 发 源 地 。 2018 年 8
月，先锋镇上榜由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
布的农业产业强镇示范建设名单。全镇上
下以此为契机，紧扣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主题，初步走出了一条“以产强镇、产镇
融合”的三农新发展之路，示范创建成效
显现。

做大做强主导产业
花椒“先锋”名副其实

近日，记者走进先锋镇，目睹了该镇
培育花椒产业、富裕乡村的崭新面貌：建
成全国最大的 12 万亩青花椒基地，年产鲜
椒 10 万 吨 ， 年 收 入 逾 10 亿 元 的 乡 村 新
貌 ……透过一组组令人惊喜的数字，让人
不禁感叹花椒“先锋”名副其实。

产业振兴，梦在远方，路在脚下。任
何农产品的品牌之路，都不是一蹴而就。

先锋花椒亦如此。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先锋镇便已有
农户开始规模种植九叶青花
椒，90 年代中期达到近万亩
规模，先锋花椒已走过 40 多

年历程。
在此期间，一代代先锋椒农和先锋政

府的党员干部用勤劳和汗水、智慧和坚
持，铸就了先锋花椒的品牌传奇：获得

“九叶青花椒矮化丰产技术”国家发明专
利，实现增产比例达 35.87%，鲜花椒产出
率提高 15.47%，花椒树龄延长 5 年以上，
丰产期 20 年以上；建成全国最大的青花椒
种植基地，种植面积 12 万亩，鲜椒产量达
10 万吨，收入逾 10 亿元；获评“中国花椒
之乡”“九叶青花椒原产地保护”“全国科
普示范基地”。

近年来，九叶青花椒作为先锋镇主导
产业，种植面积不断壮大，到 2019 年已有
12.8 万亩，占先锋镇国土面积的 67%，是先
锋镇第一支柱产业。

主 导 产 业 做 大 做 强 ， 带 动 产 值 节 节
高。据相关数据显示，2018 年，先锋镇农
业总产值 8.78 亿元，其中花椒产业产值
4.71 亿 元 ，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53.64% ； 2019
年，农业总产值 9.82 亿元，其中花椒产业

产 值 5.76 亿 元 ， 占 农 业 总 产 值 58.65% 。
2019 年主导产业产值占比比 2018 年占比增
加 5.01%。2020 年 5 月 10 日，中国品牌建设
促进会评价“江津花椒”品牌强度为 836，
品牌价值为59.35亿元。

借助品牌效应，先锋花椒的知名度不
断提高，不仅吸引了更多的消费者，也有
效吸引了广大社会主体积极参与该镇的强
镇建设。近年来，先锋镇积极撬动社会资
本，盘活农村资源，吸引金融及社会工商
资本共计 3005.89 万元，投入达到本项目最
初财政补助资金1000 万元的3倍以上。

同时，先锋镇还围绕花椒主导产业，
以花椒产业提质增效为重点，以农村人居
环境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加强组织和人才
队伍建设，在项目区域内连续投入乡村振
兴人居环境示范整治资金 1000 万元、交通
公路建设资金 2849.22 万元、土地整治项目
资金 1420.5 万元、农业产业项目补助资金
246.35万元……

产业强镇，撬活社会资本，做实做活

了一个个项目，如今村民的钱袋子也跟着
鼓起来，先锋镇的乡村振兴道路越走越宽。

做深做全产业融合
镇域经济明显提升

市场竞争，不进则退。为了推动产业
振兴，近年来，先锋镇深度培育融合主体
与融合品牌，全面推广智慧农业，通过做
深做全产业融合“文章”，明显提升了镇域
经济。

在融合主体方面，先锋镇积极培育家
庭农场、专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
体，不断壮大产业融合主体。目前，该镇
有家庭农场 30 家、专业合作社 42 家、市级
龙头企业 1 家、区级龙头企业 17 家，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呈逐年上涨趋势。2019 年，
该镇引进和发展农产品加工企业 24 家，家
庭农场、合作社、农产品加工业主数量新
增290 个。 （下转第二版）

“以产强镇、产镇融合”的先锋路径
——蹲点看产业发展如何助力乡村振兴

会龙庄、石笋山云雾坪
成功创建 4A 级景区
我区国家4A级景区增至4家

本报讯 （记者 黄娅秋） 昨日，记者从区文化旅
游委获悉，江津会龙庄景区和重庆石笋山景区 （原
江津云雾坪景区） 经重庆市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
委员会评定，同时成功创建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至此，我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增至 4 家，A
级旅游景区达15家，A级景区数量居重庆前列。

江津会龙庄享有“西南第一庄”的美誉，是一组
保护完好的多院落组合的合院式古建筑，在功用上
集民居、宗祠、防御于一体，属清代川东地区典型
的城堡式庄园建筑，满园亭台楼阁皆是雕梁画柱、
绘彩描金。庄园规模宏大，占地 2.1 万平方米，给人
以森严威凛之感，现存一大一小两座碉楼、16 座院
落和 18 口天井、202 个屋舍、308 道门、899 个窗户，
错落有致地镶嵌其中。

云雾坪是石笋山的核心景区，面积 10 平方公
里。山坪上常年云雾缭绕，所以称云雾坪，又称云
雾古城、云雾古寨。云雾坪四面悬崖，地形险要，
其下的长江渡口是渝川黔的水陆交通要津。该景区
常年青峦叠翠，山涧清泉湖泊与绿荫相映生辉，美
不胜收，还有茶园、有机红心猕猴桃示范园等特色
园区供游客体验采摘乐趣，是休闲旅游及自驾游的
好去处。

“在市文化旅游委发布的公告中，全市有 6 家景
区成功创建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而江津区是唯
一一个有 2 家景区同时被评定为国家 AAAA 级旅游景
区的区县。”区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这两家景区将完善配套设施建设，给游客提供
更舒适的游玩体验。

本报讯（记者 董志慧 张文佳 实习记
者 杨唯露）日前，记者在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江津段看见，一批预应力钢筋混凝土
简支T梁正在进行吊装作业。这是中铁十
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公司江津制梁场预
制的第 550 片 T 梁，为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建设顺利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据悉，中铁十五局集团路桥建设有限
公司江津制梁场是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项
目长江南段最大的预制梁场，所生产的预
制T梁全长32.6米，高2.64米，重140吨，
其制作需要经过钢筋加工、钢筋绑扎、模
型安装、混凝土施工等十几道工序，成品
梁精度要求在两毫米范围内。这些预制T
梁将用于东环线项目桥梁架设，是项目建
设所必需的重要构筑物。

“为保证预制T梁生产进度，建设者们
克服天气、疫情等影响，在严格控制成品
梁质量的同时，昼夜赶工，抢抓进度，目
前预制的简支T梁生产已突破550片。”江
津制梁场质检室主任殷杰向记者介绍。下
一步，他们将继续加强施工工艺控制和现
场管理，力争明年4月前突破1600片预制
梁任务大关，保证整个东环线的施工进度。

截至目前，位于江津境内的重庆铁
路东环线南段已全面完成桥梁架设，为
通车运行打下了坚实基础。该段通车
后，将串联起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
庆东站等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和江北国际
机场综合枢纽，为沿线地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强大助力。

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江津段制梁突破550片

保障东环线建设施工进度

工人正在进行吊装作业 记者 贺奎 摄

重庆珞璜污泥处置中心建成投产

缓解周边污泥处置压力
本报讯 （记者 廖洋 廖秋平 实习记者 陈翔宇

杨唯露 通讯员 蔡伟 谭瑶）日前，我区重点项目——
重庆珞璜污泥处置中心顺利建成投产。

重庆珞璜污泥处置中心项目由重庆水务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和华能重庆珞璜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合资建
设，被国家能源局和生态环境部列为燃煤耦合污泥
发电技改试点项目，是西南地区唯一同类项目。该
项目污泥处置总设计规模 1800 吨/天，占地面积 50
亩，计划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污泥处置规模 600
吨/天，即将建成投用，将缓解重庆中心城区及周边
区域污泥处置压力。

“重庆珞璜污泥处置中心通过热干化工艺，把废
弃污泥变为生物燃料运至电厂进行焚烧发电，提升
污泥处置能力的同时‘变废为宝’。”重庆珞璜污泥
处置中心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污泥处置全程密
闭、干化焚烧，干化过程产生的高浓度废气实现污
染物“零”排放，低浓度废气经生物滤池处理后达
标排放；废水通过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达标后，再
排 入 珞 璜 工 业
园污水处理厂。

本报讯 （记者 马明华 袁华） 10
月 21 日，长寿之乡绿色发展区域合作
联盟 （以下简称“联盟”） 第一届理
事会第五次 （扩大） 会议暨“长寿之
乡与健康产业”（江津） 高峰论坛在津
开幕。区委副书记、区长毛平出席开
幕式并致辞。

联盟名誉理事长徐鸿道，联盟理
事长、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
究所研究员王五一，重庆市卫生健康
委副主任蒋志强，联盟副理事长、联
盟专家委员会主任、中国老年学和老
年医学学会副会长姚远，联盟执行理
事长、丽水市副市长卢彩柳出席开幕

式。中国工程院院士樊代明、中国女
排前主教练邓若曾应邀出席开幕式。
联盟副理事长、赤水市副市长郑玉兰
主持开幕式。

江津是聂荣臻元帅的故乡，是全
国幅员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百岁老
人分布最均匀的“中国长寿之乡”，也
是重庆唯一获评的“中国长寿之乡”，
全区百岁老人 179 人，中硒水平以上土
壤占 90.2%。近年来，全区上下深入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重要指示精神，全面
落实健康中国战略，全力推进健康江津
建设，人民健康水平大幅提升，成功获

评“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区”“中国生态
硒城”“中国富硒美食之乡”。

开 幕 式 上 ， 来 自 全 国 18 个 省
（市、自治区） 48 个县 （市、区） 的
中国长寿之乡代表、绿色产业专家学
者、媒体记者及相关企业负责人近 300
人交流互鉴，共谋健康产业发展，携
手打响“中国长寿之乡”品牌。联盟
还公布了“健康中国我代言——中国
长寿之乡百位健康百岁老人”获奖名
单，并为“2019 中国长寿之乡品牌建
设十大亮点工作单位”“第四批中国长
寿之乡特色服务业示范城市、乡情体
验基地、康养示范基地、乡贤人物、

养生名优产品”以及“2019 年度联盟
工作积极分子”颁发证书和授牌。

当天，联盟还召开了第一届理事
会第五次 （扩大） 会议，听取并审议
通过了联盟理事会工作报告，联盟理
事会人员调整及加盟扩员报告，联盟
财务报告等事项。中国工程院院士樊
代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
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北京大学
教授王红漫、浙江省民政事业发展促
进会常务副会长王先益等多名专家和
部分长寿之乡政府代表还在“长寿之
乡与健康产业”（江津） 高峰论坛进行
了交流发言。

联盟副理事长、副区长熊伟，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溧阳市副市长翟胜丞，联
盟副理事长单位威海市文登区政协副主
席黄梅花，联盟副理事长、广西老年学
学会副会长钟成林，联盟秘书长、丽水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吴郁郁参加活动。

寿乡联盟理事会（扩大）会议暨高峰论坛在津开幕

共谋健康产业发展 携手打响寿乡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