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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新闻

日前，在贾嗣镇民福村，菜农陶发平正在田里查
看卷心菜长势和病虫害情况，他种了 3 亩卷心菜，预
计产量超 3 万斤。当前正是秋播秋种的大好时节，为
调动农民发展产业的积极性，贾嗣镇大力推广粮油作
物和蔬菜种植，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做好技术指
导，为粮油作物和蔬菜增产增收保驾护航。据悉，贾嗣
镇 2022 年计划秋种面积 1.2 万余亩，其中，油菜 6000
亩、土豆 800 亩、再生稻 1100 亩，萝卜、白菜等秋菜
4300 余亩。目前，该镇秋播秋种各项工作正有序推
进，大白菜等早秋蔬菜正陆续上市。通讯员 代华 摄

贾嗣镇秋播有序推进
预计播种面积1.2万余亩

责编 周杭 编审 肖彦

““我为同城化发展作贡献我为同城化发展作贡献””实践活动微访谈实践活动微访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加快建
设交通强国。区交通局党委
认真学习领会党的二十大精
神，努力构建安全、便捷、
高效、绿色、经济的现代化
综 合 交 通 体 系 ， 深 入 开 展

“ 我 为 同 城 化 发 展 作 贡 献 ”
实践活动，为江津区高质量
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贡献
交通力量。

注重交通先行，勇当江
津发展“开路人”。充分发
挥党建引领作用，深入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立足交通为民，
助推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
聚力建设现代化高质量综合

立体交通网络，持续推进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完善“三
环 五 射 多 联 ” 公 路 路 网 体
系。有序推进合璧津、江泸
北线、渝赤叙、永津高速公
路建设，推进 S549 双宝至合
璧津高速龙华下道口、省道
S547 石门至滩盘段建设，启
动国道 G353 白沙至合江段升
级改造工程。着力构建“七
干线两枢纽”水公铁立体交
通网络，加快推进枢纽东环
线、渝昆高铁、成渝铁路改
造等铁路项目建设，推进珞
璜水公铁综合枢纽、江津北
综合枢纽建设。

注重交通惠民，甘当为
民服务“孺子牛”。牢固树

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的根本宗旨，切实帮助人民群
众解决“出行难”问题。全面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促
进交通建设与农村地区资源开
发、产业发展有机融合，有序
实施 100 公里农村公路和 120
公里农村公路安防工程年度建
设任务。构建便捷顺畅的城市
交通网，结合江跳线开通和群
众出行需求，适时新增开行和
优化调整公交线路。扎实开展
运输行业专项整治，严厉打击
道路运输违法行为，构建安
全、畅通、和谐 、 有 序 的 道
路交通环境。

注重交通担当，争当安
全抗疫“先锋军”。聚焦交

通行业重点领域，以“专项
整治三年行动”为目标，以

“ 十 五 条 硬 措 施 ” 为 抓 手 ，
以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为主
线，确保全区交通运输行业
安全稳定。把常态防控与日
常工作机制有机结合，督促
指导运输企业和客运站场落
实疫情防控措施。准确把握
疫情防控政策要求，扎实抓
好高速路下道口及与四川、
贵州相邻国省道等点位核酸
检测服务相关工作。统筹调
配应急运输保障运力，牵头
组织市外重点地区来津返津
人员的闭环转运工作；全力
保障区内重点人员闭环转运
和核酸样本运输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要推进高
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建设贸
易强国。区商务委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坚持
党建引领，积极开展“我为
同城化发展作贡献”实践活
动，主动担起推动全区开放
及商贸高质量发展重任，全
面增强高质量发展动能。

激活“强引擎”，全面
增强对外开放动能。 坚 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为 指 导 ， 紧 紧
围 绕 新 时 代 党 的 建 设 总 要
求 ， 聚 焦 主 责 主 业 ， 以 高
质 量 党 建 助 推 商 务 工 作 高
质量发展。以建设内陆开放

前沿和陆港型综合物流基地
为统揽，推动西部陆海新通
道、中欧班列、中老铁路、
长江黄金水道等项目走深走
实 ， 持 续 做 好 “ 通 道 带 物
流、物流带经贸、经贸带产
业 ” 大 文 章 。 丰 富 外 贸 业
态，年服务贸易额突破 2 亿
美元，获批重庆市承接加工
贸易梯度转移示范区及全国
深 化 服 务 贸 易 创 新 发 展 试
点。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抢抓 RCEP 机
遇，深耕东盟市场，推进投
资合作与贸易往来，高水平
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跑出“加速度”，全面增
强商贸消费动能。蹄疾步稳

推进区域性消费中心城市建
设，以满足消费升级和赋能
产业转型为发力点，建设特
色商圈、做活“首店经济”、
升级“夜间经济”，双福米兰
小镇获评 2021 年度重庆 10 强
新地标，吾悦广场获评重庆
国际消费标志性商圈，不断
点燃消费新增长点。江津区
入选重庆市唯一国家首批商
品市场优化升级专项行动试
点城市，专业市场年流通额
突破 750 亿元，打造“特色、
品牌、差异化”专业市场集
群。全市首家阿里巴巴 1688
重庆直播基地落户江津，珞
璜镇被评为全国淘宝镇，“电
商经济”蓬勃发展。

营造“软环境”，全面增
强企业发展动能。坚定不移
优 化 商 务 营 商 环 境 、 提 升
服务效能，用足用好各级优
惠政策，出台助企措施，落
实资金保障，及时兑现高质
量激励政策资金，带动全区
服务业企业恢复发展。营造
亲商助企“好势头”，深化

“千人服千企”、落实企业联
系制度，压实企业防疫主体
责 任 、 开 展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 搭 建 政 企 沟 通 平 台 、
发 挥 桥 梁 纽 带 作 用 ， 为 企
业 提 供 一 站 式 服 务 ， 有 效
激 发 市 场 主 体 活 力 ， 为 全
区 开 放 及 商 贸 经 济 高 质 量
发展添翼赋能。

凝聚交通力量 助推江津区同城化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袁华 通讯
员 赵菲 周其宣 饶邦清） 昨
日，在石蟆镇感益村，农技人
员正忙着对再生稻进行测产。
与此同时，石蟆镇的再生稻迎
来收割季，在金黄色的稻田
里，种粮户们加紧收割，处处
洋溢着丰收的景象。

“受前段时间极端高温干旱
天气影响，我们非常担心再生稻
收成。”感益村党委书记沈怀平
说。好在农技人员时常上门指
导村民抓好再生稻田间管理，一
定程度上减少了农户的损失。

石蟆镇农业服务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今年虽受持续高
温干旱影响，由于管护及时，

对再生稻收成影响较小。在石
蟆镇感益村，成片的再生稻长
势喜人，一派丰收景象。据介
绍，目前感益村 5 社再生稻种
植面积 300 余亩。“经过农技专
家在感益村高标准农田示范片
进行的现场测产，最高亩产可
达到 290 公斤。”石蟆镇农业服
务中心农技专家饶邦清说。

“我们重点做好再生稻后
期管理等技术把关，做好追肥
以及强化病、虫、草害防治等
措施。”石蟆农技站负责人介
绍，伴随着天气逐渐好转，石
蟆镇广泛动员农户利用有利天
气，抢抓黄金窗口期，重点示
范区域则由专人蹲点指导，确

保再生稻颗粒归仓。
围绕水稻生产“扩面、增

量、提质”这一要求，近年
来，石蟆镇通过政策引导扶
持、科技服务助力，持续扩大
再生稻种植规模，保障粮食安
全。2022 年，石蟆镇再生稻蓄
留面积达 2.2 万亩，其中有收
面积 1 万亩以上，预计 10 月底
将全面完成收割。

与此同时，今年石蟆镇建
设了江津区 2022 年粮食单产攻
关及品质提升百千万示范项
目，进一步推动再生稻产业发
展再上新台阶，让其成为助力
农民增收、保障粮食安全的特
色产业。

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

石蟆镇1万余亩再生稻喜获丰收

农技人员正在采集再生稻测试样本 石蟆镇供图

通讯员 鄢伦

篾匠是我国一门古老的职业，最重要的基本功就是
把一根完整的竹子用刀划成各种各样的篾，然后用大小
不同的竹篾编制成各式各样的竹篾制品，作为日常生活
用品，节约又环保。这也是我国农村的一门老手艺。

曾几何时，随着塑料制品的出现，竹篾制品几
乎被淘汰。篾匠及老手艺也几乎失传。

近年来，随着人们环保意识增强，竹篾制品又
逐渐有了一定的市场。现在篾制工艺品也受到人们
的欢迎。篾匠的老手艺又慢慢有了新市场。

日前，笔者在慈云镇认识了一位编织竹篾制品
近 60 年的老篾匠，当地的人们都称他“王篾匠”，
他就是年满 76 岁的王忠元。

王忠元是从白沙镇鹅公场搬到慈云镇场的居
民。他编竹篾制品的手艺是跟着他的父辈学的。王
忠元年轻的时候编竹篾制品主要是供自家或亲戚使
用。6 年前，他家在慈云镇场上买了一间 40 平方米
左右的底楼门市，做点生意。

“王篾匠”就用自己的老手艺编各种各样的竹
篾制品来卖。每年仅此一项可以收入上万元。另
外，他再卖点自己扎的高粱扫帚和其他现成的竹制
品，每年能收入近 4 万元。

老手艺富了“王篾匠”

篾匠王忠元在自家门口编竹篾制品 通讯员 鄢伦 摄

严格落实管控措施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本报讯 （记者 郑江黎 周邦宁） 10 月 18 日，区
委常委、副区长、西北片区疫情防控前线指挥部指
挥长李勇主持召开调度工作会议，对江津西北片区
疫情防控形势进行分析研判，并就下一步工作进行
安排部署。副区长、前线指挥部副指挥长杨玉书参
加会议。

会上，西北片区 6 个镇街主要负责人及各工作组
通报了疫情防控有关工作进度和下一步工作计划。

李勇指出，当前，西北片区疫情防控处在最紧
要、最吃紧的关键时期，各相关镇街、各工作组成
员单位务必要清醒认识当前严峻复杂的形势，按照
区疫情防控指挥部“防外溢、防扩散、控增量、快
溯源、早清零”的防控要求，有效处置突发疫情，
尽最大努力、用最短时间扑灭疫情燃点。

李勇强调，要严格落实高风险区“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管控措施，最大限度减少人员流动，确保
管控工作落实到位；要全力做好全员核酸采样组织
动员工作，全面提高全员核酸检测质量，全力以赴
提高核酸检测效率，确保应检尽检、不落一户、不
漏一人；要严格按照社区排查要求做实做细社区排
查管控工作，务必做到及时排、及时管、不漏排、
不漏管；要全力统筹好基层防控人员，充分发挥村
社干部、网格长作用，切实将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落
实落细落到位；要注重人性化服务，把规范管控和
人性化服务相结合，妥善做好群众的生活服务保障
工作。

会前，李勇、杨玉书分别前往德感、吴滩等镇街
部分点位开展督导交通卡口防控、社区管控、核酸
检测等防疫工作。

（上接第一版） 成 为 中 国 国
雅文化的代表，在国内外掀
起一股梅酒的消费热潮。

3 年 间 ， 江 津 区 不 断 推
进 推 动 互 联 网 、 大 数 据 、
人 工 智 能 、 绿 色 制 造 等 新
一 代 产 业 发 展 大 势 与 传 统
消 费 品 工 业 融 合 发 展 ， 开
展 智 能 化 改 造 的 企 业 数 累
计 达 到 70 余 户 ， 建 成 玖 龙
纸 业 、 益 海 嘉 里 等 智 能 工
厂 6 个 ， 华 茂 纸 业 、桥 头 食
品 等 数 字 化 车 间 28 个 ，益 海
嘉 里 、广 州 双 桥 等 国 家 级 绿
色 工 厂 3 家 ，中 粮 粮 油 、隐 涵
食 品 等 市 级 绿 色 工 厂 7 家 ，
认 证 了 绿 色 食 品 184 件 、有
机 产 品 61 件 、富 硒 产 品 83
件。

同 时 ， 江 津 区 联 合 重 庆
移动建设了工业互联网标识
解析综合型二级节点消费品
行业 （江津） 运营中心，也
是成渝地区首个针对消费品
行业提供标识解析服务的运
营中心。

五大基地建设释放
集群效应

今 年 6 月 ， 珞 璜 临 港 产
业城首届“智能家居日”活
动 开 幕 ， 吸 引 了 杜 拉 维 特 、
敏华家具、顾家家居等近 20
家知名家居企业参与，包含
近 100 个 知 名 品 牌 的 1000 余
种品质商品。这是江津区新
兴智能及高端消费品示范基
地 近 期 交 出 的 亮 眼 成 绩 单 ，
也是江津区打造五大示范基
地 ， 释 放 集 群 效 应 的 缩 影 。
该 基 地 已 集 聚 敏 华 、 顾 家 、
德 立 菲 Duravit 等 115 家 消 费
品工业企业，其中家居行业
企 业 85 家 ， 正 在 打 造 珞 璜
智能家居产业园。

品 牌 强 ， 才 有 竞 争 力 。
通 过 3 年 的 不 断 建 设 ， 江 津
区粮油食品实现规模工业产
值 近 100 亿 元 ， 集 聚 多 家

“中国品牌 500 强”和“中国
驰 名 商 标 ”， 已 形 成 以 益 海
嘉里为龙头的全市最大的粮

油食品加工基地，不断巩固
国家新型工业化食品 （粮油
加 工） 产 业 示 范 基 地 这 块

“金字招牌”。
同 时 ， 江 津 区 还 在 全 力

打造西南最大的清香型白酒
示范基地、西南纸制品产业
链集群发展示范基地和西南
农产品加工示范基地，呈现
出五大示范基地建设齐头并
进、欣欣向荣的态势。

力争 2025 年建成千
亿级消费品工业大区

“ 到 2025 年 ， 全 区 消 费
品 产 业 工 业 产 值 达 1000 亿
元 ， 其 中 规 上 产 值 达 800 亿
元 ， 年 均 增 速 18% ， 占 全 区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
达 40% 。” 江 津 区 相 关 负 责
人表示。

《 江 津 区 消 费 品 工 业
“ 十 四 五 ” 发 展 规 划》 明 确
了 消 费 品 工 业 重 点 发 展 方
向 ， 包 括 粮 油 食 品 ， 酒 类 ，

纸 制 品 ， 农 产 品 加 工 ， 智
能、高端和健康消费品五个
方面，确定了粮油制品，食
品制造，白酒，果酒等其他
酒类，造纸及包装，花椒精
深加工，畜禽、蛋类和果蔬
茶加工，陶瓷卫浴，塑料制
品 ， 玻 璃 制 品 ， 特 色 家 居 ，
其他智能及高端消费品，健
康 消 费 品 13 个 细 分 领 域 及
相关重点项目。

同 时 ， 提 出 七 大 主 要 任
务—— 即 坚 持 科 技 强 企 ， 推
动 大 创 新 ； 实 施 补 链 强 链 ，
打 造 大 集 群 ； 扩 大 产 品 影
响，创建大品牌；聚焦绿色
智能，促进大转型；强化质
量安全，助力大健康；深化
区域合作，实现大开放；联
动一三产业，建设大市场。

今 年 年 初 召 开 的 江 津 区
工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大 会 指 出 ，
未来几年，江津将实施工业
转型升级推动存量企业“五
大倍增”行动，特别是优化营
商环境，落实联系服务企业工

作机制，帮助企业解决用地、
融资人才、上市等重点问题，
在粮油食品、酒水、绿色包装
等产业链发力，强链补链延
链，努力培育一批十亿级、五
十亿级及以上带动能力强、辐
射面广的消费品工业领军企业。

该负责人表示，江津区将
在圆满完成三年行动目标任务
的基础上，牢牢夯实基础，坚
持工业强区不动摇，把先进制
造业作为发展实体经济的主战
场，将构建融合成渝地区消费
资源的集聚地，建设全市消费
品工业高质量集聚发展示范
区作为定位，围绕各相关平
台和载体特色资源和产业优
势，升级壮大消费品产业集
群，着眼于展望既定的远期
目标，将消费品工业作为全
区第一支柱产业持续发力、再
下功夫，力争早日实现千亿级
产业发展目标。

唐楸 程雅琦 黄梅
（原载于《重庆日报》2022

年10月17日第27版）

区 交 通 局 党 委
书记、局长 朱文良

勇担当 增动能 奋力推动江津区开放及商贸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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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主任 张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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