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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蓝莓迎来丰收季
预计今年产值达7200万元

本报讯（记者 曹芮铭 摄影报道）
“这里的蓝莓又大又甜，离县城还近，坐
车半小时就到了。”近日，大竹县杨家镇
狮潭村富贵隆家庭农场蓝莓园内一片
热闹景象，游客侯加英和姐妹们正开心
地体验蓝莓采摘。

成立于 2020 年的富贵隆家庭农
场，以绿色生态种植为核心，其300亩
蓝莓园正值丰产期。“我们发展了 300
亩蓝莓园，日均接待采摘游客近 300
人，周末及节假日峰值超1000人。”农
场业主杨春告诉记者，自 5 月中旬蓝
莓进入收获期以来，果园内每天有约
300 名工人进行采收，“我们的蓝莓主

要销往山东、湖南、重庆等地，今年总
产量预计可达12万斤，总产值可达50
万元。”

据统计，目前大竹县有乌木镇栢
岛湖、杨家镇狮潭村和庙坝镇福城村
三大蓝莓种植基地，总面积 1200 亩，
今 年 年 产 量 预 计 达 1200 吨 、产 值
7200 万元。近年来，大竹通过“合作
社+基地+农户”“农业+旅游+康养”

“家庭农场+观光+采摘”模式，形成种
植、加工、旅游全产业链，带动 200 余
名村民就近就业，年旅游接待超30万
人次、创收600万元，成为乡村振兴的
强劲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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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A创建进行时

本报讯（见习记者 孙伟）今年入春
以来，受持续少雨等因素影响，巴山大
峡谷景区面临绿化养护挑战。景区快
速通道、内环线道路沿线及渡口风情小
镇绿化带一度出现严重缺水状况，绿植
生长岌岌可危。巴山大峡谷八台山文
旅融合发展中心不等不靠、迅速行动，
以切实举措守护景区生态颜值。

该中心迅速组织力量，对总面积达
37.5万平方米的绿化带开展大规模人
工浇灌作业。每次作业，15 名工作人
员齐心协力，调配 35 辆运水车，输送

400 余吨水源，为干旱的绿化带“解
渴”。

浇灌过程中，工作人员严格按照科
学养护标准，对不同区域、不同品种的
绿植进行精准灌溉，确保每一寸绿地都
能得到充分滋养。烈日下，他们穿梭于
绿化带间，汗水浸透衣衫却毫无怨言，
只为守护景区绿意盎然的景象。

此次抗旱护绿行动成效显著，有
效保障了绿植的正常生长，维持了景
区的美观，为游客营造了良好的游览
环境。

“我们将持续关注天气变化，建立
长效应急机制，不断提升景区精细化管
理水平，以实际行动践行生态保护责
任，助力景区高质量发展。”巴山大峡谷
景区发展服务中心负责人于晓玲说。

抗旱护绿保颜值 景区服务显担当

本报讯（记者 曹芮铭 魏磊
姚兰 毛露唯）以特色面条为媒，烹
煮县域经济新滋味。6月4日，“千
人万面嗨起来——大竹肉丁面主题
消费”活动启动仪式在大竹县东湖
广场举行，活动通过多元消费场景
融合，为肉丁面这一传统美食注入

产业升级新动能，助力其从“街头小
吃”迈向“富民产业”。

肉丁面是大竹县特色美食，除
劲道的手工面条和富含十余种佐料
的秘制汤底以外，大颗的臊子更是
其精髓所在。臊子由上等精瘦猪肉
经过煸炒、熬煮等多重工序制成。

椒麻鲜香的口感，是大竹人烙刻进
灵魂深处的家乡味道。

4日上午，在东湖广场，一场别
开生面的“广场宴”正在进行。百位
面店老板在各自的展台里搭起炉
灶，现场烹煮面条，上万名市民、游
客轮番打卡，吃得酣畅淋漓。

“浓郁的肉丁配上筋道的面条，
再加上独家秘制的佐料，这碗面让
人回味无穷。”市民邱霞说，肉丁面
早已成为竹乡儿女日常生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最熟悉最亲切的家乡
味道，“大竹人不能没有肉丁面。”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消费抽大
奖、创意拍照墙、乐队演出、灯光秀
等环节，市民游客纷纷打卡围观，氛
围十分热烈。

启动仪式上，“大竹肉丁面”区
域公用品牌及《大竹肉丁面烹饪技
术规范》重磅发布。规范旨在保障
肉丁面风味的地道性，由大竹县联

动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及技艺传承
人构建起覆盖全流程的标准化体
系。

据了解，为让大竹肉丁面“走出
去”，大竹县于2024年底成立肉丁
面协会，推动大竹肉丁面朝着品牌
化、产业化的方向发展。目前，全县
共有“大竹肉丁面”品牌面馆300余
家，解决就业近2000人，年产值超
3亿元。本次主题消费活动预计参
与人数达10万人次，拉动消费500
余万元，将有效激发消费市场热度，
进一步开拓大竹肉丁面的发展潜
力。

大竹县商务局副局长陈先华表
示，将以大竹肉丁面为切入点，创新
打造“美食+文旅+消费”融合场景，
持续开展“爱大竹促消费·欢乐购有
大礼”“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活动，大
力提振消费活力，助推县域经济高
质量发展。

美食+文旅+消费

大竹肉丁面从“街头小吃”迈向“富民产业”
本报讯（通讯员 裴雪岑）中高考在

即，渠县各单位积极行动，全面启动“护
考专项行动”，为考生营造良好的迎考
备考环境。

县综合执法局全力开启“静音护
考”模式。组织辖区中队执法人员分片
区重点开展“禁噪”巡查宣传、张贴通
告，采取流动巡查的方式，对店外经营、
噪声喧哗、夜间施工等扰民行为进行劝
导教育。

县公安局联动出击筑牢考试“安全
网”。组织警力分7个片区开展集中整
治行动，深入重点场所进行清查。严查
电子产品商家，巡查打击网上兜售作弊
器材及试题线索。考试期间实施临时

交通管控，为忘带证件考生开辟“绿色
通道”紧急送考。

县生态环境局织密噪声“防控
网”。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重
点监管考点、周边噪声扰民问题。在中
高考期间，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配合
相关部门做好考试期间对考场周边巡
查工作。

县委社工部架设“爱心送考桥”。
组织“达邻有爱 爱心送考”公益志愿服
务活动，联合爱心司机团队，对出行困
难考生提供“一对一”预约免费接送服
务。在考点门口设置爱心服务点，免费
发放矿泉水、备用文具、解暑药品，营造
温馨的考试氛围。

渠县中高考“护考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刘强）时下，正值
川芎收获和天麻菌床培育的关键
期，达川区抢抓晴好天气，加紧川芎
收获和天麻菌床培育。

川芎，是根茎入药的中药材，因
其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的功效而受
青睐。走进达川区万家镇高坎子村
川芎种植基地，大片川芎生机勃
勃。20多名村民头戴遮阳帽，手持
小锄头在田间地头忙碌。

据了解，今年基地里的川芎已
提前被中药采购商预定，待川芎收
完后，基地将接续栽上水稻，实现

“一田双收”。
该镇富春江家庭农场负责人李

在江告诉记者：“我们种植了100亩
川芎，平均每亩鲜货2000多斤，干
货约 500 斤，按照现在的行情价每
吨 1.6 万元计算，今年预计能增收
30到40万元。”

在万家镇向阳村天麻种植基
地，村民们有条不紊地进行菌床整
理、木材摆放、菌种放置、覆土等天

麻菌床培育作业。
“我们正在为天麻做菌床培育，

预计明年2至3月份下种。前期计
划规模种植 50 至 80 亩，预计年产
值为500至800万元。”该村天麻种
植业主王道春说。

目前，万家镇已种植川芎、天
麻、百部等中药材2000余亩，年产
值可达500余万元。

万家镇副镇长赵兴建表示，将
引入更多技术支持，推动中药材种
植扩面，积极探索深加工及产业链
延伸，实现产业增值群众增收。

近年来，达川区将中药材产业
作为重点发展方向，在财政补贴、技
术扶持、市场推广等方面持续发力，
推动中药材产业向规范化、规模化、
全产业链方向迈进。如今，达川区
已培育乌梅、车前草、药菊、金银花
等17个中药材人工栽植品种，种植
面积超 10 万亩，综合产值突破 8.7
亿元，中药材产业正成为乡村振兴
强劲引擎。

达川区中药材种植面积超10万亩
综合产值突破8.7亿元

本报讯（记者 杨鹰 刘强）近年
来，开江县通过“一村（社区）一法律
顾问”制度的深度落地，将专业法律
力量嵌入基层治理神经末梢。38 名
法律顾问下沉162个村（社区），用脚
步丈量法治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

“遇事找法、办事依法、解决问题用
法”成为乡村治理新图景。

“老吴、老熊，关于你们两家承包
田的纠纷问题，我也跟你们一起讲了
这么多道理了。根据规定来说，只要
当时通过村（社区）代表大会讨论通
过，这个事情就是决定了。”不久前，
开江县广福镇石板滩村法律顾问张
明亮再次来到村里，针对2024年村民
土地纠纷，对当事人再次进行依法调
解。通过实地走访考证、耐心剖析法
律案情，最终让双方握手言和。

“在法律顾问的调解下，我们双
方的矛盾得到了化解。”石板滩村村
民吴一元对法律顾问的调解很满
意。

同样，在开江县八庙镇司法所调

解室，针对保全寨村村民房屋纠纷，
法律顾问通过法、理、情多角度疏导，
引导当事人双方换位思考，确保矛盾
处置在萌芽状态。

法律顾问是公共法律服务体系
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司法行政
工作向基层延伸、服务人民群众的重
要载体。开江县着力推进“1名村（社
区）法律顾问+N名法律明白人”的工
作机制，发挥自身职能，持续夯实基
层依法治理能力，全面推动乡村法治
水平上台阶。

目前，开江县已建立13个法律服
务工作站，38名专业法律顾问已下沉
162 个村（社区），累计为全县重大突
发事件处置提供专业高效法律服务
17次，为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提供参
考7次。

“村居法律顾问工作全面开展，
能有效将法律资源下沉至田间地头、
企业校园，打通法治惠民的‘最后一
公里’。”开江县司法局政治处主任刘
知炜说。

“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
打通法治惠民“最后一公里”

本报讯 今年以来，中原油田普光
分公司通过构建全生命周期“电子档
案库”、打造标准化操作“导航地图”、
组建专业化保障“尖刀团队”等，以“全
流程管控、动态化监测、精细化落实”
为目标，聚焦压缩机组运行管理、维护
管理及安全管理三大核心模块，构建
高含硫压缩机组精细化管理体系，为
天然气安全高效输送提供坚强设备保
障。

该公司为每台压缩机组定制“专属
电子档案”，形成从“上岗”到“退役”的
全周期记录链。建立“一机一档”管理
模式，实现设备健康状态可追溯、风险
隐患可预判。专人负责设备档案管理，
设置权限分级查阅，确保技术资料调用
率提升40%，数据准确率达100%。

创新编制《高含硫压缩机组设备操
作模块化图册》，以“流程图+三维示意
图+风险提示卡”形式，将复杂操作分
解为四个标准模块；成立由技术骨干、
金牌技师、青年攻坚小组组成的三级运
维专班，实施“网格化”包机责任制；成
立压缩机专班全流程管控，运用振动监
测实时捕捉设备运行异常波动，构建

“隐患发现-分级处置-闭环验收”的全
闭环管理机制。

从“档案数字化”到“操作可视化”
再到“运维专业化”，该公司全力打造高
含硫压缩机组精细化管理示范样板，实
现设备管理从“被动抢修”向“主动预
防”的跨越升级，为气田绿色高效开发
提供坚强的设备保障。

（王媛 娄艳平 贾厚田）

中原油田普光分公司
开展高含硫压缩机组精细化管理

消费活动现场消费活动现场。。（（李相芬李相芬 摄摄））

小朋友品尝肉丁面小朋友品尝肉丁面。。（（姚闯姚闯 摄摄））

《中国证券报》4 日刊发文章《需
求总量持续扩张 前 4 月全国社会物
流总额同比增长5.6%》。文章称，6月
3 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
数据显示，1至4月，物流需求延续恢
复态势，需求总量持续扩张，全国社会
物流总额达 115.3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在复杂严峻国际环境影响下，
4月社会物流总额仍同比增长5.5%。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表示，4月，物
流运行顶住外部冲击压力，展现较强
韧性与发展潜力，整体保持平稳向好
态势。国内产业物流和消费物流市场
持续发挥基础支撑作用，供应链上下
游资源整合趋势显著增强。

工业物流基本盘稳固

从结构看，生产和消费需求有效
支撑国内物流需求韧性。工业品、单
位与居民物品物流需求保持稳定增
长，1至4月，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
长5.7%；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

比增长 5.9%，较一季度提升 0.1 个百
分点。

具体而言，工业物流基本盘稳固，
产业升级加速推进。数据显示，4月，工
业品物流总额增速平稳，多数行业和产
品物流需求保持增长，41个大类行业
增长面达87.8%。装备制造业物流表
现亮眼，占工业近四成的装备制造物流
增速达9.8%。智能化、数字化驱动传
统制造供应链向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新
动能支撑作用凸显，4月高技术制造相
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0.0%，持续高于
工业品物流总额增速。

消费物流需求潜力持续释放，线
上线下协同增长。数据显示，4月，智
能家居、通讯器材、建筑装潢等以旧换
新相关品类商品零售额拉动消费增长
1.4 个百分点，带动物流需求同步释
放。线上电商消费活力强劲，1至4月
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增长5.8%，较一
季度提升 0.1 个百分点，占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24.3%，环比提高

0.3 个百分点。4 月中国电商物流指
数为111.1点，较上月回升1.1点。

“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扩内需
政策效应显著，叠加短视频、直播带
货、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助力，居民消费
物流需求稳步增长。”中国物流信息中
心表示。

多个细分领域价格指数回升

4 月，物流服务价格整体稳定且
有所改善。制造业补库存、生产性消
费需求回升带动运输、仓储等服务需
求增长，多个细分领域价格指数回升，
市场供需活跃度增强。

海运市场方面，干散货和集装箱
运输供给回升，基本匹配阶段性需求
增长，运输价格保持平稳。数据显示，
4 月，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平均
值为1052.13点，环比上涨0.1%。公
路运输领域，4月，中国公路物流运价
指数为105点，环比回升0.23%，供需
两端持续改善，运价低位连续回升。

此外，重点调查显示，物流微观主
体经营总体稳定，部分指标 4 月出现
回升。数据显示，1至4月，重点调查
物流企业业务收入累计同比增长
7.3%，较一季度提高1.3个百分点。1
至 4 月，重点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数
量同比增长22%，加速向价值创造战
略转型，有效增强应对外部不确定性
的能力。

“一方面，国际形势变化催生部分
领域仓储、运输需求阶段性增长；另一
方面，物流企业通过拓展一体化、多元
化增值服务提升价值。”中国物流信息
中心表示。

中国物流信息中心认为，从后期
走势看，物流企业经营仍将面临外部
环境复杂多变的挑战，持续稳定回升
的压力有所增加。随着“扩内需、促消
费”等多项稳增长政策的持续发力，制
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转型或将加速，
物流服务也需同步提升供应能力与效
率。 （新华社北京6月4日电）

前4月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

游客在基地采摘蓝莓游客在基地采摘蓝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