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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在江津区，田园乡村呈现一派新气

象，青花椒产业也迎来发展新机遇，一副生态美、产

业兴、百姓富的和美画卷正徐徐展开。

青花椒变“新”记

“老板，这桌再开两瓶酒。”“来咯！来咯！”2月1日

晚，江津区一家火锅馆内人声鼎沸，一款绿色包装的青

花椒啤酒成了不少食客的新选择。“喝下去感觉有一种

花椒的原始椒香，口感醇厚。”一位食客举杯点赞。

“这款创意啤酒产自江津本地，通过将江津九

叶青花椒的独特风味与精酿工艺巧妙结合而来。”

“江津花椒”中式小麦精酿啤酒的主要生产和销售

商负责人介绍，“这款啤酒自去年上市后，半年多卖

出 30 多吨，产值近百万元。”

小小的青花椒缘何变“新”？这与江津区持续

推动花椒产业链的拓展与升级密不可分。

近几年，青花椒产业发展面临挑战，全国花椒

主产区产量已有近 60 万吨，大大超过国内年市场

消费量，造成价格下降。“解决办法一是出口，二是

加工，尤其是后者。”江津区政协委员、江津区花椒

首席专家团队成员、高级农艺师苏家奎说，“花椒全

身都是宝，皮、籽、芽、叶、枝都有利用价值。”

为此，江津区把对青花椒的加工利用拓展到

“食在花椒”“美在花椒”，其中较为常规的方式是将

花椒加工为花椒油、花椒酱；另一种方式是把花椒

转为配角，比如花椒鸡、花椒鱼、花椒兔等产品。

随着这些初级产品的成功，江津区开始探索更

高附加值产品，啤酒就是其一。“去年，国外出现了一

款辣椒啤酒，既然辣椒能做啤酒，花椒当然也可以。”

来自江津区德感工业园的重庆渝津精酿啤酒有限公

司负责人说，以此为灵感，公司抓紧研发，最终采用

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对花椒成分进行了分类，

只取其香不取其麻，于去年 4月推出了青花椒啤酒。

不仅如此，去年，在入驻江津的露珠生物科技

（重庆）有限公司技术支持下，九叶青花椒中富含的

一种可以减轻光损伤的修复因子——山椒素被成

功提取。利用这一成果，该公司于去年上半年研发

出“木叙”系列沐浴露、面膜、护手霜产品，试销售 1
个月就卖出 1000 多套。在网络平台上线售卖后，

每天成交量有上千单，花椒的价值增长了十几倍。

如今，江津青花椒深加工已横跨调味品、休闲

食品、护肤品三大应用领域，加上保鲜花椒，其小品

类多达 70 多种，有了更多应用场景和更高“身价”。

“随着对花椒的研究越来越深入，我们又发现

了花椒的其他价值。其中，医用领域就是我们下一

个突破口。”苏家奎告诉记者，山东第一医科大学发

现，青花椒提取物可以加工成为皮肤消毒剂，在一

定程度上代替酒精；另外，由青花椒做成的风湿药

膏，也有望成为江津区中医院院内制剂，仅此两项

每年的产值就能达到 3亿元。

田园水乡展新颜

从重庆中心城区出发，上成渝环线高速，在刁

家互通下道，便来到了江津区慈云镇，一个被称为

“西南花卉苗木之乡”的地方。

“街道好干净啊！”“就是，前两天政府派车出来

进行了大扫除。”1 月 27 日，年前的最后一个赶集

日，前来赶集的人们纷纷点赞道。记者了解到，近

年来，慈云镇积极创建国家卫生镇，大力开展以“三

清一改”为重点的村庄清洁行动，深入开展“清洁村

庄”“美丽院落”等创建活动，取得了积极成效。如

今走在街上，商贩以街为市现象少了，农贸市场有

了，标准公厕有了，身边的环境越来越美。

一条条柏油路、水泥路蜿蜒向前，“走”进村里、

“走”进家里，更“走”进百姓的心里。当天与记者一

同前行的，还有由一群老年人组成的舞龙队，他们

敲起锣鼓、舞起长龙，挨家挨户拜年。“通马路了，去

哪都方便，你看我们现在推起锣鼓能走到很多村拜

年。”推着大锣鼓的魏婆婆笑着对记者说道。

道路更通畅的同时，记者还发现镇上新安装了

电动自行车公共充电桩。充电桩位于慈音寺社区

桥头街与迎宾大道交叉口、刁家社区中央花园小区

旁公共停车场，惠及周边 1200 余户居民。每个点

位各设有 10 个充电接口，可同时满足 20 辆电动自

行车充电需求，用户只需根据提示就能操作。“这下

电动自行车充电方便多了。”居民阮平说，自己平时

上下班骑电动自行车，有了公共充电桩，可以有效

避免飞线充电、电瓶入室等安全隐患。

体验酿酒、榨油、米花糖等非遗技艺，还可以划

船、赏青梅花……江小白·金色黄庄是一个农文旅

综合体，总占地面积 1 万余亩。2023 年以来，金色

黄庄委员工作室的市、区政协委员积极助推金色黄

庄乡村振兴示范片区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了

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相邻的慈云镇也依托江小白·金色黄庄、千姿

湖、水果采摘、农家餐饮等旅游资源，以点带面不断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绘就了一幅生态美、产业兴、

百姓富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陈元洪 程颖）

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

剧游添彩古镇
今年春节期间，潼南区双江古镇热闹非凡。明清婚礼 NPC（非玩家角色）

大型沉浸式剧游在这里上演，前来游玩的游客纷纷“入戏”，为春节期间的古

镇增添了不少喜庆氛围。

双江古镇历来流传着杨氏民居的故事，此次直接将其写进剧本，排演成沉

浸式剧游，将整个古镇作为大剧场，观众作为宾客前来见证、观礼，同时感受

却扇礼、沃盥礼、合卺礼、对拜礼等中式联姻的浪漫。

在表演现场，记者看到，NPC 将柠檬、黄桃罐头、麻花等潼南特产作

为聘礼加入剧情中，带动了市民游客购买特产的热情，古镇上的餐饮店

也忙得热火朝天。“我开茶馆好几年了，这两年镇上活动没断过，我的茶

馆生意也越来越好，遇到周末、节假日，都坐不下喽！”古镇居民杨女士笑

着说。

双江古镇旅游资源丰厚，但古镇的停车场、道路设施、住宿餐饮等吃住

行游购娱各类设施相对落后，难以负担起重要活动的瞬时人流量，也难以满

足广大游客对古镇各类设施服务日益增长的需求，制约着古镇旅游的进一

步发展。

为实现古镇可持续发展，提升游客体验，潼南区政协委员、双江镇宣传统

战委员何媛从去年起围绕提升古镇文旅提出了多条提案建议。同时，双江镇

委员工作室的委员们也积极助力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就发展文旅产业开展调

研、协商。

委员们的助力得到了有关部门积极回应。为缓解春节期间的交通压力，

解决古镇停车难问题，潼南区多方联动，春节前夕在古镇新增了 3 处临时停车

场、约 2000 个停车位；新开 3家客栈，新增住宿量近 200 人。 （高吕艳杏）

1月30日，“金蛇迎春·好巳发生”永川区2025年庆新春广场文艺演出现场。 陈仕川 摄

“出行更方便了！”
宽敞的乡村公路、开到家门口的乡村客运车、便捷的公共充电桩……这个

春节，在綦江区，无论是当地居民，还是外出返乡人员，均对当地交通的大变

化有了深切体会，“出行更方便了！”

乡村通了客运车

2月4日，大年初七，天气晴朗。位于綦江区篆塘镇的旅游大道环线乡村公路

如同一条条丝带，将各家紧密相连。公路上，一辆9座中巴车平稳地行驶着，引擎

与鸣笛声为宁静的乡村带来了生机与活力。

一大早，新庙村村民李金焱便坐上班车，赶着好天气外出走亲戚，而这也

成为她春节假期的常态。“自从我们村开通了农村客运车，无论风霜雪雨，我

都能轻松前往镇上或綦江城区，无需再麻烦他人。”李金焱由衷地感叹道，“过

去，我只能搭别人的车或者步行，如今出行变得如此便捷。”

李金焱出行体验的变化，正是篆塘镇大力推动旅游大道通农村客运项目

带来的显著成果之一。

农村公路，不仅是交通的脉络，更是民生的纽带。近年来，篆塘镇积极推

进辖区交通路网建设，道路交通基础条件持续改善。2022 年 12 月，篆塘镇旅

游大道全线贯通，连接沿线 5 个村（社区）16 平方公里。但 2024 年春运前，经

过沿途的分水至綦江客运线因承包到期停运，当地群众出行只能依靠摩托

车、三轮车等交通方式，成本较高还不安全。

为摸清当地群众需求，切实帮助群众解决出行难题，綦江区政协委员、篆

塘镇统战委员李岱芸将“旅游大道通行农村客运”作为“渝事好商量·一镇一

事商量办”协商议题，并多次走村入户了解群众最切身的感受。仅去年春节

后，该镇组织开展村社院坝会 20 多次，收集意见建议 63 条，大家对开通农村

客运的愿望非常强烈。

随即，经过与区级有关部门对前期准备工作的充分协调沟通后，该镇于去

年 9 月 26 日在新庙村院坝开展了现场协商。协商会上，区政协委员、区交通

运输委等有关单位负责人及群众代表踊跃建言献策，就正式通车时间、运行

时间、线路细节优化等达成共识。经过多方共同努力，旅游大道环线农村客

运于 2024 年 10 月 1日正式开通运营，惠及 7000 余名群众。

“这次能顺利开通客运车辆，‘渝事好商量·一镇一事商量办’协商平台

发挥了重要作用。”李岱芸表示，政协搭台，职能部门负责人及群众代表一起

参与现场调研、座谈、协商，达成共识，拿出解决方案，有效助推了民生实事

解决。

绿色新体验

2 月 1 日，从外地返乡不久的小伍驾驶新能源汽车来到位于老家綦江区打

通镇的充电桩站，给自己的爱车充电。“计划过两天带着父母去重庆中心城区

逛一圈。”他满脸笑意向记者说着他的春节安排。

春节期间，在打通镇及相邻的石壕镇，记者看到今年返乡车辆中多

了不少新能源汽车的面孔。“新能源汽车开着舒服、费用也低，回老家很

方便。”两个月前，小伍买了一辆新能源汽车，虽然老家綦江与其创业所

在的浙江省义乌市有 1000 多公里的距离，但他还是选择自驾返乡回家过

年。“这两年，老家镇上都安装了充电桩，新能源汽车开回老家没有充电

焦虑，而且汽车配备的辅助驾驶技术也大大减少了长途驾驶的疲惫。”小

伍说。

以前，在外地创业的小伍几乎每年都要回老家过年，新能源汽车虽然费用

更低、驾驶舒适度好，但是“里程焦虑”和充电问题一直让他犹豫不决。“大概

一年多前，我在村里微信群看到了镇上新增充电桩的消息，这是我购买新能

源汽车的一个原因。”此次自驾返乡，小伍看到沿途经过的高速路服务区基本

配备了充电设施，几天的长途驾驶体验让他感受到新能源汽车带来的“绿色

新体验”。 （陈元洪 程卓）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2 月 1 日，大年初四的渝

中区较场口夜市热闹非凡。空气中弥漫着火锅、烧

烤的烟火气，摊主们的吆喝声此起彼伏，构成了一

幅生动的城市画卷。作为全国夜间经济最活跃的

城市之一，重庆已连续 4 年位居“中国十大夜经济

影响力城市”榜首。春节期间，重庆的夜经济持续

迸发蓬勃活力，烟火气十足。

走进夜市深处，一家烧烤摊前，摊主王大姐热

情招呼着客人。她笑着告诉记者：“今年春节生意

特别好，多亏了这么好的经营环境，生意才能这么

红火。”

近年来，市政协委员围绕支持重庆夜经济发展

积极建言献策。市政协委员、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

陈忠于建议，深化社区、城市管理、市场监管、文化

旅游等部门的协作，为市民和游客提供更好的夜间

消费体验，同时畅通消费投诉渠道，保护消费者合

法权益，做到有序“放”、科学“管”、精准“服”。市政

协委员、重庆牛鼻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长钟亚

华则建议，简化地摊经营的注册程序，降低市场准

入门槛，鼓励创业者投入夜间经济。这些建议得到

了相关部门重视，一系列扶持政策相继出台，包括

减免摊位费、提供经营培训等，让夜市摊主们受益

匪浅。

走在夜市中，记者注意到，尽管人流密集，但秩

序井然。地面干净整洁，垃圾桶摆放有序，保洁人

员随时清理。这是政府部门精细化管理的结果，既

保留了城市的烟火气，又维护了良好的市容环境。

（秦杰）

精细管理激发夜经济蓬勃活力

“大门修好了，进出更安全了！”“小区翻修了路

面，还增加了休闲座椅，这个新年大家过得很舒

心！”2 月 3 日，南岸区南坪镇南塘苑社区康馨园，小

区居民黄敬伟正和家人漫步在新修好的步道上。

据了解，康馨园小区建成于 2005 年，是拆迁安

置小区，没有物业公司管理，随着时间推移，不少问

题日渐暴露。2023 年 3 月，该小区被纳入老旧小区

改造项目。在此次改造过程中，为方便施工车辆出

入，小区大门在施工期间进行了拆除，完工后，施工

方未按照约定对小区大门进行恢复。“没有大门，一

些外来的摩托车、电瓶车等随意进入小区无序停

放，既让居民出入不便，还增加了安全隐患。”小区

业委会负责人王洪元说。

为保障小区居民安全出行，南坪镇在区政协指

导下，将该问题纳入“渝事好商量·南岸实践”镇街

级协商。按照“渝事好商量·南岸实践”协商工作规

则和议事流程要求，去年 4 月，政协南坪镇组委员、

南坪镇有关负责人及城建管理科室负责人、南塘苑

社区负责人，以及项目施工单位和小区居民代表等

齐聚一堂，召开了“关于加快推进南塘苑社区康馨

园小区旧改项目”的协商议事会，就小区存在的整

治遗留问题进行协商。

协商中，居民还提出小区座椅太少、垃圾分类

投放点离住户太近且标识错误等问题。在多方合

力推动下，这些百姓关切的问题也一同纳入了整

改实施方案。

如今，康馨园小区内，步道用颜色区分，凉亭时

常有老人歇息喝茶，空闲区域还能打羽毛球……

“在这里住了几十年，明显感觉到居住条件越来越

好，生活品质越来越高，大家过得越来越幸福！”小

区居民们纷纷感慨道。 （李忆南）

老旧小区“微更新”

春节期间，

渝中区十八梯

传统风貌区灯

火 璀 璨 、人 潮

涌动。

罗云希 摄

2月4日，游客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酉州古城景区赏景游玩。 邱洪斌 摄1月30日，大年初二，重庆图书馆，市民观看春节非遗暨民俗摄影联展。 赵杰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