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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报讯（记者 刘星欣 通讯员 谭

瑶）6月11日凌晨1点，首班（泰国—老挝

万象—重庆江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泰

冷链班列（成渝）直达重庆江津小南垭铁路

物流中心。这是东南亚水果首次通过中老

铁路直达江津珞璜，比起此前需要在昆明

停留编组重新发出，运输时间缩短至 4

天。这些水果抵达后将转运至双福国际农

贸城，分销至成渝地区各地，让成渝群众乐

享更加新鲜的东南亚水果。

据悉，本次冷链班列由重庆国际物流

集团携手江津区开行，于6月7日从泰国

尖竹汶府发出，8日在老挝万象南站完成

装箱发车，经磨憨口岸进境，11日凌晨直

达重庆江津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满载泰

国出产的榴莲共计28个冷藏集装箱，货值

约2160万元。

“自从搭上中老铁路的快车，榴莲运输

到中国的时间大幅缩短。以前主要有海运

和公路两种运输方式，通过海运到口岸再

转运到成渝地区大约需要10天，水果运输

时间越长损耗就越大，而公路运输尽管时

效快，但价格高损耗也大。庆幸有了中老

铁路冷链直达快线后，榴莲从泰国运至成

渝地区只用了4天，而且全流程冷链，一箱

到底，可实时监控水果在途情况，既能减少

损耗，又能保障品质，这下更符合市场需

求。”洪九果公司相关负责人兴奋地表示，

中老泰冷链班列开通后，为他们从东南亚

国家进口水果带来了很大的红利，相关部

门积极为企业量身定制运输方案，在全程

运输组织、口岸通关效率、中途补给、信息

跟踪等方面提供了有效保障。

这是江津区首次通过中老铁路从东南

亚进口水果，标志着江津区顺利打通了

RCEP国家水果进口铁路直达跨境通道，

对发挥珞璜临港产业城西部陆海新通道南

向开放主枢纽的优势，深化与东南亚各国

的贸易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为以

后常态化开行生鲜冷链进出口专列奠定了

良好的基础。

近年来，江津区加快建设西部陆海新

通道重庆主枢纽势头强劲，激活开放经济

“主动脉”，统筹“铁公水”多式联运资源，不

断提升枢纽服务能级、增强通道辐射效应、

强化通道要素聚集效能，初步形成连接西

北、畅联西南、面向东盟、通达全球的通道

网络。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自2018

年底开通以来，截至2023年5月底已累计

开行1277列。2023年1至5月已累计开

行407列，同比增长116.49%；班列货运量

20362 标箱，同比增长 122.73%，货值

8.095亿元，同比增长41.03%。

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江津班列运输效

率更高、成本更低、服务更优，越来越多的

企业和货主慕名而来，西部陆海新通道江

津班列的货源结构不断优化提升，货物品

类不断丰富完善，由最初的几十余种扩展

至现在水果、汽车整车及配件、电子产品等

600余种。

“很高兴看到随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江

津班列的高质量开行，更多企业选择江津

班列，更多货源在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进

行集结和发运。”珞璜临港产业城相关负责

人介绍，江津区将以本次班列作为又一个

具有江津辨识度的新成果、新起点，结合自

身实际制定并落实好“1155”工作目标，加

快建设互联互通基础设施网络，大力提升

枢纽平台集疏运能力、通道综合服务能力、

通道经济发展能级，全力推动建设西部陆

海新通道重庆主枢纽取得新突破。同时，

进一步做强东盟进口农副产品冷链特色产

业链，以珞璜冷链物流主枢纽为主、双福冷

链农副产品分销中心为辅，把江津建成全

市重要的东盟进口冷链集散分拨中心及生

活服务基地；推动东盟水果、海鲜、粮食等

优势产品实现大规模进口，并快速销往全

市及四川等周边省区市，加快构建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全球生产、全球采购、全球

销售”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首班中老泰跨境冷链班列直达江津泰国榴莲“赶火车”奔向成渝地区

首班西部陆海新通道中老泰冷链班列（成渝）抵达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

江津报记者 刘星欣 摄

近年来，铜梁区高楼镇紧紧围绕建设

“农业强镇”目标，按照“四个大抓”工作部

署，积极整合优质资源，大力整治荒山荒

坡，推动现代农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花

椒、柠檬、蔬菜、柑橘等特色农业产业，助力

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当前正值花椒采收季节。在高楼镇莲

花村花椒基地，一簇簇颗粒饱满的青花椒

挂满枝头，成片的花椒树散发出浓浓的花

椒香味，空气中“椒”香四溢。椒农们手持

剪刀穿梭在花椒树间，将鲜香扑鼻的花椒

枝条剪下来。大家忙得不亦乐乎。

莲花村位于高楼镇西南部。长期以

来，由于地处偏远，产业发展薄弱，是名副

其实的“空壳村”。2017年，在镇里和铜梁

区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帮助下，莲花村利

用荒山荒坡，通过“大户+农户”“村集体+

农户”等生产组织模式发展花椒产业，大力

推动村集体经济产业发展壮大。这一措施

得到了村民的全力支持。村民陈新贵在得

知村里要种植花椒时，就积极将家里的土

地转租给了村里。现在，她每年的土地租

金和务工收入就有1万多元。

“花椒基地有活儿了，我们就会天天来

上班。除草、打药、摘花椒，一个月有1000

多块钱的收入，在家门口就可以找点零用

钱。”陈新贵说。

像陈新贵一样，在花椒基地常年务工

的村民有20多人。如果遇上集中采摘期，

就需要100人左右。

作为莲花村的农业支柱产业，花椒产

业在农民增收致富上起着重要作用。目

前，莲花村花椒产业已扩展至周边两个村，

规模发展到4000多亩。

“村里的花椒已进入盛产期，今年的收

入也将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群众看到了实

实在在的收益，积极性都非常高。下半年，

我们还有15户农户愿意拿出80亩土地发

展花椒种植，壮大集体经济。”高楼镇莲花

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发金说。

目前，高楼镇有蔬菜4000多亩、柠檬

近2000亩、花椒5000余亩、柑橘400余

亩，已初步形成了蔬菜、水果、畜禽三大支

柱现代农业产业。

“近年来，镇里通过政策引导改善营商

环境、改善基础设施，引导全镇产业提档升

级。”高楼镇镇长周瑜说，其中蔬菜产业以

花椒和生鲜蔬菜为主，水果产业以蜂糖李、

柑橘等各种名特优水果为主，畜禽产业以

铜梁黑鸡为主。下一步，高楼镇将在现有

农业产业规模基础上，逐步引导全镇农业

提档升级，推动高楼镇名特优农产品出口

创汇，带动全镇产业全面振兴，助推群众致

富增收。

铜梁报记者 何袁坷 周振宇

据《铜梁报》

铜梁区高楼镇：壮大特色产业 赋能乡村振兴

潼南报讯（全媒体记者 邓越月 李彦

亭）6月2日一大早，种植户曾依健匆匆吃

过早饭便开启了一天的忙碌。只见他穿梭

在各个大棚之间，与瓜农一起娴熟地采摘、

过秤、装车……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很

快刚采摘的数百斤西瓜就销售一空。

在位于潼南区龙形镇水口社区连排连

片的大棚西瓜种植基地，今年头茬西瓜已

经到了收获期，一个个浑圆饱满、青翠碧绿

的西瓜披着翠绿外衣，镶嵌着深绿色纹线，

连着藤蔓“躲”在茂盛的瓜藤下，长势喜人。

瓜农们拿着剪刀寻瓜，经过“望、闻、

敲”认真地辨别棚中西瓜的成熟度并用不

同颜色的标签做着标记，一旦棚中的“漏网

之瓜”被寻获，只听见“咔嚓”一声西瓜便与

藤蔓分离，待整个大棚里的瓜全部摘完后，

再运到打包处进行分拣和打包、称重、装

车。

“5月头茬西瓜已经上市，目前西瓜长

势良好，6月将迎来产销旺季。种植西瓜

面积100多亩，预计产值能达到100多吨，

目前销售批发价每斤2块多，西瓜销量好、

产量高，我们也高兴。”种植户曾依健抱着

一个西瓜认真地敲打，仔细听着西瓜内部

的回响。

据了解，龙形镇种植西瓜已有悠久历

史，因其土壤呈沙质、水源灌溉充足形成了

自有的风味特色，目前以8424等优良品种

为主，皮薄有韧性，瓤脆甜多汁，单果重2

千克左右，再加上个头适中，近年来成为西

瓜中的“王牌”，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喜爱。

“我来拉瓜贩卖，这里的西瓜皮薄、沙

瓤、吃起来非常甜，在市场上很好卖。”收购

商杨依胜告诉记者，贩运的西瓜赢得了很

多回头客，这次他赶紧过来对接。

“我们的西瓜口感甜，是精品水果，今

年行情好，在四川、重庆都有销售。最近在

村支两委的帮助下，又与市内水果批发商

联系上了，进一步拓宽了销售渠道。”望着

田地里瓜架上沉甸甸的西瓜，曾依健满怀

欣喜地说，“政策实、人努力、天帮忙，我们

好生活有奔头。”

种植西瓜让种植户鼓起了钱袋子，也

给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在收

获鲜甜西瓜的同时，村民们也在增加收入

中品尝到了生活的甜

头。

现在是西瓜的丰

收季，有不少附近村

居的村民来基地做

工，正在大棚里忙着

“拍瓜听声”的刘大妈

告诉笔者，来这里做

工一天能赚70元，离

家近还能照顾家里的

小孙子。周围的群众

也纷纷说，家里土地

承包出去了，再来基

地打份工，时间自由，

一个人能挣两份钱。

“西瓜已经进入

收获期，也是我们的

用工高峰期，大棚集中采摘的时候用工量

最高能达到20多人，带动周边乡里乡亲就

业。”种植户曾依健介绍。

近年来，龙形镇紧紧围绕潼南区做强

“一高地、两集群、三平台、四名片”农业产

业总体规划，在特色产业扩面增量上下功

夫，引导一批带动能力强的企业与当地村

居开展企村共建，并积极引导种植大户更

加精细化种植、做优品质，打造具有辨识度

的农特产品，吸引更多的客商前来采购，让

越来越多的村民富起来、乐起来，也为乡村

振兴注入了生机与活力。

潼南：产业托举振兴梦 藤上结出“致富瓜”

龙形镇的西瓜皮薄脆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