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 都市汇
编辑：孔秀英
排版：赵晓岚
校对：邓莲莲 2023年12月6日 星期三

▲李洪玉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

件编号51022919490702860212：；声明作废。

▲代安婷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证

件编号：50038319940819190153；声明作废。

▲重庆市永川区大安街道劳动就业和社

会保障服务所遗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事业单

位 法 人 证 书（ 正 本 、副 本 ），证 号

12500383358706200P，有效期限：自 2019

年08月30日至2024年08月30日，声明作

废。

魔芋米、魔芋结、魔芋面、魔芋凉皮

……近年来，热量低、口感独特的魔芋食品

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青睐。北碚区抓住市场

风口，通过全方位的科技支持和精深加工，

大力推动魔芋产业的发展。

想要在魔芋产业站稳脚跟、长足发展，

关键要依靠科技创新能力。

立冬以来，不少土地进入“休整期”，却

是魔芋收获的最佳时节。近日，在歇马街

道光明村的魔芋种质资源和良种扩繁智能

化试验基地内，一个个两三斤重的魔芋在

研究员牛义的锄头下破土而出。

随后，牛义来到智能检测和实时响应

设备监控办公室，实时查看组培室的情况，

各种不同品种的魔芋苗高低错落、长势喜

人。“温度、湿度、光照、肥力等影响魔芋种

质资源生长要素都可以通过设备监测，大

大提高了种质资源培育成功率。”据牛义介

绍，基地收集了1000余份种质资源，并成

功培育出珠芽魔芋等新品种。目前，北碚

区通过技术指导和覆盖，成功带动了产区

种植规模达到了5万亩以上，良种繁育年

产值达1800余万元，亩均增收超过3600

元。

“下一步，基地将持续从种质资源开

发、新品培育、良种扩繁、栽培技术和加工

品质分析等方面进行智能联动的研究和推

广，确保后续科技成果持续更新。同时，逐

渐开启北碚魔芋大田生产向设施轻简化的

方向持续升级。”牛义说道。

基地培育优质魔芋种质忙，北碚区与

西南大学共建的食品及农产品加工研发中

心和中试车间内同样热火朝天，工人们正

抓紧对“新品”魔芋进行封口、包装，全力完

成订单任务。

以“延伸链条深研加工”为主线，研发

中心向精深加工“掘金”，魔芋毛肚、魔芋丝

结、高纤魔芋米、解酒巧克力等新品相继上

市。通过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小小的魔

芋“身价倍增”。

据了解，该中心目前已获专利10项，

开发减肥代餐等大健康产品70余个。

上游手握种质资源，中游精深加工，下

游全域助销。据了解，北碚区生产的魔芋

产品目前已入驻重百新世纪、盒马等大型

终端渠道10个以上，入驻淘宝、拼多多等

电商平台7个，累计开展直播带货300余

场次。截至今年九月，魔芋产业综合收入

达7000万元，同比增长9%。

“魔芋产业的前景远不仅限于此。”北

碚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因富含

葡甘聚糖，魔芋被誉为“天然的保健食品”，

不仅营养价值高，还是轻纺、日化、印染、造

纸、建筑及石油开采等工业制造中的重要

原料。

“未来我们将以魔芋科研为主导，产

品加工为关键，进一步增强魔芋产业竞

争力。”北碚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据《北碚报》

北碚：小魔芋撬动大产业
北碚报记者 罗 丹

南岸报讯（记者 闵 子）“以前，这些化

粪池全靠人工巡检，不仅不够细致，徒步的

话每次巡检也要花费很多时间，现在有了

智能监测系统之后，日常检查更加方便，应

急响应也更加迅速。”近日，在南岸区数字

化城市管理中心，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操作着化粪池安全监控智能系统向

记者介绍。

为保障城市安全运行，提高隐患处置

效率，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积极探索城市管

理智治体系建设，依托“南岸智慧城管”平

台，针对辖区化粪池分布广、监管难的问

题，全力打造了化粪池安全监控智能系统。

据介绍，化粪池安全监控智能系统由

化粪池监控平台、化粪池管控机器人、移动

巡检终端APP组成。通过该系统可以实

时监测全区化粪池管控机器人分布及一体

机状态，每处设备的定位、编号、报警状态、

气体浓度曲线、排风机状态都一目了然，实

时通览全区化粪池运行情况，实时采集化

粪池内的硫化氢、甲烷等毒害、易燃易爆气

体浓度等数据，具备前端精确监测、超限报

警、自动控制等功能，实现实时监测、实时

预警、快速处置。

不仅如此，工作人员通过“南岸智慧城

管”APP就可随时随地在手机上接收化粪池

监测信息。管控设备一旦发现化粪池内出

现设备异常或有害气体超标等情况，会立即

发出警报，工作人员能在第一时间进行有效

处置，全力保障市民生命与财产安全。

据悉，目前，南岸区商圈、广场、住宅小

区、农贸市场、公园、学校等重点区域，已安

装了204套粪便处理设施和安全监控智能

设备，进行专项监管，极大地提高了化粪池

运维效率，节约了人力物力成本，提升了城

市智慧管理水平。

南岸区两百余个化粪池装上智能监测系统

周五傍晚，天色已经暗了下来，重庆市大渡口

区八桥镇心湖公园的“花花好市”音乐集市却人气

渐旺。湖边步道的暖黄色灯光下，一百多个长桌

摆满了精美的手工艺品和热气腾腾的小吃。不远

处，“花开的声音”专场音乐会火热上演，万人扎堆

的公园草坪难觅立足之地。

几年前，地处城乡接合部的八桥镇缺乏大型

商场等消费场所，当地人早已习惯了购物聚餐都

得“进城”。转机出现在2022年。随着大渡口区

下大力气打造“山青水润、城乡共美、园城相融、活

力多彩、人聚业兴、共建共享”的公园城市，一批管

理无序的公园焕新开放，过去无人问津的边角地

升级为“口袋公园”。2022年，八桥镇修缮一新的

心湖公园、体育公园、爱情公园和儿童友好街区等

休闲场所也陆续开放。有了新场地，公园音乐会、

露天电影等社区文化活动开始轮番登场。居民家

门口有了休闲娱乐好去处，街头巷尾聚起了浓浓

的烟火气。

八桥镇党委、政府组织50名党员干部开展走访

调研后，决定利用周边公园分布广、小区成熟的优

势，定期举办“花花好市”音乐集市，这样既能为本

地艺人、培训机构提供表演的舞台，又能规范经营、

集中管理，全力打造新消费场景。“过去一年我们举

办了8场‘花开的声音’专场音乐会，吸引了近10万

人次线下参与，这也带动了周边商业体持续升级。

全镇‘公园经济带’去年销售收入达1000万元。”八

桥镇镇长龙春说。

每到周末，重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渝派连

环画传承人邹四新都会在“花花好市”的非遗文创

区摆上满满一桌的连环画。这些取材自历史记

载、民俗故事的连环画，引来众多市民驻足翻阅。

旁边还有乱针绣、叶雕等大渡口区级和重庆市级

“非遗”的摊位。

“今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八桥镇坚持以文惠

民，对集市做了不少升级和创新。”龙春说，八桥镇

专门将集市四分之一摊位设置为“非遗”文创区，

还拓展儿童义卖、企业惠民等区域，为不同人群提

供规范化的服务场所。前不久，大渡口区还组织25家企业携

400多个岗位举办了“花花好市”专场夜间招聘，为退役军人、高

校毕业生等群体搭建接地气的求职平台。

“立足公园里的音乐集市，八桥镇增长了人气，也激活了思

路，将持续在各项服务功能上深挖潜力，让‘花花好市’带来更多

的‘发展好事’。”龙春说。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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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沙坪坝区对江山公园出入口的绿植景观等进行了“微更新、微改造”。该公园位于轨道一号

线石井坡站旁，改造后焕发新“颜值”，成为周边市民群众休闲、娱乐、健身的好去处。

据沙坪坝区公园管理中心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沙坪坝区下足“绣花功夫”，通过微更新、微改造，

对包括江山公园在内的11个公园、广场和绿地等进行了提质升级，保持城市公园景观常绿常新，让群

众出门见景、推窗见绿。

沙坪坝报记者 郭 晋 摄影报道 据《沙坪坝报》

城市公园焕新颜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