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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重庆就在身边

□本报记者 李志峰

新种下的饲草玉米、饲草高粱比普通
成年人还高一头；沙地里的西瓜吸引了獾、
刺猬等动物提前来“尝鲜”……

8月22日，当重庆日报记者再次走进
库布齐沙漠产业化推广基地和乌兰布和沙
漠中试基地，依然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惊。

2022年初，由重庆交通大学易志坚教
授牵头研发的“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
开启大规模产业化推广。库布齐沙漠产业
化推广基地是该项技术推广面积最大的项
目基地，面积达1.02万亩，乌兰布和沙漠
则是该项技术的最早中试基地，无论是库
布齐还是乌兰布和，昔日的沙漠已成绿洲，
还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生态系统。

獾提前“尝鲜”西瓜
玉米高粱有两米高

“你看，这些瓜好可惜嘛，被獾提前‘尝
了鲜’。”在乌兰布和沙漠中试基地，重庆交
通大学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员工彭凯拨开一
株株西瓜苗，向记者展示被獾啃得干干净

净的西瓜。为了防止这些“破坏者”们继续
使坏，基地工作人员不得不在一个个西瓜
上盖上塑料篓子。

2017年，“沙漠土壤化”生态恢复技术
开始扎根乌兰布和，进行“沙变土”的尝
试。彭凯说，每一年，团队都会尝试种一些
不同的植物。截至今年，基地种植的植物
类型近100种，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饲料作物、中草药等。

今年，基地新种植了饲草玉米、饲草高
粱，还有花生、甜菜。走进玉米和高粱地，
植物茂密得像树林，工作人员拿出尺子量
了一下，每一株都在两米左右。

“沙漠土壤化改造后，土体具有上紧下
松的倒装结构，植物根系十分发达，所以产
量高、长势好，它们现在还在长呢。”彭凯
说，这些玉米和高粱被当作饲草，深受养殖
大户和企业的喜欢，年初就已被订购一空。

经过六年的改造，基地植物生态系统
已形成，许多昆虫和动物前来觅食和繁衍
生息，如蜻蜓、喜鹊、青蛙、野兔、狐狸、獾
等，数不胜数。因此，这里不仅是一块种植
园，还成为了动物的乐园。

基地一期种植2500亩
实现收成215万公斤

“前段时间我们刚把收割下来的苜蓿
和燕麦卖掉，这些牧草的产量和在普通
地里种出来的不相上下。”在库布齐沙漠
项目基地，重庆日报记者见到基地负责人
刁礼华时，这个重庆汉子比去年采访他时
又黑了一圈，但话语中掩盖不住收获的喜
悦——今年，基地一期2500亩种植实现收
成215万公斤、销售收入350余万元。

2022年初，重庆交通大学“沙漠土壤
化”技术团队和重庆辰砂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在库布齐沙漠共建项目基地。“当时一期
只有2500亩，今年加上新改造的面积，整
个基地已经实现了 1.02 万亩沙漠变绿
洲。”刁礼华说，种植的种类既有土豆、玉米
等作物，还有苜蓿、燕麦等优质饲草。

从高空俯瞰，一个个直径达几百乃至
上千米的绿色圆形农田整齐分布在库布齐
沙漠中，像一张张带着绿色纹理的老唱片。

今年，刁礼华比去年更加忙碌。他告
诉记者，他们准备新安装8处喷灌设施，还

要种植5500余亩玉米、花生、高粱、土豆等
农作物。

值得一提的是，沙漠种植还引进了最
新的技术。刁礼华说，基地正在建设沙漠
土壤化项目1008平方米的AI数据中心日
光大棚，“建成后，可通过腾讯云边缘计算、
大数据、AI、物联网等技术，实时监控沙漠
土壤温湿度、盐分等周边环境数据，根据沙
漠土壤改造需求精准控制灌溉水量。”

已和多家企业达成合作
沙特种植试验即将启动

易志坚也很忙，从8月20日开始，他
就陪着阿联酋商务考察团赛勒姆·胡迈德·
赛义夫一行，辗转几个基地参观交流。

看到易志坚现场展示经过力学改造的
沙土能够保留住水分、拔起的向日葵底部
根系像人的头发那样茂密发达，来访的客
人们直呼“太神了”“令人震撼”。

易志坚说，目前，团队和沙特有关单位
正在落实试验示范地块的种植试验，今年
9月份将正式实施沙改土播种作业。

在乌兰布和沙漠中试基地，记者留意
到，现场搭起了恰恰瓜子葵花节的展板，一
辆华大基因公司“沙漠移动实验室”工程车
也在忙着做研究。

“我们已经和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
易志坚透露，基地种植的葵花籽，今后将与
洽洽食品等企业进行联名品牌打造合作，
加强向日葵等商品种植的田间管理和收获
加工，力争高产优质，以品牌合作推动产业
化做大做强。

华大基因集团旗下华大万物“沙漠移
动实验室”的加持，将深化技术与土壤微生
物、植物表型、耐旱作物良种选育等领域的
交叉研究和融合创新，为产业化推广提供
更加坚实的技术支撑。

沉寂了千年的沙漠将因为“沙变土”
技术变得热闹起来，昔日寸草不生的荒凉
之地也重新孕育出巨大的生态和经济价
值。

重庆交通大学团队研发的“沙漠土壤化”开启产业化后——

万亩沙漠变绿洲 玉米高粱两米高
俗称“沙变土”，是由重庆交通大

学易志坚教授研究团队从力学角度研
究的治沙新成果。

该技术在沙子中混合适量的黏合
剂和水，让“一盘散沙”获得与自然土壤
一样的“生态—力学”属性：在湿润时呈
现稀泥般的流变状态，水分蒸发后结成
固体状态，两种状态之间可自由转换，
并具有较强的存储水分、养分和空气的
能力，成为适宜植物生长的载体。从
2016年至今，“沙漠土壤化”技术在国内
外10多个点、多种严酷自然条件下进行
实地试验，总面积超过3万亩。

“沙漠土壤化”技术

本报讯 （记者 刘翰书）8月21日，记者从璧山区商
务委获悉，截至目前，璧山已有70多家企业涉及进出口贸
易业务，涵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通用机械等
多个领域。为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璧山帮助全区
20多家企业制定了“出海路线图”。

“在推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我们一手抓通
道建设，一手抓平台建设。”璧山区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2022年较2021年进出口总额增长37.86%基础上，今年
1—7 月，全区进出口贸易总额达 46.6 亿元，同比增长
71.7%。

在通道建设方面，璧山区着力搭建“四网融合”多元立
体交通网络，积极对接全市“四向五廊六通道”物流通道规
划，以多种运输方式高效衔接运转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越
来越多的当地企业组团出海。其中，积极融入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便是该区抓通道建设、促进外向型经济发展的重
中之重。

“我们明确了6个量化目标，提出了6方面16项具体任
务。”上述负责人称，通过建立企业动态监测、常态走访制
度，璧山全面摸清了区内企业经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货物
情况并建立起信息台账，同时建立了“璧山—陆海新通道运
营公司”常态化联系机制，帮助20多家企业制定了“出海路
线图”。

在平台建设方面，璧山则以西部（重庆）科学城璧山片
区为主平台，增强璧山高新区、服务业发展区、国家农业科
技园区的开放引擎功能，提质建设高能级开放开发平台，加
强与国（境）外有关地区、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推
动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依托中新重庆生命科技
城、重庆东盟合作中心、缅甸推广中心等平台载体，加快培
育内陆开放新优势。

璧山1—7月进出口贸易总额
同比增长71.7%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8月27日5时30分，在兴珞
铁路团结村站，来自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工
务段的100余名作业人员正在对站47号道岔进行成组更
换钢件作业，这标志着我国三条重要铁路干线——成渝、兴
珞、川黔铁路进入为期67天的大修集中修，将对铁路基床、
轨枕、钢轨、道岔、接触网等设备进行全面养护。

今年以来，成都局集团公司已先后组织了沪昆、达
成、襄渝、成昆、宝成、内六铁路等集中修。此次大修的
线路有新中国第一路成渝铁路重庆南至内江段，中欧班
列（成渝）连通亚欧大陆的必经之路兴珞铁路，以及西部
陆海新通道南下重要通道川黔铁路珞璜至贵阳南段。
其中两条铁路年代久远，成渝铁路已建成71年、川黔铁
路也有58年，线路基础较为薄弱，存在线路设备高低不
平顺、钢轨廓形差、道床板结冒泥、岔区钢件疲劳等问题，
亟需通过集中修消除设备病害，确保设备状态良好和运
输畅通。

重庆工务段线路技术科副科长王军卫介绍，兴珞铁路
此次大修是该线自2014年通车运营以来的首次大修，全线
将进行大修清筛22公里，道岔清筛50组，通过本次设备整
治，将有效改变线路状况，让中欧班列（成渝）运输更加安全
平稳、畅通无阻。

为最大程度降低施工对铁路运输的影响，成都局集团
公司积极做好线路车流调整，统筹兼顾列车开行和施工组
织。集团公司施工办牵头组织工务部及相关站段对3条铁
路开展了现场踏勘和集中修计划编制工作。

成渝、兴珞、川黔铁路
启动大修集中修

□本报记者 周松

星光大道北延伸段近期开始施工，可
附近居民惊奇地发现，施工路段不仅不堵，
还很顺畅。

8月28日，记者前往一探究竟，发现
这其实是我市首个交通信号配时中心——
两江新区交通信号配时中心在发挥作用。

走进两江新区交通信号配时中心，记
者立即被挂在墙上的多块电子屏幕所吸
引——中央大屏幕上正显示着两江新区辖
区电子平面图。图上标注着一条条道路，
还有小区、学校、商场和公园等人员密集场
所。此外，图上还有数百个黄点，对应着道
路上的信号灯。

电子地图的两侧，则显示着主干道的
拥堵情况，以及与高德、百度等地图导航企
业合作所获得的拥堵指数等信息。

“有路段发生拥堵时，电子平面图上相
应的路段会变红显示，而点击平面图上的
信号灯，还能看到具体信号灯的车道数、具
体配时方案等详细信息。”配时中心负责

人、广东振业优控重庆分公司负责人周璇
告诉记者，该中心设有运行监管岗、视频巡
查岗、信号优化岗、数据研判岗等岗位，保
证配时工作顺利进行。

视频巡查岗在发现有道路拥堵后，
会切换到相应道路的视频监控摄像头，
查看拥堵情况、拥堵原因等。数据研判
岗则会对发生拥堵的路段进行深度分析
交通，例如堵点的形成原因，从勤务优化、
交通组织等方面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并
进行全流程跟踪。而信号优化岗，则根据
拥堵道路的不同拥堵情况，通过智能+人
工的方式得出优化方案。优化后，数据研
判岗又会对优化后道路的通行情况进行至
少一周的跟踪评价分析。如果有需要进一
步优化的，则会提出意见建议，直至形成最
优方案。

此外，在优化配时方案还不能满足

周边群众出行需求时，两江新区交巡警
支队便会在拥堵路口处新增智能交通设
备，采用智能控制方案实现路口根据排
队长度自动调整信号配时，从而缓解交
通拥堵。

今年6月，金桂路由于道路通行能力
有限，加之金州小学上下学时段道路临停
车与上下班车流叠加，导致通行速度缓慢。

针对该问题，配时中心对金桂路-怡
和路、金桂路-金桂支路、金桂路-金州小
学路段、金桂路怡景路四个路口采取精细
化配时，每个路口设置不低于9个时段方
案，根据车流情况细分时段合理分配各进
口绿信时长。同时根据车流量情况单独设
置上放学专用方案，在上放学高峰时段采
用“外截内疏”的放行手段，保障上放学车
辆出行畅通。

记者从配时中心获悉，除了缓解路段

拥堵，交通信号灯配时优化还可以打造“绿
波带”，提升整条道路的通行速度，让驾驶
员不会再频繁地停下来等红灯。

“所谓‘绿波带’，是根据信号灯间距以
及设计时速，在不延长信号灯时长的情况
下，通过优化配时，减少车辆等候时间，实
现‘一路绿灯’。”两江新区公安分局交巡警
支队指挥室副主任胡中立告诉记者，配时
中心目前已对辖区21条主次干道共77个
路口的绿波协调方案进行了优化，优化后
辖区全天延时指数下降7.14%、平均车速
上升6.31%。

胡中立介绍，接下来，两江新区交巡警
将继续发挥配时中心作用，进一步促进交
通数据融合，积极开展绿波网、重难点路口
治理等专项研究，不断提升交通管理服务
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让市民出行更顺
畅、更顺心、更满意。

两江新区建成全市首个交通信号配时中心

缓堵 智能＋人工生成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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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维灯 实习
生 胡梦）8月28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
政府新闻办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能源汽车环金佛山
178定向赛作为2023智博会系列活动之
一，将于9月1日至2日在南川举行。本
次赛事以“新赛道·新生活”为主题，旨在
合力打造精品赛事、推动产业生态提升、
丰富汽车运动文化，为智博会注入更多活

跃元素。
南川区区长施崇刚介绍，本次定向赛

是一项集产业、文化、娱乐、竞赛为一体的

平民化汽车体育赛事，共设有四项子赛事，
分别是新能源汽车能耗测评赛、机车骑行
定向赛、老爷车巡游赛和改装车展示赛。

四项子赛事于9月1日10时在南川区
同时举行，新能源汽车能耗测评赛将以“大
金佛山178环山趣驾”和工业园区线路为
赛段，其他三项子赛事则根据车型差异选
择部分路段作为赛段。

本次定向赛结束后，南川还将举行2
项配套活动，包括178环山趣驾潮流盛典
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生态提升
论坛。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新能源汽车
环金佛山178定向赛9月1日至2日举行

新闻背景

本报讯 （记者 夏元）市经信委8月28日消息称，日
前该委出台《关于推进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的指导意见
（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7年，全市工
业亩均增加值、亩均税收、单位能耗增加值年均增速分别达
到4.5%、2.9%、3%以上，研发投入强度年均提高0.08个百
分点，全员劳动生产率每人年均增加0.6万元以上。

按照《意见》，我市将充分发挥区县深化改革的主体作
用，上下协同联动，系统推进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同
时完善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坚
持正向激励、反向倒逼，提升全市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竞争
力。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市将实施亩均效益综合评价、推进
资源要素优化配置、提升集约节约用地水平、实施示范引领
改造提升。

另外，我市还将成立市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专项
工作组及办公室，有序推进政策制定、综合评价、结果运用
等，将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成效、亩均效益综合评价结
果与区县党政实绩考核评价、重大生产力优化布局、产业园
区提档升级等结合起来，形成区县赛马比拼、企业竞争发展
的氛围，同时持续提升制造业“亩均论英雄”改革数字化治
理水平。

推动“亩均论英雄”

5年内重庆工业亩均增加值
力争实现年均增速4.5%

施工作业现场。 （受访者供图）

8月28日，垫江县三合湖湿地公园，蓝
天白云与清澈的湖水交相辉映。

该县立足于群众对城市美好生活的向
往和需求，在重点建设2000余亩三合湖湿
地公园基础上，引入“未来之城”的概念，以

“一环连八区，一岛映八湾”规划布局，打造
集“休闲运动、健康旅游、生态科普”于一
体，“科技元素+智慧设施”相融合的现代
滨水智慧公园，使其成为一张亮眼的城市
名片和市民休闲打卡的好去处。

通讯员 龚长浩 摄/视觉重庆

垫江：

智慧公园秋意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