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旅副刊部：63907236 理论评论部：63907228（传真） 视觉影像部：63907227 要闻编辑部、本地新闻编辑部：63907179（传真）/63907186 融媒体编辑部：63907117 全媒体营销中心：63907707 63907714

2023年6月6日 星期二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乔宇

4

②

观音桥商圈将提质扩容打造消费新地标
日前，经市政府批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公开出让观音桥组团I分区
I07-3、I08-2、I08-3、I11-1、I12-1
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委托重
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出让。5
月31日，通过竞拍的方式，华润置地
公司以42.6亿元的总价竞得了该宗土
地使用权。该地块计划打造消费新地
标。

139亩土地拍出42.6亿元

据江北区观音桥商圈开发建设有
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地块属于江
北区电测村棚改项目。该项目总面积
899.25亩，2021年12月一期出让99亩
土地，本次二期出让139.81亩土地，总
计容建筑面积约30.12万平方米，实现
土地出让收入42.6亿元。

竞拍要求高。这次竞买人要求或

其上级控股公司、上级控股公司的子公
司（含子公司的控股下级公司）须已在
中国（含港、澳、台地区）全资持有运营
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以上的商业建
筑项目，且持有运营时间不少于10年。

运营要求强。要求竞买人是商业
管理运营服务品牌（包括自有或引入）
为太古里、恒隆广场、SKP、万象城、中
環、印象城、龙湖天街、K11等知名品牌
之一。取得土地后，江北区政府对上述
商业管理团队引入进行监管。

最终，该地块由华润置地公司以楼
面单价14142元/平方米，42.6亿元的
成交总价摘得，溢价0.85%，较电测村一
期成交楼面单价12430元/平方米上浮
14%。

新场景、新业态带动新消费

目前，观音桥商圈日均人流量超

50万人次，今年“五一”期间单日最高
人气突破90万人次，全国商圈热度指
数位列第三、全市第一。

3月26日，全市首个百亿级顶级商
业综合体中環万象城顺利开建；5月20
日，金源不夜城方圆·LIVE盛大开业，

开业当天客流即达到15万人次；重庆
时代中心将携手远东集团打造8万方
国际旗舰购物中心，实现从传统百货向
3.0版购物中心升级跃迁；北城天街、星
光68启动升级改造……这一系列新动
作表明，观音桥世界知名商圈建设正驶
入快车道。

江北区商圈办负责人表示，在观音
桥商圈1.5平方公里核心区内，聚集了
梵克雅宝、路易威登等近30个全球顶
级高端品牌，200余个国际知名潮奢品
牌，300余个区域首店、旗舰店，潮流品
牌密集度全市领先。2022年实现社零
总额 570.3 亿元，销售总额 3218.1 亿
元、增长13.1%。

打造重庆首个百亿级商业综合体

电测村片区是观音桥商圈实现面

积、流量、销售额“三个翻番”的主要载
体，开发总量约58万平方米，开发建
设总投入约138.1亿元。

其中，电测村一期中環万象城是
江北区重点打造的重庆首个百亿级商
业综合体，由香港置地、华润置地共同
投资打造，商业面积约17万平方米，
计划联手国际高端消费品集团，打造
集知名品牌、艺术人文、空间美感等于
一体的重庆高端消费新中心，建成后
将实现年销售收入100亿元。

江北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该地块将和中環万象城一起，商
业紧密相连，资源共享，为观音桥迈
向世界级商圈、江北区培育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首选区提供了强有力
的土地要素保障。

高绮

观音桥商圈将集聚高端消费资源，加速实现面积、人流量、销售额“三个翻番”摄/唐安冰

00后女大学生
回村养猪视频

扫一扫 就看到

本报讯 （记者 黄熠）6月
5日，重庆昇之云大数据产业园
项目开工典礼在潼南区举行。该
项目作为重庆市级重点项目，将
推动形成多元化数字产业集群，
为落户企业提供丰富的数字化应
用场景，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大数据产业+产业互联网+区
域产业+人才实训”融合发展区
域算力中心。

重庆昇之云大数据产业园项
目位于潼南高新区循环经济产业
园。该项目预计总投资25亿元，
规划建设10000架机柜、超12万

台高性能服务器的高性能数据中
心及科技产业孵化区。建成后，
可承载大数据、人工智能、智能制
造等企业100余家，提供就业岗
位1000个以上，实现年产值约
10亿元。

作为潼南区打造成渝中部
数字经济新兴高地的重大基
地，该产业园具备云计算、海量
存储、异地灾备等功能，可满足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大数据发
展、数字经济发展、产业融合等
发展需求，助力“东数西算”工
程。

重庆昇之云大数据产业园开建
将推动形成多元化数字产业集群

本报讯 （记者 韩毅）6月
5日，来自市文化旅游委消息，由
世界节庆协会（IFEA）主办的

“2023亚太旅游节庆城市颁奖典
礼”近日在韩国举行。重庆凭借
魔幻璀璨的都市夜景、活力十足
的夜间经济，与澳大利亚悉尼、韩
国统营共同入选“2023亚太三大
旅游节庆城市”。

世界节庆协会（IFEA）是全
球颇具影响力的节庆（节会）行业
组织，创立于1956年，总部位于
美国爱达荷州博伊斯，在全球设
有8个分支机构，拥有3000余家
专业会员单位。作为世界节庆协
会（IFEA）品牌项目之一，本年度

“亚太旅游节庆城市奖”，聚焦“旅
游夜经济”主题，共吸引8个国家
32个候选城市参与评比。

重庆独特的地形气候、山水
景观、人文特质为发展旅游夜经
济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近
年来，重庆紧扣“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建设目标，创新推出“大城
细管、大城智管”科学治理举措，
印发实施《关于加快重庆夜间经
济发展的行动计划》，聚力打造
一批夜间经济聚集区、核心区、

示范区，以及夜游、夜景、夜秀、
夜读、夜市、夜娱、夜养等夜间特
色消费新场景，持续做靓“不夜
重庆”城市品牌，加快构建商旅
文体融合的“1+10+N”夜间经济
发展格局，夜间经济发展取得显
著成效，连续3年荣登“中国城
市夜经济影响力10强城市”名
单榜首。

世界节庆协会亚洲分会会长
郑钢焕表示，近年来，重庆在国际
旅游市场中的表现十分抢眼，“山
水之城”“魔幻之城”“不夜之城”
等城市名片日益响亮，特别是在
差异化打造夜间经济城市IP等
方面让人印象深刻，获得世界节
庆协会“2023亚太旅游节庆城市
奖”可谓实至名归。

市文化旅游委相关负责人
称，接下来，我市将着力打造“重
庆味、国际范”的不夜城，不断
提升重庆对外交往活跃度、城
市品牌知名度和城市经济外向
度，聚力打造中西部国际交往
中心、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世界
知名旅游目的地，加快建设国际
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现代
大都市。

重庆入选
“2023亚太三大旅游节庆城市”

本报讯 （记者 彭瑜）6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江津区
2023年第二季度重点项目开工
竣工活动获悉，当天该区103个
项目开工竣工，总投资204.3亿
元，涵盖科技创新、数字经济、消
费品工业、装备制造、汽车摩配，
以及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等多个行
业和领域。

62个开工项目总投资139.4
亿元，有半导体存储颗粒加工贸
易等39个工业类项目、科学城江
津片区研发创新中心等8个三产
项目、燕子岩隧道暨江泸高速连
接线等15个基础设施类项目；41
个竣工项目，完成投资 64.9 亿
元，包括力耘智能医药装备总部
基地、尚峰科技汽摩产业园等31
个工业类项目，预计2023年可实
现产值37亿元，达产后可实现年
产值80亿元。

“本次开竣工项目突出三个
重点。”江津区相关负责人介绍，
一是突出科技创新赋能，科学城

研发创新中心、科学城会展中心
等11个科技创新项目总投资达
46.6亿元，占投资总额的22.8%；
二是突出产业集群发展，此次开
竣工项目中，有光伏产业、智能网
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航空
航天产业等75个优质产业集群
发展项目，总投资达110.2亿元，
预计达产后年产值可达150亿
元；三是突出城区重大基础设施
建设，23个基础设施项目总投资
达65亿元，特别是燕子岩隧道暨
江泸高速连接线项目建成后，将
实现江泸北线高速公路与滨江新
城无缝连接。

记者了解到，科学城研发创
新中心将建设集科研和生产制
造为一体的创新综合体，是西部
（重庆）科学城规模最大、配套最
完善、建设标准最高的研发产业
集群；科学城会展中心将是西
部（重庆）科学城首个会展项
目，建成后将成为江津区的城
市新地标。

江津区103个项目开工竣工
总投资204.3亿元

□本报记者 刘冲

袁滨火了。今年4月，“重庆00后
大学生回村养猪”等话题冲上热搜，获
得了近千万浏览量，一时间占据了微博
上重庆同城榜单第一。

5月26日，袁滨在梁平区明达镇天
台社区一家养猪场忙碌。她说，原本只
是想在网上简单记录和分享养猪工作，
没想到短短几个月，短视频和直播就收
获18.6万点赞，还为养猪场引来了千名
客户和上百万元的投资项目。

袁滨是重庆城市科技学院工程管
理专业一名大四学生。有了这段经历，
她自信地做出了新的职业选择：“毕业
后到农村去养猪！”

学工程管理的她成为
网红“养猪女孩”

在22岁以前，学工程管理的袁滨
有着和当前全然不同的人生规划：到
主城的大企业当工程师，每天在写字
楼、建筑工地来回奔忙，过着都市白领
的生活。

去年10月，袁滨在一家建筑咨询
公司找到了工作。“初入职场处处碰壁，
有专业知识却派不上用场。”袁滨回忆
道，这样的生活持续到2023年春节的
一个晚上。彼时，袁滨对未来的生活有
些茫然，男友调侃道：“我的家乡天台社
区有2000多头规模的猪场，你不如回
家养猪。”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这句话让
她眼前一亮：猪场已经营8年，有2000
多头猪，养猪也可以成就一番事业。
于是，今年2月，即将从工程管理专业
毕业的袁滨，选择回到农村，进入养猪
行业。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养猪场的环境
又脏又臭。袁滨并非出身农家，她对养
猪一窍不通，但既然决定养猪，她做好
了吃苦准备。

可第一天上班，她就感觉有些吃不
消：顶着臭气挨个猪圈巡场、喂食、打疫
苗……一天工作下来，她累得抬不起胳
膊。

袁滨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在
接下来的工作中，她还经历了被上百
斤的猪踩脚，拍视频被猪咬这样的囧
事，但她都咬牙挺过来了。3个月下

来，她对养猪已经“初窥门道”：圈内哪
只猪爱打架需要及时“劝和”、哪只猪打
疫苗反抗激烈需要提前固定等，她都了
然于胸。

“这个猪圈里有一只猪很聪明，时
间久了它就认识我了。”袁滨说，只要
自己一路过，猪就会凑过来跟她“打
招呼”。正因为工作中不断有这些“小
确幸”，她慢慢地从养猪工作中找到了
乐趣。

而这一切，袁滨都通过短视频记录
分享到了网络。除了赞誉，她也看到很
多反对的评论：“大学生为什么去养
猪？”“难道养猪要干一辈子？”

面对这些不同的声音，袁滨十分
坦然：“这些质疑我都能理解，我选择
了一份自己喜欢的职业，这才是有意
义的事。”

当父母得知袁滨要去养猪，鼓励她
说：猪肉大家都吃，养猪起码不会失
业。支持她大胆用心去做，这让袁滨更
坚定了决心。

短视频带来的流量让
2000多头猪找到销路

一个即将毕业的女大学生养猪，给
猪场带来了新的景象。

起初，袁滨注册了短视频账号用于
分享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没有想过会有
人关注，但分享的养猪短视频上传后，
出人意料地“出圈”了。

今年3月，袁滨的一条短视频首次
突破百万浏览量，获得了 1.4 万的点

赞。在这条短视频里，她身穿防护服，
抱着一头小猪，露出灿烂的笑容。

这条短视频让袁滨意识到，她在无
意之中，已找到短视频“出圈”的“流量
密码”：自己的大学生身份和返乡养猪
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是吸引网友的最
主要原因。

她转念一想，既然养猪场线下销售
容易受到市场波动影响，能不能通过短
视频带来流量，拓展养猪场的销路？

她将想法和大伙一讲，养猪场的工
作人员却很不以为然：“喂猪都忙不过
来，哪还有闲心去拍什么短视频？”猪场
附近的养殖户也觉得是年轻人“瞎胡
闹”，不愿意配合。

袁滨并没有作罢，坚持将短视频列
入“工作计划”，购入支架、补光灯，自己
拍摄，让2000多头猪“触网”：拍摄养猪
日常工作、直播讲解养殖技术、通过电
商拓展各地销路……

紧接着，第二条短视频“大四毕
业，22岁我的青春值1000头猪”发布
后，先前以为她很快会放弃的网友，看
到了这个扎根农村的“养猪女孩”的坚
持。人设立起来后，更多人关注到她
在“养猪赛道”上的刻苦努力和追梦热
情，纷纷留言支持，短视频也收获了
1.3万点赞。几个月时间，她的短视频
逐渐从只有几个人观看，到拥有2.3万
粉丝。

同时，她惊喜地发现，第二条短视
频爆火后，她收到上千条私信，有人想
买猪，有人想投资猪场……通过短视频
和电商平台营销，她一个月就成功出售

猪崽400余头，周边区县4位客户已经
预付货款，上百万元的投资项目也找到
了她。

如今，猪场2000多头猪都找到了
销路，比传统的销售模式效率翻了数
倍，预计综合销售额将超过400万元。

袁滨的业绩让养猪场的工作人员
惊讶不已：都在养猪，都在刷短视频，这
个初入行的小妹儿短短几个月怎么就
能让猪卖得快、价格高？

袁滨不仅自己养猪，她还免费提供
猪崽，带动当地30余户村民一起养猪，
手把手教他们通过短视频、电商平台销
售。一些尝到甜头的养殖户颇为感慨：

“说起养猪，还是要把视频发上网才卖
得好！”

养猪也可以成为年轻人
的职业选择

到目前为止，袁滨直播超过40场，
为猪场带来10多笔订单，下定决心从
事养猪行业的她索性将直播间改名为

“清晨叫醒我的是梦想也是猪。”
对于未来，她还有着自己的计划，

在现有养猪场的基础上扩建全新的现
代化养猪场，改变脏、乱、臭的养猪环
境。“对年轻人来说，养猪也可以是一份
体面的职业。”袁滨说。

1个月前，袁滨和男友选准了新的
发展方向：结合生猪养殖发展香肠、腊
肉加工。为此，他们专门前往城口县

“拜师学艺”，第一批试制品出炉后，收
获了一致好评。

袁滨计划着今年6月，在当地建一
间上千平方米的猪肉加工厂，将自己和
周边养殖户饲养的生猪加工成腊制品，
通过短视频电商平台直播出售，形成良
性循环，打造自有品牌。

袁滨的梦想还不止于此。
她注意到，现在农村年轻人回乡的

不多，但她分享的短视频带动了很多年
轻人跟她一样想回村养猪，“他们被纯
粹的喂猪生活和农村乡土风情吸引，我
也想用自己的经历带动更多年轻人返
乡，成为‘新农人’。”

“我的‘新农人’生活才刚起步，农
村一方天地也可以成为年轻人的职业
舞台，我要继续做一个快乐的‘养猪
人’。”袁滨说。

重庆00后女大学生袁滨回村养猪——

短视频分享“养猪经”引来订单和投资

袁滨（右）在养猪场工作。 （受访者供图）

（上接1版）
找准问题，是推进主题教育的关

键切入点。为确保调研检视取得真正
实效，市委政法委、市法学会组建了18
个调研小组。连日来，各调研小组下
沉城乡一线，深入到全市41个行政单
元的农村、社区、企业、学校、商圈、执
法司法部门等基层单位，通过面对面
交流、进村入户走访、召开座谈会、发
放调查问卷等形式，开展实地调研检
视。

5月31日，市委政法委调研检视
小组来到大渡口区。他们深入到建胜
镇百佳园社区，与民警、人民调解员等
交谈，与社区群众面对面话家常、听诉
求，了解社会治安、矛盾纠纷排查化
解、未成年人保护和犯罪预防等工作
开展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现场研
究解决落实方案，并举一反三解决共
性问题。

一个下午，调研检视小组就梳理
汇总问题10余条，总结归纳群众就矛
盾纠纷多元化解立法、基层平安创建
等提出的可行性意见建议 6 条。“调
查研究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我们要用
好党的这个传家宝，努力创造经得起检
验的成果成效。”市委政法委基层社会
治理处处长倪洪亮说。

在九龙坡区，另外一个调研检视小
组走访了街道综治人员、面馆经营者。
现场，大家围绕社会治安重点地区和突
出问题整治、大型商业综合体安全管
理、政法机关服务保障企业高质量发展
等，敞开话题聊困难、寻办法、解问题，
征集来自实践一线的相关意见建议17
条。

“通过学习、调研，我深切感到特
别需要深入思考、深入研究怎样更好
地运用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解决制约
政法工作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升执法

司法质效和公信力，切实提高履职水
平。”市委政法委智能化建设处处长王
辰光说。

目前，各调研检视小组已走访调研
基层单位 264个，召开座谈会 137 场
次，实现对全市所有行政单元全覆盖，
推动解决问题62个，并就矛盾纠纷大
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行动、未成年保
护和犯罪预防等6项重点工作推进中
的差距不足，查找问题漏洞、分析研判
风险、提出针对性措施，形成初步报告
22份。

“用好调研检视成果，解决一批‘老
大难’问题，健全完善一批政策制度，复
制推广一批经验做法。”市委政法委有
关负责人介绍，聚焦群众关心社会关
注、多跨协同、高频事项，我市强化“除
险清患”综合研判机制，通过每日“渝快
政”扁平化调度，今年以来预警调度突
出涉稳风险事项556件次，并建立平安

稳定问题清单。同时，我市还深入开展
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起底大化解”专项
行动，排查矛盾纠纷137790件，化解率
94.5%，集中攻坚化解易引发“民转刑”

“民转命”等领域矛盾纠纷。深入开展
重庆市“莎姐守未”未成年人保护和犯
罪预防专项行动，形成总体方案和5个
子方案。

风险闭环管控机制不够健全、平安
稳定问题量化细化清单化不够、基层基
础工作较为薄弱……在市委政法委主
题教育问题清单台账上，存在问题、整
改措施、目标时限、负责人等均一一列
明。

“在前期查找基础上，进一步梳理
出8个方面的12个问题。”该负责人说，
目前，均已建立整改台账，将定期更新、
打表推进，着力推动调研检视、落实整
改往真里走、实里走，以实际成效检验
主题教育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