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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似伱民宿

加紧建设中的宿于·天池是何年民宿
龙门·璞村民宿正在完善基础设施

区文旅委供图

成片的黑糯玉米迎来丰收 本报记者 王彦雪 摄

紫黑色的玉米富含花青素，营养丰富

生活生活 热线电话04 2023年6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刘 宏 编辑：汤 静 美术编辑：熊国艳

中共重庆市渝北区委宣传部 重庆市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宣

重庆园博园
上万株向日葵绽放
本报讯（记者 欧云霄）近日，重庆园博园湿地

花谷内向日葵已全面盛开，在蓝天映照之下，黄色的
花朵格外鲜艳，成为这个季节最美的风景。

向日葵是一种美丽的夏季花卉，代表着温暖
和阳光，通常在夏季六月全面开放。向日葵的花
朵大而美丽、朝向太阳，积极向上的品格为人们所
颂扬。

目前，园博园湿地花谷内，向日葵正值最佳观赏
期，花期大概持续半个月左右。金灿灿的向日葵，摇
曳在绿野碧空之间，吸引了不少市民在花海中拍照
打卡。

除了向日葵外，湿地花谷内还有大片百日草向
阳绽放，五颜六色的花朵宛如一幅迷人的五彩画
卷。找一个天气适合的日子，到园博园赏花吧，看一
看五彩斑斓的夏日美景。

本报讯（记者 欧云霄）日
前，记者从重庆市城市管理局获
悉，为贯彻落实《重庆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市城市管理局联合市
商务委、市文化旅游委、市市场监
管局、市机关事务局等部门制定
了《重庆市一次性用品目录清单
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办法》自2023年 8月 1日起
实施，要求重庆市餐饮业、旅游住
宿业不得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鼓励使用易降解、可回收再利用
的绿色环保产品。外卖平台应积
极引导消费者减少使用一次性用
品。

《办法》旨在规范或减少使用
一次性用品，推进生活垃圾源头
减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办法》所称一次性用品，是
指在运营管理过程中向公众提供
的、由塑料或木（竹）材等制成的、
不以重复使用为目的的一次性餐
饮、旅游住宿用品等。具体而言，
我市餐饮业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
品，包括筷子、勺子、刀（刀具）、叉
子等；旅游住宿业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用品，包括牙刷（含牙膏）、梳
子、浴擦、剃须刀、指甲锉、鞋擦、
卫生袋、火柴、针线包9项物品；公
共机构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
包括纸杯、餐盒（含盖）、筷子、勺
子等。

据了解，我市餐饮业、旅游住宿业及公共机构将
在显著位置公布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目录清单。
文化旅游、机关事务等部门，依据职责分工负责餐饮
业、旅游住宿业、公共机构一次性用品目录的督促落
实、行业指导和咨询解释等工作；市场监管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做好相关工作；行业协会将不主动提供一
次性用品纳入行业规范，开展行业培训，加强引导和
行业自律。

□本报记者 欧云霄 通讯员 邹正

龙门·璞村正在完善基础设施、白云·粮粟
主体结构已完工、宿于·天池是何年计划今年
国庆建成试开放……6月的渝北，热火朝天的
民宿施工现场穿插在乡村美景中。近年来，渝
北民宿产业蓬勃发展，丰富了市民的假期休闲
生活，成为美丽乡村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民宿建设如火如荼

茂林修竹间，民宿棋布；绿树红花畔，游
人如织。时下的玉峰山美不胜收，目前，玉
峰山已建成慢屋·青麦、星空夜话、并瓦·两
生花、朵田间、陌野拾光里、泉似伱、山与湖
等精品民宿十余家。龙门·璞村正在进行装
修装饰以及完善基础设施，预计今年国庆节
开业，泉似伱和山与湖等新建成民宿已陆续
开始运营，另外还有多家民宿正在紧锣密鼓
地施工中。民宿的快速发展让玉峰山的旅
游从“看半天”向“玩一天住一宿”的模式转
变，不仅拉长了旅游产业链条，也让更多的
村民鼓了口袋，推动了乡村旅游产业提质升
级。

除了玉峰山的民宿，木耳镇的白云·粮
粟、洛碛镇的宿于·天池是何年等精品民宿
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中。其中，白云·
粮粟民宿主体已完工，正在进行基础装修，
民宿占地约 5 亩，建筑面积约 3000 平方米，
计划打造精品房间 12 间。宿于·天池是何
年目前完成工程量的 80％，计划今年国庆
建成试开放，项目将以“一池一带五区五泉”
为脉络，“微景区+民宿”为定位，打造集共
享文化客厅、农事活动体验、儿童休闲活动、
滨水休闲空间、电影夜游等业态为一体的精
品民宿。

“小民宿”撬动“大产业”

“小民宿”撬动乡村振兴“大产业”。民宿
产业不只是承载住宿与游玩的载体，更是现代
文化和本土文化深度融合的介质。自2021年
以来，渝北区文化旅游委依托独特自然风光、
生态环境和人文底蕴，通过有计划、成体系地
盘活利用城乡闲置资源，培育形成“标准化、
品牌化、产业化、品质化”旅游民宿体系，把旅
游民宿作为发展乡村旅游的重要抓手，不断创

新发展理念，加强政策扶持，用民宿“之火”为
乡村旅游输送“新鲜血液”。截至目前，全区
共有旅游民宿30余家，旅游民宿已成为渝北
区促进乡村振兴的新动力、发展乡村旅游的新
引擎、带动农民增收的新亮点。

提升内外颜值 做好“民宿+”

接下来，区文旅委将以“绣花”功夫打磨提
升民宿内外“颜值”，打造乡村精品民宿样板，
帮助群众实现“家门口”致富，激活乡村振兴

的内生活力。同时整合周边旅游资源，做好
“民宿+”文章，注重深挖各村落文化，丰富民
宿文化内涵，让渝北农村乡愁更浓。同时，以
城乡融合为目标，以发展乡村民宿为抓手，将
我区11个镇作为一个旅游产品，进行统筹整
体谋划，按5A级景区标准规划建设五大乡村
民宿集群，通过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市场共
推，实现品质共提，努力让精品民宿成为渝北
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和助力乡村全面振兴的
标志性产品。

机场候机可以吃火锅了
一批重庆老字号
在江北机场开业

本报讯（记者 杨青）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航站
楼也能吃到地道的重庆火锅啦！近期，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商业再添本土品牌新星，以渝味晓宇火锅为
代表的一批重庆本地老字号品牌店面亮相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为过往旅客提供地道重庆美食。

据介绍，此次最新开业的渝味晓宇火锅、徐鼎盛
民间菜、左婆婆扁担面三个山城老字号品牌，以组合
店的形式亮相T3A航站楼值机大厅5号门附近。

“黑珍珠一钻餐厅”渝味晓宇火锅创立于 1995
年，在全球有600余家加盟店，2014年登陆央视《舌尖
上的中国2》，获重庆市渝北区非物质文化遗产荣誉。
晓宇火锅全球首发首创3.0分层老火锅底料醇香地
道，严选食材鲜活有品质，更有养生番茄锅、野生菌汤
锅等特色产品，满足南北顾客不同口味和需求。

徐鼎盛民间菜则是在全国拥有超过100家实体
店的重庆老字号品牌，三道传承招牌菜鼎盛飞龙鱼、
鼎盛大刀烧白、鼎盛花椒骨制作技艺糅民间风味之
道，集百家之长，既有深厚本土气息，又具山城粗犷
豪放气质，在制作技艺上更是采用兼收并蓄融合手
法，系列菜系品类丰富。

左婆婆扁担面是凭借特殊制作技艺入选重庆市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重庆老字号品牌。自清末开
始，以“一根扁担横两肩，前灶后碗热面来”叫卖游走
于黄沙溪、朝天门等地，历经百年，传承有序。其明
星产品担担面工序复杂、制作考究，尤重麻、辣、鲜、
香，面条制作、高汤熬制、调佐料、配臊子、煮面等五
大步骤需经20余道工序，制作出的面条劲道顺滑，
口感细腻，佐料鲜美，风味独特。

《重庆市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实施方
案》提出，要立足巴蜀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坚持高
端化和大众化并重、快节奏和慢生活兼具，推动形
成区域消费中心共发展的新格局。在资源规划和
品牌引入中，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紧扣相关政策要
求，积极寻找、臻选具有山城特色的餐饮代表品牌，
旨在放大本土品牌影响力，同时满足不同层级的消
费需求。

随着一批各层次店面的开业亮相，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全球餐饮品牌聚集地”的打造已初见成效，
集群效应逐步释放，在为过往旅客提供卓越美食体
验的同时，也推动巴蜀文化守正创新，为促进重庆与
世界融合发展创造契机。

百花齐绽放 跑出加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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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彦雪）6月，走进渝北
区统景镇民权村，处处都是丰收的景象。该
村今年春季种下的百亩黑糯玉米进入集中
采收季，相比传统糯玉米，民权村出产的黑
糯玉米富含更多花青素和纤维素，营养价值
更高，备受市场青睐。

近日，记者在民权村看到，连片的玉米
郁郁葱葱，与人差不多高的玉米秆上挂满了
一根根沉甸甸的玉米棒。伴随着清脆的“咔
嚓”声，掰一个玉米下来，剥开外衣，颗颗黑
紫色的玉米浑圆饱满。

据悉，这批黑糯玉米品种为“黑糯
600”，是今年3月引进种植的。“黑糯600”
通体呈紫黑色，其花青素含量比普通玉米高

数倍。据介绍，其口感介于水果玉米和糯玉
米之间，甜而不腻、皮薄无渣，比普通糯玉米
更有嚼劲。

为什么会种植黑糯玉米？民权村党总
支书记李君告诉记者，“经过前期调查，我们
了解到黑糯玉米这一品种价值更高、效益更
好，年初经过村集体联合社研究，决定种植
这一品种，于是从原计划的400亩土地中拿
出100亩试种，其他300亩还是种植传统甜
糯玉米，眼下两种玉米都到了收获季节。”

李君介绍，眼下，黑糯玉米及甜糯玉米
都将进入集中采收期，根据前期预售情况来
看，还是不错的。“目前，我们这边销售以社
团采购和批发商采购为主，黑糯玉米价格为

4元/斤，甜糯玉米价格是3元/斤。按照估
算，这一季玉米采摘下来，黑糯玉米产量有
10万斤，甜糯玉米产量能达到20万斤，卖
出去后就都是村集体联合社的收入，年底村
民们还可以参与分红。”李君说道。

黑糯玉米的丰收带来了村集体经济收
入增加，目前李君正在招募村民，准备等天
气适宜后参与下一阶段的农忙。据他介绍，
参与农忙的村民均可以按照80元/天的标
准结算工钱，“在家门口就能挣工资”吸引了
不少村民报名。

据了解，目前，民权村的黑糯玉米、甜糯
玉米销售已经火热开展，感兴趣的市民可以
通过拨打手机：13500372983咨询。

统景镇百亩黑糯玉米喜获丰收
富含花青素，快点来买哟！

沉甸甸的玉米棒

重庆园博园内盛放的向日葵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