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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笔钱对我来说真的是雪中送
炭。”前几天，重庆禄成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总经理王成在璧山信用金融服务
平台上成功借款100万元，解了公司
的燃眉之急。平台在全市首创“政
府＋担保＋银行”融资新模式，企业借
贷100万元，最快3分钟便可搞定。

“以前就算中小微企业的信用好，
如果没有抵押物，我们也不敢轻易为
它担保。”重庆两山融资担保有限公司
副经理徐海迅说，中小微企业无抵押
物想要向银行贷款，很多担保公司都
会将其拒之门外。

王成就曾遇到过这样的窘境。往
年一到岁末年初，王成的电话就经常
被“打爆”：工人催着要工资，材料商追
着结尾款，而公司应收的工程款却要
等到春节前才能到账，公司面临很大
的资金压力。“我们也曾想过融资，但
因为公司的厂房和设备都是租的，没
有抵押物，融资屡屡碰壁。”王成坦言。

为了给中小微企业融资纾困，璧
山在全市首创了“政府＋担保＋银行”
融资新模式。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
公司代表政府设置5000万元建成“风
险资金池”，引导担保公司、银行共建
璧山信用金融服务平台。这样一来不
仅为担保公司、银行分摊了风险，也有
效引导了金融机构加大对中小微企业
的信贷投放力度。

“非常方便，所有操作都在线上完
成。”璧山区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董
事长张钦介绍，企业只需在“璧山信用
金服”网站上完成注册登录和企业认
证，平台会对企业的经营、采购、库存、
物流等数据进行智能分析，并将这些
数据作为对企业放贷的重要参考，“有
了大数据赋能支撑，企业通过平台提
交授信申请后，最快3分钟就能获得最
高100万元的借款额度。之后，企业
再提交借款申请，最快1分钟就能收到
借款。”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谢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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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商规模不断壮大

“我们以销售高山大米、红薯粉条
等农产品为主，主要销往江苏、广东等
地。”李红燕说，网店的回头客很多，家
乡的土特产通过电商平台走向了全
国。截至目前，袁驿镇电商孵化中心
已成功孵化电商店铺270余家，其中
单是袁驿村就有113家店铺，2020年
全村电商销售额高达1812万元。去

年9月，袁驿村被评为全国“淘宝村”
之一。

“农产品不仅不愁销路，价格也比
以前涨了不少。梁平柚、黄粑粑、袁驿
豆干、蔬菜、红薯粉条等特色产品通过
互联网销售到全国各地，让村民在家
门口就能增收致富。”袁驿镇电商孵化
中心负责人唐俊说。

梁平区商务委主任石思燕介绍，
近年来，梁平区一直将培养专业电商
人才放在工作的重要位置，通过引进
重庆梁平天华优博商学院，对电商创
业者进行涵盖网店运营、美工设计等
内容的全面培训；组织本地优秀电商
人才组成电商导师团队，入驻各孵化
中心，开展面对面、一对一的持续性孵
化指导，不断壮大电商人才队伍。

2020年，梁平区新培训电商专业
人才1500余人，辅助开设店铺500余
个，全区已有电商主体超过4200个、
店铺超过5000个，电商从业人员突破
10000人。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李子能卖完，靠的就是直播！”梁

平区曲水镇宝石村“网红”曹元波说，家
里70亩地去年产出了5万公斤李子，通
过直播卖向全国，收入近50万元。

“网红”的力量是巨大的，不仅自
家的产品不愁销路，还能帮助乡邻。

去年6月，荫平镇新威花椒种植基地
的花椒因产能过剩，叠加疫情影响，面
临滞销。曹元波得知情况后，在花椒
基地进行了一次现场直播，当天直播
观看量超2000万人次，价值21万元
的7吨花椒销售一空。

一根网线、一台电脑，连接城乡，
对接产销。梁平区不断加强基础设施
建设，优化电商发展环境，建成区级农
村电商公共服务中心1个、镇级电商
孵化中心8个、村（社）电商服务站170
余个，实现了市级贫困村、相对贫困村
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全覆盖。

同时，亿联·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
区一期项目已建设完毕并投入运营，
美团优选渝东北区域配送仓、京东物
流等企业纷纷入驻，已有电商、快递物
流企业共70余家，进一步完善了农村
电商公共服务体系和物流体系。

借助完备的基础设施，梁平区发
掘培育出的曹元波、曾庆贵、胡涛等一
批本地“网红”充分发挥“带货”作用。
2020年梁平区商务委共组织开展各
类直播带货活动80余场次，销售各类
产品1.2亿元。

培育手段不断出新
发展电子商务，不仅要开发新人

新店，也要充分挖掘传统行业的潜力。
重庆渝每滋俊杰食品有限公司以

前是一家传统的订单生产企业，近年
来梁平区引导公司引进电子商务高端
人才，培养电商团队发展线上销售，成
功在淘宝、天猫、拼多多、抖音等电商
平台开设店铺，产品销量在天猫商城
同类产品中排名前列。2020年公司
线上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成功申报
2020年重庆市电子商务创新融合发
展项目。

把传统特产培育成“网红”品牌，
是梁平区的又一策略。一方面对现有
知名品牌进行宣传推广，成功培育梁
平柚、张鸭子、奇爽、上口佳、渝美滋等
品牌50余个，初步形成梁平网货品牌
名录库。另一方面不断挖掘包装新

“网红”，2020年针对贫困村组，梁平
区培育出大米、李子、蜂蜜、葛根粉等
扶贫网货品牌12个，建立网货基地5
个。

消费扶贫的充分推进，也成为梁
平区电子商务发展的一大助力。去
年梁平区共整合各类扶贫资金 300
余万元，指导16个贫困村因地制宜发
展电商，培育发展扶贫品牌12个，建
成“梁平区消费扶贫在线”“梁平风
物”等电商平台，上架扶贫产品700
余种，全年通过多种渠道销售扶贫产
品2.3亿元。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石楚园

眼下正值蜡梅盛开的季节，在“中国蜡
梅之乡”北碚区静观镇，花农们正忙着剪切、
捆扎鲜切花，并按照不同规格打包装箱。通
过与互联网鲜花销售企业合作，这一束束蜡
梅将被销往北京、上海、广州等地。

“现在发出去的鲜切花规格是60厘米—
80厘米的，另外还有1.2米—1.5米的。我
们严格把控质量，要求每一束鲜切花都有8
枝，花苞数在200朵到300朵左右。”重庆丽

庭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销售经理辛国伟介
绍。

在此之前，静观花农大多是背着背
篓、拉着板车沿街售卖蜡梅鲜切花，销
售范围主要集中在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及周边区县，市场空间小、价格偏
低。对山村村民童明联家种了3亩地
的蜡梅，前些年每年的花都卖不完。

随着农产品全面进入电商时代，静

观镇的多家花卉企业与互联网鲜花销
售企业展开合作，花卉企业对当地花农
的蜡梅鲜切花进行集中收购，通过网上
下单、送货上门等服务，让静观蜡梅香
飘全国。今年仅靠着蜡梅鲜切花这一
项，童明联家便可收入近1万元。

静观的蜡梅香不仅飘到了北上
广，甚至收到了来自荷兰、法国、韩国、
马来西亚的海外订单。“截至目前，我

们一共带动100多户花农销售蜡梅鲜
切花，并保证每户花农的鲜切花都能
销售完毕。与前些年相比，每户增收
40%到50%。”辛国伟介绍说。

今冬的静观蜡梅鲜切花收购期将
持续到2月初，预计将有50余万枝蜡
梅“飞”往各地。“目前蜡梅种植的标准
化程度还不够高，下一步我们计划发
展标准化精品蜡梅种植园，进一步加
强与研发机构的合作，增加蜡梅花的
粘性，减少花朵脱落，并研发新的包装
技术，让更多静观蜡梅走出重庆。”静
观镇副镇长李亨东介绍。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田济申

“领到这笔钱，我们可以踏踏实实
过个年了！”南川区水江镇大顺村2组
村民陈明启高兴地说。最近，他领到
了企业拖欠的经济补偿金10850元，
他的109名工友也领到补偿金共计
602400元。

陈明启和工友能够这么快领到补
偿金，得益于南川区创新设立的工业
园区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他们“撑腰”。
2020年，南川区聚焦重要环节、关键
堵点、矛盾风险点等加大法治保障，行
政权力运行质量和效率大大提升，为
营商环境“硬核”护航。

群众评议“最难办事科室”
“如坐针毡、寝食难安，恨不得有

个地缝钻进去。”说起曾经两次上榜
“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榜单，南川区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不动产登记中心主
任吴小琴感到刻骨铭心。

不动产登记工作量大、政策性强、
矛盾突出、压力也大，工作人员有时带着
情绪工作，会出现服务态度不好、解释不
细致等情况。自打“上榜”之后，区不动
产登记中心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对标
对表进行整改，从一次性告知、预约上
门、绿色通道、跟踪服务等制度建设，到

“一窗式”办理工作方式，大大缩短了办

事时限。不仅如此，中心还推出了微笑
服务、设立“雷锋岗”等，提高服务水平和
能力，最终赢得了群众认可，摘掉“最难
办事科室”帽子。

“‘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行政权力
监督机制就像在干部头上悬了一把剑，
身后扬了一道鞭，监督效果立竿见影。”
南川区相关负责人认为。2020年，南
川区持续开展“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
并根据群众建议，首次将与民生紧密联
系的水电气企业纳入评议对象，评议涵
盖38个部门单位的105个科室。

通过定向评议、抽样评议、特殊
评议三种方式，全区选出10个最难办
事科室，公开评议结果，严格组织处
理，谈话提醒分管领导23人次，约谈
科室负责人3人次，彻底根治“冷、懒、
推、乱、贪”等现象，真正实现“零跑
腿”“最多跑一次”，营造了良好营商
环境。“最难办事科室群众评”行政权
力监督机制”从1847个区县脱颖而
出，荣评全国首批“法治政府建设示
范项目”。

责任事项清单提效率
除了服务态度好不好，行政效率高

不高、执法是否规范也是老百姓关注的
焦点。南川区全面贯彻落实行政权力

和责任事项清单制度，梳理编制公布全
区两级行政权力和责任事项清单4617
项、公共服务事项清单346项，并根据
梳理、调整后的责任清单，逐一编制行
政权力运行流程图或办事指南，在网
上、微信公众号和办事大厅进行公示，
规范工作流程，“倒逼”提升行政效率。

“这个责任清单好，上次我打电话
投诉，当天就得到解决。”市民李林
说。前不久，他家的烟草专卖零售店
因旧城改造突然由15档降为10档。
李林既困惑又生气，打了投诉电话。
接到电话后，南川区烟草专卖局马上
调查核实，原来是因为零售店房屋拆
迁导致系统自动降5级，便尽快为他
的新零售店恢复到了原级。

“按照责任清单，我们要求各单位
在行政许可、行政处罚决定作出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行政强制和其他对
外管理服务事项作出决定之日起20
个工作日内，通过区政府门户网站向
社会公布执法机关、执法对象、执法类
别、执法结论等信息，做到监督常态
化，防止行政不作为和乱作为。”南川
区司法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法律专家全方位护航
“要不是法律服务所给我们提供法律

援助，企业拖欠的经济补偿金不知要什么
时候才能够兑现。”领到赔偿金的陈明启
感叹。

去年受疫情影响，陈明启所在企
业效益下滑，110名工人依法解除劳
动合同。兑付工资后，企业无钱兑付
经济补偿金。设在园区的水江法律服
务所受区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指派，
免费为工人们提供法律援助，组织双
方达成调解协议，兑付了拖欠的经济
补偿金，不仅为群众解了难，还为企业
和政府分了忧。

南川区在全市率先指派律师入驻
区微型企业创业中心服务大厅，为微型
企业创业人员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合同
审查；组织12名律师成立工业园区“专
家服务团”，为企业投资融资、债权债务
等涉法重大决策或重大事务提出法律
意见建议，为全区168家企业复工复产
开展针对性“法治体检”；成立3个园区
调委会，组织3个基层法律服务所入驻
3个园区组团成立人民调解室，全天候
为园区及所属企业提供全方位的矛盾
纠纷调解和法律服务……一系列举措
为企业复工复产营造了良好环境，也
让更多企业感受到营商环境法治化的

“温度”。
通讯员 刘敏

1月25日，酉阳县车田乡小寨村，
村民在当地开设的苗绣作坊务工。“酉
州苗绣”是第六批重庆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被誉为“针尖上的国粹”。

目前，酉阳县通过设立苗绣作坊、开办
苗绣培训班，吸纳带动全县500多人实
现就业增收。

特约摄影 冉川/视觉重庆

一个村开出113家电商店铺梁平

行政权力运行提质增效南川

智能化刷脸设备、无接触电子支
付、远程云医院问诊……这里不是“三
甲”医院，而是九龙坡区“上星”的村级
卫生室。

铜罐驿镇双骑龙村卫生室主要服
务周边709户1639名群众，改造前药
品种类不多，在医护力量、医疗技术上
无法满足村民的健康需求，对于国家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推广和家庭医
生签约服务也力不从心。除应急配药
之外，有些药要去镇上甚至区里问诊后
才能买到，让村民们深感不便。

经过升级后，双骑龙村卫生室面
积扩大到 200 平方米，现有一医一
护。作为铜罐驿镇6家村卫生室中唯
一的“五星级”，除了壁挂式全科诊断

系统，双骑龙村卫生室还配备了远程
诊断设备、健康一体机，为辖区重点人
群体检、录入，并上传体检及随访结
果；完善了药品管理，设立了专门的药
房。

九龙坡区把星级村卫生室改造提
升作为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截至目前
共打造了31个星级村卫生室，其中8
所达到“四星级”标准，4所达到“五星
级”标准，今年力争建成6家“五星级”
村卫生室。下一步，九龙坡区将继续
加大行政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力度，
提升村卫生室信息化管理和服务水
平，为辖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
便利的服务。

九龙坡区融媒体中心 邬姜

九龙坡 村级卫生室展现“星”气质

忠县 新生港建设紧锣密鼓

配套设施安装、相关设备调试、附
属结构施工……新年伊始，忠县新生
港一期工程建设紧锣密鼓进行着。

新生港是重庆市核心港区之一，
为交通运输部批复的首个长江上游水
工结构万吨级码头。一期工程按照

“前港中仓后园、铁公水联运”规划，吞
吐量达720万吨。据项目承建单位重
庆中交新生港建设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介绍，目前建设工程进展顺利，可望
在今年上半年投入运营。

通讯员 孙兴成 摄

蜡梅鲜切花香飘北上广

渝中 石灰市建成首个“无废菜市场”
近日，渝中区石灰市菜市场通过评

估验收，成为重庆首个“无废菜市场”。
石灰市菜市场于2001年建成，凭

着规模大、价格实惠、种类齐全、菜品
新鲜，成为最受主城市民欢迎的菜市
场之一。去年10月，石灰市菜市场完
成提档升级，三层楼面干净整洁，种类
分区明确，除了销售肉类、水产、水果、
粮油等常规货品，还引入了日本中古
店、鲜花烘焙店、时尚餐饮店、特色小
吃店等业态，满足市民和游客的多元
需求。

新业态的增加，让逛街购物体验
感更好，但客观上也带来了更多的垃
圾。“每天产生垃圾约6至7吨。”石灰
市菜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菜市
场的商品吞吐量增加，加上新增了小

吃餐饮等业态，垃圾品种从较单一的
果蔬肉类又增加了高油高盐、水分多
的垃圾，“按照此前的处理方式，肯定
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为维护菜市场干净整洁，管理方
把废弃停车场改建为可日处理5吨厨
余垃圾的处理站，通过特有的处理设
备将厨余垃圾就地转化为营养土，制
成有机肥料进行售卖；塑料、纸质品二
次回收利用；其他垃圾交由合作的专
业公司统一处理。

数据显示，石灰市菜市场垃圾处
理站每年可处理厨余垃圾1825吨，可
产出约300吨有机肥，垃圾减量化达
到了90%以上，实现了垃圾资源化循
环利用处理。

渝中区融媒体中心 姚延洋

全区电子商务交易额较上年增长61%

“叮咚、叮咚……”电脑提示声
音接连响起，李红燕歇不下来，不停
地回复着网络另一端客户的咨询。

李红燕是梁平区袁驿镇石榴村
6组一名返乡创业农民工，也是淘
宝店铺“梁平电商助农”的老板。自
从去年开始通过网络销售当地的农
特产品，她整天忙碌又充实，一年下
来店铺销售额超过30万元。

在袁驿镇，还有许多村民和李
红燕一样吃上了“电商饭”。2020
年，整个梁平区的电子商务产业逆
疫情而行，持续稳定发展，全年完成
交易额72.3亿元，较上年同比增长
61%。

“手把手”服务

北碚

1月25日，大渡口区九宫庙街道九
怡社区，工作人员为老年市民激活医
保码。

近日，该社区在便民服务中心安
排专门人员为居民提供“手把手”激活
医保码、宣传电子凭证使用方法等服
务。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龙在全 摄

群众评议监督 责任清单倒逼

酉阳 针尖“非遗”促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