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渡口大渡口 五彩斑斓油菜花五彩斑斓油菜花
3月的春风，吹开了大渡口区跳磴镇石盘村金鳌山上的五彩

油菜花。紫粉、金黄、橘黄……密匝斑斓的花朵吸引了蝶舞蜂飞，
也引来众多市民游客踏春观赏。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龙在全 摄

大足大足 垂丝海棠花正艳垂丝海棠花正艳

8 日 ，大 足
中学内的垂丝海
棠争相绽放，吸
引市民前来赏花
拍照。大足区融
媒体中心 瞿波
蒋世勇 摄

3 月 9 日，梁平
区金带街道石燕村
的油菜种植基地，双
桂初级中学开展“学
生画春天 亲近大
自然”主题活动。老
师带着学生描绘春
天、放飞风筝，亲近
自然、乐享春光，提
高学生们认识美、发
现美 、创造美的能
力。

梁平区融媒体
中心 刘辉 摄

梁平梁平 学生画春天学生画春天 亲近大自然亲近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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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问题“到此为止”

“平安驿站是个综合平台，我们希望
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实现服务跟进在满
意前、调处化解在激化前、防范处置在萌
芽前、评估预测在工作前。”谈及“平安驿
站”建设的初衷，渝北区委政法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

金港国际商圈是两路片区最繁华的
地区，重大活动多、流动人口多、矛盾纠
纷多，维稳压力大、应急压力大、调解压
力大。为纾解社会治理难题，渝北区紧

扣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要求，创新打造
了“平安驿站”这个集市民咨询求助、法
治宣传服务、治安巡逻防范、矛盾纠纷调
处、应急救援处置、政策宣传教育等功能
于一体的基层平安建设联动平台。它整
合了相关部门、单位及社会组织资源，为
市民提供零距离、零时差、零收费的平安
与法治服务。

“群众在这里可以诉说烦恼，而我
们就是最忠实的听众。”自从1月15日

“平安驿站”对外开放后，副站长郑晓
玲每天都在这里值守。现在，周边市
民已经习惯有困难、有问题就到这里
来倾诉和寻求帮助。各类问题在这里
首接后，会有专人快速分类，公安、市
场监管、司法等部门归口办理；每周定
期梳理分析接收问题，视情况上报，为
街道定期研判提供参考依据；对受理
事件严格跟踪回访，确保问题处置有
效果、群众评价有笑脸，力求各类问题

“到此为止”。

用法治化解戾气

“驿站工作人员不仅专业，而且十分
用心，费心费力地帮我调解，让我打开了

心结。”今年2月，在“平安驿站”的一次
调解经历，让市民张先生对工作人员充
满感激。

张先生在商圈乘坐电梯时不慎摔
倒，事发后一直未与物业公司就赔偿问
题达成一致。为及时化解矛盾，郑晓玲
主动将张先生请到“平安驿站”。在驿
站，驻站律师给出专业建议，多方积极参
与调解，最终张先生与物业公司成功和
解，让这场持续了1个多月的纠纷画上
句号。

这样化戾气为祥和的故事，在“平安
驿站”每隔几天就会上演。为了将小矛
盾化解在驿站内，渝北区委政法委统筹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专职调解员、驻站律
师、商圈物业等，定人、定责、定时、定标
准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充分运用大
牛法律服务机器人、公共法律服务触摸
式查询一体机等智能化手段提供法律服
务，开展普法宣传，用法治为基层治理提
供有力支撑。

安全守护夜归人

在张先生眼里，驿站是打开他心结
的钥匙；在两路居民徐盛眼里，驿站则是

她晚归路上的“守护者”。“不管再晚这里
都亮着灯，就像家人为我留的，照亮了我
回家的路，也温暖了我这个打工者的
心。”徐盛说，自从有了“平安驿站”，晚归
再也不害怕了。

原来，为了确保24小时巡逻不断
档，驿站整合了两路派出所、商场安保、
网格员等组成“专职+兼职”的巡逻力
量，采用“车巡+步巡”的方式，实现辖区
24小时见警察、见警车、见警灯。同时，
武警巡逻11中队入驻驿站，每天有6—
8名队员站岗，开展不定时车巡。“平安
驿站”还接入两路街道辖区1000多路视
频监控，有效确保了辖区巡逻全覆盖、无
死角，极大地增强了群众安全感。

金港商圈“平安驿站”试运行一个多
月以来，共接待群众408人次，帮助群众
解决实际困难150人次，调解矛盾纠纷
15次，巡逻防控872人次，开展公共安
全宣传320余场次，得到群众的广泛好
评。今年，渝北区还将在有需要的重点
区域逐步建设10个左右“平安驿站”，以

“微治理”助推“大平安”。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王彦雪

“平安驿站”微治理探索初见成效渝北

忠县
“忠橙”常态化出口新加坡

继2020年“忠橙”代表重庆
柑橘首次直接出口新加坡后，今
年重庆首批25吨出口柑橘货柜
车于近日从忠县出发，标志着“忠
橙”出口新加坡的业务实现常态
化。

“忠橙”直接出口新加坡后，
受到当地客商的好评。为加快

“忠橙”出海步伐，去年10月，在
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管理局和
新加坡相关部门、企业通力合作
下，忠县与新加坡中华总商会、
新加坡企业中心、荣德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等客商通过视频连线，
开展“忠橙国际产销对接云上出
海活动”，与 10余家企业“云签
约”，建立了长期合作机制。去
年 12 月，重庆市中新示范项目

管理局举办“重庆—新加坡”农
产品贸易线上对接会，忠县以

“忠橙”作为重点产品，向 60家
新加坡企业进行了推介，并促成
订单。

“忠橙”是忠县柑橘产业的区
域公用品牌，有春见、爱媛、沃柑、
默科特等7个品种，品牌价值达
13.94亿元。2020年忠县柑橘产
量达 37.8 万吨、综合产值 37.75
亿元。据忠县商务委主任刘淑介
绍，去年出口到新加坡的是“忠
橙”中的沃柑、伦晚、不知火品种，
本次发往新加坡的品种是脐橙。

“忠橙”常态化出口海外，将为重
庆柑橘出口探索陆海新通道农产
品冷链物流经验。

忠县融媒体中心 伯华 彭宗秀

璧山
着力培育集成式创新创业“母体”

智能充电桩、银纳米导电薄
膜、AI广告门禁系统……走进位
于璧山的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
院中试平台，只见入孵企业工作
人员正加紧对新产品进行小批量
试制生产。这家成立不到2年的
研究院已成功孵化11家创新型企
业，无一例外都是清一色的“研究
院有限公司”。

“研究院突出‘金蛋孵金鸡、
老树发新枝、真经真修炼’三项定
位，统筹利用高校、科研院所等科
技资源，为科研成果提供全生命
周期孵化服务，有效推动了璧山
传统产业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
展。”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负
责人陈锦介绍说，去年10月，科学
城（璧山）创新生态社区作为研究
院的“升级版”已经正式投用，成
为璧山集成式创新创业的“母
体”。

重庆万泰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就是借助“母体”发展的公司
之一。该公司研发的几款新产
品曾经因为缺乏中试平台而无
法上市，错失了发展的先机。“入
驻生态社区后，我们利用产业研
究院的中试平台开展投产前试
验，加速了产品迭代，目前已走
出困境。”公司董事长刘宝玉说，
产业研究院还通过专项补贴支
持万泰公司开展技术攻关，在公
司取得光传感器和光电传感器
等发明专利后，又以专项补贴的
形式促进产业化转化，大幅提升
了公司的生产效率。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研究院是
璧山区建设3种不同类型的科技

创新平台的其中之一。近年来，
璧山牢固树立生态理念，坚持一
手抓研发创新、一手抓补链成群，
依靠价值链、利益链、科技链、金
融链、人才链“五大链条”有机耦
合，加快构建“1+3+N”科技创新
体系，优化创新闭环生态。具体
而言，“1”即打造大学城创新生态
区，借助重庆大学城创新资源，引
领人才聚集；“3”即从原始创新、
基础研究、成果孵化三个方向同
时发力，建好3种不同类型的科技
创新平台；“N”即推动若干企业自
主创新。

“在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中找定位，‘一区两群’发
展中找位置，在科技竞争领先一
步中找先机。”璧山区负责人介
绍，2020年璧山共计兑现新技术
企业、科技计划项目奖金1554万
元，孵化器、研发机构建设等奖补
资金2677万元，专利资助249.7
万元；95家科技型企业获得知识
价值信用贷款1.9亿元，累计发放
234笔知识价值信用贷款4.2亿
元；新引进高层次人才、前沿行业
创新人才1100余人。

种种措施让璧山创新创业环
境为之一新：新增科技型企业450
家、高新技术企业104家，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建立研发机构比例达
47%，新认定市级研发机构28家，
引进培育“创业黑马”等孵化器3
家，新培育申报市级重点实验室3
家……成为带动璧山区朝着经济
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
力。

璧山区融媒体中心 熊浩

潼南
大石桥水库下闸蓄水

潼南区大石桥水库日前正式
下闸蓄水，标志着水库由建设阶
段转入运行管理阶段。

大石桥水库位于潼南区古溪
镇河矮子桥上游550米处，是一座
具有农业灌溉、城区应急水源、场
镇供水及农村人畜饮水等综合效
益的中型骨干水利工程，也是西
南五省市骨干水源工程、市级重
点项目，总投资约6.5亿元。工程
于2016年2月开工建设，2020年

12月25日通过下闸蓄水验收。
大石桥水库下闸蓄水后，将

结束潼南城区单一水源的历史，
解决龙形、桂林4个镇街8万余
人、7万余头牲畜生产生活用水，
改善4个镇街 22个村 4.24 万亩
耕地灌溉用水问题，形成 3.2 平
方公里的水域面积和近60公里
的环库水岸线，为潼南区实施乡
村振兴提供了坚实的水利保障。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徐旭

彭水
小小绣花针“挑”起扶贫重担

3月5日一大早，家住彭水汉
葭街道沙沱社区的罗小莉把女儿
送到学校后，来到荣玉苗家刺绣
工艺品开发有限公司苗绣非遗扶
贫工坊，拿起绣花针熟练地开始
刺绣。

罗小莉是善感乡龙纲村人，
儿子在县城上初中，女儿上小
学，丈夫外出在工地上干活。罗
小莉来到县城租房陪两个孩子
上学后，想在空余时间找份工作
增加收入，但不是有技能要求，
就是时间不将就，这让她一筹莫
展。

去年6月，罗小莉得知非遗
扶贫工坊可以免费培训苗绣，加
上自己也爱好做针线活，于是报
名参加了非遗苗绣培训班。经
过培训合格后，罗小莉成为了签
约绣娘。

“按10元/时计工资，上班时
间很灵活，一点儿也不影响接送
孩子，中午还免费提供午餐，一
天最多能挣 80元。”罗小莉说，
在这里上班很舒心，目前有5000
多元的收入，补贴一家人的生活

没有问题。
在蚩尤九黎城景区苗绣展

馆，张小容正在给体验苗绣的游
客讲解针法，她也是非遗苗绣培
训的受益者。接触苗绣才两年
多，张小容便从一名普通学员成
长为培训老师。更重要的是，她
用手里的小小绣花针“挑”起重
担，使原本贫困的一家人脱了
贫，还被市妇联评为“最美巾帼
脱贫户”。

在彭水苗绣非遗扶贫工坊，
像罗小莉、张小容这样的签约绣
娘还有不少。不能在工坊里上
班的绣娘，还可以将半成品拿回
家，农忙时下地干活，农闲时拿
起针线，作品绣好以后有公司按
效果进行回购，足不出户就能创
收。

自2018年以来，鲁渝共建非
遗扶贫“彭水苗绣”培训项目已
投入资金235万元，建起两个彭
水苗绣非遗扶贫工坊，培训学员
639人，其中贫困户374户、残疾
人10人。

彭水县融媒体中心 廖唯

这是一个有“魔力”的空间，纠纷在这里止息，戾气自这里消
散，安全感从这里延伸——

脱贫夫妻上大学万州

两年前，许传良从来没想过年近半
百的他和妻子丁运淑能走进大学校门。

不满足的脱贫户

因妻子患心脏病，手术治疗花费
10余万元，再加上要供两个孩子读书，
许传良一家在2013年成了万州区白土
镇大林村的贫困户。驻村工作队引导
许传良种李子、搞养殖，为他安排公益
性岗位……2015年，许传良家脱了贫。

摘掉了“贫困帽”，日子慢慢好起
来，但许传良心里总觉得缺了点啥。
他翻来覆去细想了很久，发现自己并
没有过硬的技术，也不懂经营，更没有
发展新产业的能力。驻村干部知道了
他的心思，动员他报考大学。

“考大学？”许传良愣了一下，那不

是孩子们的事吗？一把年纪了还能上
大学？经过驻村工作队的仔细讲解，他
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为了给乡村振兴培养新型职业农
民，大林村的帮扶单位重庆三峡职业
学院于2019年4月在村里成立了乡村
振兴学院白土分院，根据当地的产业
发展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训。后
来，依托国家高职院校扩招的契机，学
校又在这里设置了大专学历教学点，
鼓励当地符合条件的村民报考读大
学，对农民及农村从业者实施系统教
育，提高他们的职业素质和技能。

半百夫妻进校园

“有大学文凭，不仅学费由政府垫
付，还有国家助学金。”驻村工作队员的
一席话让许传良和丁运淑动了心。

2019年新学年之前，两人兴致勃
勃来到学校，参加入学考试。2019年
10月，夫妻二人拿到了梦寐以求的录
取通知书，正式成为重庆三峡职业学
院农业装备应用技术专业的大学生。

最初几节课要在位于万州城区的
校本部上，一把年纪的两人放下锄头穿
上正装，拿着书本和十八九岁的年轻娃
娃一起走在校园里，颇有点格格不入。
进到教室后，他们特意选了个后排不起
眼的座位坐下，认认真真地听课、记笔
记。

亲友们跟许传良夫妻俩开玩笑：
“一把年纪了还跟娃娃一起读大学，好
意思不？”“有啥子不好意思，年纪大一
样可以搞学习！”许传良把头一甩，径直
走开。

许传良说，选择读大学，一来是为

了圆年轻时没有完成的“大学梦”，二来
是发现现在要在农村搞产业，光靠经验
不行，必须要有文化、懂技术、懂管理、
懂经营、懂政策。

乡邻争相考大学

为方便农民学生学习，学校采取网
上教学和送教上门的方式，方便学员半
农半读。许传良夫妇白天忙着干农活，
晚上忙着上网课。

去年8月，正是大林村水稻收割的
时节，学院把收割机开到了大林村的稻
田里，授课老师边讲边做，学员们边听
边学。没多久的功夫，善于钻研的许传
良便能独自开着收割机帮合作社收稻
谷了。等水稻收割完，一结工资，挣了
3000元。拿到钱的许传良笑得合不拢
嘴，给亲友们报喜：“你们看，读大学还
是有用处吧，这么快就见效益了。”

受许传良感染，越来越多的乡邻学
习热情被激发。如今大林村已经有12名
农民通过了考试，成为了大学生。

三峡融媒体中心 应凤林 荣腾龙

最近，在渝北区繁华的金港国
际步行街上多了一个玻璃房子，门
头上写着“平安驿站”。忍不住好
奇走进去的市民发现，这个不足
100平方米的小屋有“魔力”，能让
进门时愁容不展的人，出门时眉开
心宽。渝北区整合多方力量在全
市首创的基层平安建设联动平台，
成为24小时守护群众平安与幸福
的港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