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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亚同

高校职校毕业生到农民专业合作社就
业视同基层工作经历；政府投入项目同等
条件优先安排或委托合作社实施……修订
后的《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有了不少新变化，8月25日，市人大常委会
办公厅召开新闻发布会，市人大常委会法
制工委、市人大农委、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
责人对《实施办法》进行了解读。

《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办法》已经市五届人大常委会
第三十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将于今年9月1
日起施行。

适应上位法修改，解决合作
社发展中新问题

市人大农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原《实施
办法》自2011年施行以来，促进了合作社的
快速发展，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由1.34万
家发展到3.73万家，农户参合率达44%。

为适应合作社法修改，解决我市合作社
发展中的新问题，总结固化改革试点成功经
验，市人大常委会对《实施办法》予以修订，
删除了很多与上位法重复的条款，新增很多
便于实施的具体规定。

如，上位法仅规定了合作社农民成员的

比例，但未规定农民成员的身份如何认定。
《实施办法》规定，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证书、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或者林权
证、成员所在地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居）民
委员会出具的证明，可以计入农民成员比
例。

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工委有关负责人介
绍，《实施办法》新增了示范社建设内容，规
定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加强示范社建设，完
善评定标准，提升合作社质量；提出建立健
全辅导员制度，完善辅导员选聘、培训、考核
等制度，充分发挥辅导员作用提升合作社业
务能力；明确了鼓励和支持供销合作社、企
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等主体领办创办或加
入农民专业合作社。

毕业生到合作社就业享受基
层就业相关政策待遇

为推动我市农民专业合作社高质量发
展，《实施办法》围绕健全体制机制、优化运
行管理、完善扶持措施等方面，提出许多定

位准确、便于操作的具体规定。
针对合作社人才紧缺现状，《实施办法》

规定，人力社保、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将合
作社人才队伍建设纳入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工程；鼓励和支持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毕业
生到合作社就业，应聘任职的，享受国家和
本市规定的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到
基层就业的相关政策待遇；国家机关、事业
单位在招录人员时，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毕
业生具有农民专业合作社两年以上工作经
历的，可以视同基层工作经历。

《实施办法》还明确，合作社可以作为农
业农村建设项目的实施单位，但应当具备相
应的资质条件。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政府
投入的相关项目，可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
或者委托合作社实施。

针对合作社运行中的不规范问题和潜
在风险，《实施办法》从成员罢免、财务管理、
合并等方面予以了细化规范，引导其健康发
展。针对有的合作社财务制度不完善、财务
管理不规范等情况，《实施办法》要求合作社
设置会计账簿，配备必要会计人员或委托代

理记账，进行会计核算。

力争2025年三级示范社达
3000家以上

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
2021年，全市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达324.6
万户。合作社发展实现了所有农业产业全
覆盖，以种养为主，占比76%以上。广大农
户加入合作社，通过合作化、集约化生产和
经营，改变了过去分散“小农”经营的格局，
提高了农业效益。

《实施办法》修订施行，标志着全市农民
专业合作社发展进入新阶段。

下一步，我市农业农村部门将加大示
范建设，培育一批制度健全、管理规范、带
动力强的示范社，力争2025年，国家、市、
区县三级示范社达到3000家以上；加强辅
导员队伍建设，实施好“千员带万社”三年
行动，全市培养1000名辅导员；采取多种
方式开展农民合作社人员培训，提高运营
管理水平。

重庆农民专业合作社达3.73万家 农户参合率44%
相关部门解读《重庆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办法》新变化

本报讯 （记者 夏元）8月25日，市政府新闻办举行发布
会，发布2022智博会成果，介绍这些年智博会举办情况，同时向
全球发出2023智博会邀请。

会上，市委常委、副市长陈鸣波介绍，2022智博会采取线上
线下相结合、以线上为主的方式举办，呈现聚焦年度主题、聚合
八方智慧、把握前沿科技、深化开放交流、创新办会模式等特点。

本届智博会有100多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发布，
线下呈现156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大会首设主宾省并由四川
省长期担任，专设新加坡国家智慧展厅，来自19个国家和地区
的665家国内外单位参展，线上集中签约重点项目70个、总投
资2121.1亿元，展会吸引846万人次线上观展。

这些年来，智博会累计举办各类论坛160余场次，举行发布
活动433场次，发布33项新技术、164项新产品、136项新场景、
65项新成果。借智博会平台，重庆集中签约项目323个，已到
位资金1310.6亿元，158个大数据智能化项目落地实施，数字经
济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提升为27.2%。

2022智博会发布成果
2023智博会再相约

□新华社记者 赵丹丹 孟含琪

2020 年 7 月 2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团山街道长山花
园社区，了解社区党建、基层治理、为民服务
的情况。时任社区党委书记吴亚琴告诉总
书记，近年来他们构建起社区党委－网格党
支部－庭院党小组－楼栋党员家庭户“四
级”党建网络工作体系，以及网格长、楼栋
长、单元长“三长”管理体系，把社区治理和
服务延伸到了最基层。总书记勉励社区工
作者，再接再厉，寓管理于服务之中，进一步
搞好为民服务各项工作，把家园建设得更加
幸福美好。

长山花园社区办事大厅里人流不断，吴
亚琴迎来送往，走路带风。个不高，腰杆儿
站得溜直，盘在脑后的头发一丝不苟，白衬
衫外的红马甲，衬得她面颊红润。

咨询的、办事的、取东西的，居民来到这
里，就像到了自己家。无论谁进来，第一个
都是奔向吴亚琴，没事的也要打个招呼、聊
上几句。大爷大妈管她叫干闺女，同龄人称
她为大姐。

“按年轻人的话说，这老太太真燃！有
一股子精气神，刚一接触就能点燃你，让你
也跟着燃。”吴亚琴传帮带的“徒弟”曲春雨
说。

两年前火热的7月，吴亚琴的“燃”，得

到了一份特别的认可。
总书记到长山花园社区考察时，吴亚琴

向总书记汇报：“社区工作者们怀揣着一团
火，着力解决群众的闹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

“总书记在我们社区结束考察上车时，
说我像一团火，鼓励我好好干。”吴亚琴回
忆着，眼泪止不住往上冒：“就是这个理
儿！社区干部就是做好一团火，温暖大家
伙的心！”

一晃快30年了。1995年，也是7月，
35岁的吴亚琴从一家企业转岗居委会后，
再没有拔脚离开。如今62岁的她，心中那
团火燃得更旺了。

社区的楼栋党支部书记李杰，两年前被
确诊罹患早期肺癌。

吴亚琴得知后，一边安抚她的情绪，一
边为她联系医院。每天不论多忙，都要关心
她的病情。李杰出院后，吴亚琴一有空就找
她聊天。“咋样啊最近，哪不得劲告诉我。”

“明天上午有专家来义诊，别忘了来！”一看
到治肺病的方子，马上转发给李杰。

吴亚琴又叮嘱大家多跟李杰唠嗑，有合
适的工作交给她干。组织癌症患者建立互
助小组，定期开展诗朗诵、歌唱比赛……李
杰忙起来了，那个乐呵着穿行楼宇、走访入
户的胖大婶儿，终于回来了。

“这老家伙心大着呢，没事儿！”吴亚琴
这样夸李杰。

“不是我没事，是我有个好大姐。从下
岗再就业，到生病又站起，每一个坎儿，都是

她领着我走过来的。”李杰说。
用炽热的爱，给生命注入光明和希望。

这不正是社区工作者的价值所在吗？
“蔡阿姨，开饭啦！”午餐时分，长山花园

社区志愿者开始为订餐的老人送饭。68岁
的蔡桂荣接过饭菜，笑容满面。

蔡桂荣一人独居，并患有脑血栓后遗
症，儿女工作忙，有时抽空给做做饭，大多时
候照顾不过来，老人吃饭成了全家的大难
题。

在长山花园社区，这样的空巢老人还有
不少。“居民就是我亲人，必须想办法解决。”
吴亚琴说。

从2021年起，长山花园社区打造“乐龄
食堂”，每日提供三餐，每顿7元钱，对行动
不便的老人还能送餐上门。

“最愿意吃排骨炖豆角！”蔡桂荣说，食
堂饭菜一周七天不重样，还配有小咸菜和水
果。

这两年，吴亚琴和大家一起想办法，还
把银行网点建在了社区办事大厅，居民取工
资、交水电暖费更方便了；给每家每户安装
智慧燃气报警器，谁家忘关煤气，社区第一
时间就能发现……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温暖的事
情，每天都发生。

这几天，社区与地方银行组织了一场公
益活动，为19名低保家庭升学学子每人资
助1000元助学金。

“吴姨，这些年让您受累了……”
明明有座位，一米八的东北大汉帮女儿

领了助学金后，却半蹲在吴亚琴身旁，说话
间，红了眼眶。

“看你这大肚子！少喝点酒，我就少操
心了。把闺女带好，日子还长着呢。”

这是一名刑满释放人员，出狱后独自抚
养女儿。五六年来，孩子放学后就安顿在社
区的“三点半”照料间。大人来不及接，吴亚
琴就加班陪着，辅导她做作业，一起玩游戏、
吃晚饭。一陪，就是孩子的整个童年。

2021年，吴亚琴不再担任社区党委书
记，成为社区党委第一书记。本可轻松些
了，她还是“放心不下”，每天坚持早到晚走，

“居民找不到我不安心，我看不见居民也不
放心。”

今年三月初，吉林省暴发疫情。听说长
山花园社区要封闭，本不用上一线指挥的吴
亚琴，往包里塞了点生活用品和两件棉衣，
就冲了进去。

社区封闭78天，她吃住在里头，一次没
回家。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要24小时值守
大门，吴亚琴选了“最难的一班”，在大家睡
得最沉的凌晨4点上岗。

这个作息，她太习惯了。许多年来的每
一个凌晨五点，她准时睁眼、洗漱，五点半踏
上公交车，辗转四趟车，在七点前敞开办事
大厅的两扇大门。

吴亚琴也委屈过、偷偷哭过，甚至打
过退堂鼓。但她记着父亲的话：“给党干
工作就得拼命干，没共产党哪有我们的今
天。”

（新华社长春8月25日电）

“做好一团火，温暖大家伙的心”
牢 记 嘱 托 建 新 功

（上接1版）
据市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市中小微企业、以单位方式

参保的个体工商户缓缴9月—11月职工医保单位缴费（含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大额互助医疗保险）。存在欠费且医
保待遇未正常享受的，需将欠费补缴到账后，方可享受缓缴政
策。缓缴期间，不影响该企业参保人就医正常报销医疗费用。

符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是否需提出缓缴申请？据了解，符
合条件的中小微企业无需提出申请即可享受该项政策。现有数
据可以确定企业类型的，直接采用相关部门的划型结论；现有数
据无法满足企业划型需求的，可由企业向核定缴费部门出具书
面承诺。

该负责人提醒，缓缴期限内，中小微企业应依法履行代扣代
缴职工个人缴费的义务，正常申报职工医保费信息，确保职工连
续参保，个人权益连续记录。参保人出现离职、申请办理职工医
保退休人员待遇、办理关系转移等情形的，企业应为其补齐缓缴
的职工医保单位缴费。企业出现注销等情形的，应在注销前缴
纳缓缴的费用。

（上接1版）
为了实现产业升级，去年巫山县开始打造高品质国际康养

度假区，通过活化利用三峡特有的自然、人文资源，探索“康养+
旅游”“康养+农业”“康养+文化”等融合发展新模式，加快形成
生态化、高端化、品牌化、特色化的康养产业集群。

在曲尺、大溪、巫峡三个乡镇，巫山县重点围绕“一带三心
三组团”的空间布局，打造了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即以
云雨大道为主轴，布局旅游集散服务中心、产业融合发展中
心、生态康养度假中心，形成平槽组团、哨路组团、春泉组团

“三组团”。
度假区还成立了管委会和平台公司，以项目为牵引，不断

丰富旅游业态，提升旅游品质。“我们按照景区的标准进行管
理和打造。”管委会负责人谢黎黎称。不到一年时间，月光谷、
露营谷、卧云花谷等一众景点便顺利落成，度假区内入驻了卡
丁车、露营、休闲餐吧等沉浸式娱乐项目。管委会还在道路沿
线新栽了绿植花卉，布置了景观小品，实现村村可游览，处处
是风光。

游客的到来让高东英看到了发展机遇，她学习了麻辣烫技
艺后，便来到卧云花谷摆起了小吃摊。“这里是规划的美食区，下
一步，政府还将对这里进行整体包装打造，我的生意肯定会越来
越好。”高东英充满了希望。

深挖村镇特色
不挣钱的农家乐赚钱了

“十几个房间现在都满了，最早也要下月初才有空房。”这个
周末，骡坪镇大垭村的农家乐老板唐永珍已拒绝了好几个预订
电话。

海拔1300多米的大垭村是巫山新发展的康养度假点，不仅
气候宜人，还拥有上百亩“云中花谷”。早在几年前，唐永珍便瞅
准了商机，将农房拾掇出来，办起了村里第一家农家乐。

没想到，开业后农家乐生意不好。彼时，大部分村民在外务
工，全村只零星发展了几户农家乐。“乡村游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吸引力自然不足。”唐永珍认为。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大垭村成立了合作社，动员村民以土
地、林地入股，抱团做大旅游产业。很快，便有23家农户入股合
作社，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也陆续返乡。

“目前，我们村已有36家农家乐，还推出了巫山米大洋芋、
青龙寨洞藏酒等特色农产品，是一个集游购娱于一体的生态康
养综合体。”大垭村第一书记伍燕告诉记者。

这让唐永珍尝到了甜头，7月以来，她的农家乐几乎天天爆
满，不到两个月就挣了30多万元。

“我们正加快打造以巫山云雨康养旅游度假区为核心、多点
齐发的全域森林康养格局，让康养度假成为巫山旅游的又一金
字招牌。”水韦梁说，结合康养旅游，巫山不断深挖当地特色、创
新利益联结机制，更好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带动群众
增收致富。

在海拔2000多米的红椿乡，新打造的彩绘墙、摆手堂、文化
广场等融入了土家族元素，游客与村民围着篝火，手拉手跳起了
摆手舞，体验土家文化；在竹贤乡下庄村，村支书毛相林化身“金
牌导游”，向游客讲述绝壁凿路的故事，现在“康养＋研学”正成
为下庄的又一支柱产业。

据了解，围绕康养度假游，巫山县已打造了25个乡村旅游
示范点，培育星级农家乐50家，逐步形成生态化、高端化、品牌
化、特色化的康养旅游产业体系，为推动三峡旅游升级，加快建
设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注入了新动力。

（上接 1 版）流调结果显示，其中1名感染
者曾有九龙坡区涉疫场所暴露史，另外1
名感染者是其共同居住的家人，均属于

“8·22”九龙坡疫情的关联病例。
“这充分表明开展中心城区核酸筛查

非常必要，对于尽早快速找出阳性人员、及
时发现控制隐匿传播风险起到了重要作
用。”李畔说，同时，筛查尚未发现新的传播
来源，也体现了我市前期采取的各项防控
措施是有效的。

沙坪坝已累计报告141例感染
者，仍处于发展期

李畔表示，“8·16”沙坪坝疫情发生以
来，其早期发现的部分感染者在管控前轨
迹复杂，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形成了社会面
传播，截至目前，已累计报告141例感染
者，仍处于发展期。

沙坪坝区自 8 月 18 日 19 时 30 分
起，对其东部城区实施了临时管控措施，
管控区域内的人员非必要不流动，并按
要求分类实施封控管理、核酸检测、健康
监测等措施。

同时，其他区县对沙坪坝区重点地区、
重点时段的外溢人员开展排查，落实健康
管理措施，取得了初步成效。近期报告的

感染者主要是在隔离管控的密切接触者和
高中风险区域内人员当中发现，呈现出明
显的家庭聚集性、小区聚集性。

由于沙坪坝区人员往来频繁、流动性
大，存在较大的外溢风险。8月23日，长
寿区新增的1例无症状感染者即是在8月
18日管控前外溢的重点人员检测中发现，
后续又在当地造成了新的疫情，目前已发
现了4例感染者。长寿区已划定了临时管
控区域，开展了相关的疫情处置工作。

“8·22”九龙坡疫情共报告32
例感染者

李畔称，“8·22”九龙坡疫情发生以
来，共报告32例感染者，除首例病例外，后
续感染者均在密接、次密接以及风险暴露
人员当中发现，传播链条清晰。部分感染
者管控前活动轨迹涉及中心城区的多个
区，巴南、南岸、渝中、渝北、大渡口、北碚等
区也相继发现了关联病例。

“疫情形势依然严峻，防控丝毫不可松
懈。”李畔提醒，广大市民要认真查对官方
渠道发布的感染者活动轨迹，如果发现自
己近期的活动轨迹与感染者有重叠，要第
一时间向所在单位、社区（村）报告，第一时
间落实相应防控措施。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为支持区县抗旱救灾，8月25
日，市财政局向巴南、大足、北碚、长寿、涪陵、万州等32个区县
紧急拨付4000万元，由区县统筹用于建设抗旱水源和调水供水
设施、购置提运水设备保人畜饮水，开展森林火灾救援和救灾物
资采购等应急处置。

截至目前，加上之前拨付的1000万元水利抗旱救灾资金、
3000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市财政已累计拨付区县抗旱减灾
资金8000万元。

市财政局要求，区县财政要抓紧使用资金，尽快形成支出。
市财政将根据干旱情况，持续调度资金，尽最大努力抗击旱情，
用积极担当减少灾害损失。

市财政再拨4000万元
支持区县抗旱救灾

8月24日晚，九龙坡区石坪桥街道片区核酸采样点，市政
工作人员正在向冷风机中加水。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8月24日中午，两江新区邢家桥社区，社区党委书记谢兰正赶赴下个采样点。她身着的蓝色防护服上“我是党员，有
事请找我”的字样十分显眼。该社区共有9000多名居民，上午仅3个多小时，社区3个核酸检测点已经采集完成8000多
份核酸样本，快速有序。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抗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

8月24日早上6点，南岸区美堤雅城核酸检测点，一
名工作人员搬运隔离带部件时划伤手指，用矿泉水清理
伤口。 记者 谢智强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