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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党风廉政看巴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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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 林懿 美编 丁龙

本报讯 （记者 周尤）“满意满意！
服务态度转变了，问题也得到了解决！”近
日，璧山高新区某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
回访的驻区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干部
反馈，区行政服务大厅社保窗口服务态度
变好了。

今年6月，该公司在申报缴纳员工
社保时，查询到3月份社保费用未按时
缴纳并产生 400多元滞纳金。带着疑

问，公司负责人到区行政服务大厅社保
窗口咨询，得到的却是工作人员戴某的
生硬回复。于是，该公司通过“码”上监
督向璧山区纪委监委反映了干部服务态
度不好的问题。

璧山区纪委监委随即按程序将该问
题交由驻区政府办公室纪检监察组调查

核实并依规处理。驻区政府办公室纪检
监察组迅即开展调查核实，查清基本事实
后，责令主管部门对相关责任人严肃批
评，并约谈相关负责人，进一步传导压力，
督促切实把问题整改到位。同时，开展跟
踪回访，及时回应企业关切，于是便有了
文章开头的场景。

“问题能够这么快解决，得益于营商
环境‘码’上监督。”该公司负责人在回访
中说。据了解，为助推营商环境持续优
化，推动解决企业困难和诉求，今年7月，
该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
进完善发展作用，探索建立“纪企直通”机
制，通过“互联网+”，开通营商环境“码”
上监督，企业只需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一
键”快速反映问题并得到及时回应，真正
做到企业的困难就是改进工作的方向。

自“码”上监督实施以来，璧山区纪委
监委从“码”上反映收集涉企诉求或意见
建议14条，已推动解决突出问题12个。

璧山探索建立“纪企直通”机制

“码”上反映 马上解决

□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宽敞整洁的道路、错落有致的
农房以及阡陌纵横间的小桥、凉
亭、远山，走进大足区高升镇旭光
村，映入眼帘的俨然一幅美丽的山
水画卷。

“以前这里可不是这样，破旧
的农房不少，道路也坑坑洼洼，村
民生产生活都不方便。”12 月 2
日，高升镇镇长陈俊沛介绍。

变化就发生在最近两年。

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为乡村发展腾空间

2020年 9月，大足区被确定
为第二批国家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区县之一，并出台了《重庆
市大足区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了以完
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体系为重点，
着力推进农村宅基地改革试点工
作。

“其实，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
缺乏用地指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产业发展是农村普遍存在的难
题。”陈俊沛说，与此同时，大量青
壮年进城后，农村宅基地大量闲
置、“一户多宅”等问题也是普遍现
象，“通过宅基地制度改革，将宅基
地所有权收归村集体，再把老旧房
屋、违章建筑等进行清理，与村民
协商后进行合理利用，就能给乡村
发展腾出更多空间。”

试点开展以来，高升镇成为大
足区整镇全域推进的先行镇，开始
摸索着先行先试。陈俊沛说，高升
镇原本就有良好的芳香产业基础，
因此一开始就定下了将宅基地制
度改革与乡村振兴相结合的总体
思路。

按照规划，具体推进分为两
步：一方面结合人居环境整治，对
危旧房、残垣断壁、垃圾柴草等进
行拆除或清理，打造宜居美丽乡
村；另一方面，把具有传统建筑风
貌的空置老院子保留下来，收集
陈列老石磨子、风车、牌匾、农具
等老物件，使之变身为“农耕文化
小院”。

从反对到满意
“改”出美丽乡村

想法很美好，实际推行却很
难。

在旭光村，杨武治一度不愿腾
退自己那两间破旧老房，因为那是
祖屋，是家族的记忆。

“这种心理是很普遍的，加上
许多外出村民都将老屋视为未来
的‘退路’等，都成为改革难以推进
的重要因素。”陈俊沛说，党员干部
起初只能通过“各个击破”的方式

开展动员。
“老房子隐患大，不如有偿退

出，5年后你要是反悔了，把补偿
金退还给村上，我们再给你划一块
同等面积的宅基地让你重新建
房。”在村干部的劝说下，杨武治最
终点头答应。

如今，在老杨腾退的宅基地
上，村干部安排种上了花花草草

“变身”休闲广场，成为村民休闲散
步的好去处。看着生活环境得到
改善，杨武治也很满意：“挺好的，
环境变美了，我也很开心！”

太和村村民师建国也听从村
干部的建议，将近100平方米的老
房拆除后进行流转，打造成芳香植
物种植基地。

胜光村脱贫户刘仁超也是受
益者。他的房屋原建在一处危岩
上，存在安全隐患不说，交通也极
为不便。在宅基地制度改革中，当
地创造性地运用“跨组建房”的思
路，为他在胜光村另找了一处适宜
的宅基地建起了新房。

陈俊沛介绍，目前高升镇共清
理宅基地6202宗，完成宅基地确
权登记6075宗，基本摸清了确权

“资产账”。

闲置资产活起来
乡村产业更兴旺

但很快，另一个问题接踵而
至：如何让这些“沉睡”的资产“活”
起来，赋能乡村振兴？

在旭光村陈姓三兄弟的老房，
村干部进行了大胆尝试。

“陈家三兄弟长期在外上班务
工，房子闲起是一种很大的浪费，
所以我们利用宅基地制度改革将
其流转，再结合旧房整治提升和人
居环境整治项目，把这里打造成了
农耕文化小院。”旭光村党支部书
记陈凯说。

除了农耕文化小院外，一批闲
置农房经过改造，成了讲习所、养
老院、休闲农业采摘菜园、植物景
观带、停车场等，并串成一条精品
旅游路线，每年为高升镇带来游客
10万人次左右。

家住农耕文化小院旁的村民
陈其良说：“以前每个月为了赚点
生活费，每到赶场天我都会包些
粽子到集市上卖，有时生意不好，
还卖不完。现在农耕文化小院建
好了，游客不少，我就腾了一间空
房当小卖部，再也不用大老远背
着粽子去集市上卖了，再搭配销
售生活用品和小吃零食，我每个
月除了日常开支外还能存下一笔
钱呢。”

陈俊沛告诉记者，截至目前，
通过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
高升镇累计拆除“一户多宅”和
复垦宅基地241宗、99.88 亩，租
赁闲置农房51套，年租赁费30.5
万元；日趋丰富的业态，带动村
民增收466.06万元，充实集体经
济133.22万元。

空间腾出来 资产活起来
——对大足区高升镇农村宅基地

制度改革的调查

□本报记者 颜安

鲜笋爱好者张小姐最近发现，在凛冬
时节居然还能在超市买到新鲜的方竹笋，
这让她颇感意外，“往年一旦过了10月，
基本上只能买到干笋了。”

方竹笋是南川金佛山的特产之一，一
年只有八九月份出产，采摘时间极短，且
易变质。正因如此，尽管方竹笋被誉为

“笋中之王”，但保鲜时间短一直制约了其
产业发展壮大。

对此，当地建立起一套液氮保鲜系
统，通过液氮锁住方竹笋的口感和营养，
使其销售期延长到全年，让市民一年四季
都能吃到鲜笋。

保鲜期太短
方竹笋产业难以做大

方竹笋产季短，一年不足一个月，且保
鲜期不足3天，过去笋农们要么当日采摘、
当日卖走，要么自行加工，以延长保鲜期。

“毛笋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如果剥了
壳那就最多只有3天（保鲜期）。”在金山
镇金狮村经管了4000多亩方竹笋的村民
李传发说，过去他们在采摘季通常忙得疲
惫不堪，早上天不亮就要进山，晚上8点
多钟天黑尽了才回来。

这还不算完，因为方竹笋保鲜时间
短，所以笋农们要在深山笋棚里筑起大
锅，用两天两夜，把鲜笋炕成干笋，大约
12斤鲜笋可炕一斤干笋。这套传统工
艺，不仅费时费力，干笋的市场价值还比
鲜笋低了30%。以李传发为例，他的鲜
笋能卖5—6元/斤，加工成干笋后每斤的
售价约为100元，算上人工、时间等成本
后，利润反而降低了不少。

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和电商的飞速
发展，方竹笋已走出大山，端上了全国吃
货的餐桌。但一个月的常鲜季实在太短，
加上运输耽搁，鲜笋的销售比例还是很
低。

据南川区林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梁明兰粗略统计，金佛山每年产笋近3
万吨，其中只有10%是作为鲜笋销售。

“方竹笋是少有的秋收、秋食的笋，弥补了
春笋断季的市场空缺，如能延长销售期，
尤其是在冬季很有市场。”她表示。

液氮保鲜
“一月食”变为“全年吃”

富含大量粗纤维，让方竹笋的口感脆

嫩，但也让它极易氧化。在常温条件下，
方竹笋采摘后2—3天就会变味发酸，想
长期保鲜面临着巨大挑战。

对此，从1993年就开始销售方竹笋
的重庆市轩瑞食品有限公司（简称轩瑞食
品）总经理贺族刚深有体会，为此他也一
直在探索如何延长方竹笋的保鲜时间。

“我从低温保存药品和海鲜的案例上
得到了灵感，又从西南大学得到了技术支
持，建立起了一套由液氮机、液氮罐、冻库
等组成的液氮保鲜系统。”他告诉记者，这
套系统从2020年开始提出，2021年试运

行，至今年已逐渐完善、成熟。
采用该技术后，在采笋季节，每天清

晨6点左右，笋农上山打来的带壳鲜笋，会
被立即运往轩瑞食品位于山下的加工中
心，分拣、洗净后，再注入零下196℃的液
氮，送进零下18℃的冻库储存。

“液氮速冻的优势在于保护了笋的生
物组织，只需自然解冻，就能还原95%以
上的口感和营养。”在贺族刚看来，液氮鲜
笋更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方竹笋秋采、秋
卖的局限，让“一月食”变为“全年吃”，为
错季节销售、提质增价提供了保障。

利用该技术，今年轩瑞食品存储鲜笋
在800吨以上，明年这个数据更有望增加
到3500吨，让更多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
吃上鲜笋。

错季销售
方竹笋的身价倍增

保鲜“黑科技”的加持，让村民们不再
需要将鲜笋加工成干笋，销售上多了一道
可靠的保障。“今年我自己收了140吨鲜
笋，加上从其它地方收来的笋子共计200
吨以上，其中80%卖给了轩瑞。”李传发
说，对方的收购价为每斤5元左右，“我们
放弃了炕笋的大锅，人力节省一半以上，
比自己卖干笋划算多了。”

在市场方面，因为实现了错季销售，
方竹笋的身价倍增。12月7日，记者在
新世纪超市金山大道店看见，250克鲜笋
的售价达到了9.9元，且选购者众多。在
新世纪超市客户端上查询可知，其月销售
量达到了6866件，显然受到了市民的青
睐。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盒马鲜生，该超
市一采购员预计，方竹笋在冬季的最高价
格将达到每公斤30元，是秋季的三倍。

而在轩瑞食品方面，鲜笋收购、存储
量加大，也让其在市场开拓方面更有底
气。上个月，他们就运了20多吨鲜笋到
美国洛杉矶，而这个月还将往韩国首尔发
一个货柜的鲜笋，海外市场逐渐打开。

“我们将继续推动3500吨方竹笋鲜
笋速冻保鲜生产线稳产达产，不断提高林
产品附加值，做大做强方竹笋特色产业。”
梁明兰表示。

液氮保鲜锁住口感和营养

鲜方竹笋从“一月食”变为“全年吃”

方竹笋是金佛山山区许多村民增收的主要来源。 （南川区林业局供图）

过去因为保鲜期极短，方竹笋始终比
较小众，只能在有限的区域内称雄，而无力
问津更广阔的区域外大市场。液氮速冻技
术的运用，让方竹笋具备了走向广阔异地
市场的能力，甚至漂洋过海打开海外市场。

生鲜农产品要做到标准化十分不易，
保质期短、损耗大，对供应链也有极高的
要求。在我市范围内，其实还有许多像方
竹笋这样优质却较为小众的农产品，比方

说石柱的莼菜、永川的五间西瓜、綦江的
安稳羊肉等等，都亟待走出深闺，开拓更
大更广阔的市场。

从南川方竹笋产业发展的案例中，我
们能得到什么启示？

一是不能以牺牲质量为代价。过去，
方竹笋也有一些保鲜的土办法，就是类似
于制作泡菜的办法，将鲜笋放在盐水中泡
制，但这样有可能引起亚硫酸钠含量超
标，并非上乘之选。而液氮速冻技术保留
了方竹笋原有的营养结构，保留了其天
然、健康的产品特性，因此液氮速冻保鲜
方竹笋受到了市场欢迎。

二是要即食化。许多重庆人会吃方
竹笋，但大部分人却不会打理，对他们来
说，仅仅为竹笋去皮就是一件麻烦事。而
轩瑞食品开发的即食方竹笋系列休闲产
品，在一定程度上回避了这一“缺陷”，销
量很不错。这从一个侧面说明，食用不便
会影响农产品的销售，特产即食化，无疑
是其从小众走向大众的重要依托。

三是要借助平台的力量。比如说盒
马看中了南川方竹笋的品质，将其纳入到
自有品牌“高山鲜”商品序列，从选品、包
装、运输都提出更高标准，大大提升了品
牌附加值。小众农产品的品牌化本来就
难，因此更应通过新零售平台的供应链能
力，不断推动具有地域特色的生鲜农产品
标准化、品牌化，从而将更多“藏在深山”
的好产品送到消费者的餐桌。

让更多优质农产品从小众走向大众

全区学前教育三年
毛入园率达到95%，公
办 在 园 幼 儿 占 比
63.1% ，普 惠 率 达
100%；全区二级以上
幼儿园占比达70.5%；
工作经验在重庆市“国
家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实
验区”经验推广现场会
交流……今天的涪陵，
已经初步实现学前教育
从“入园难”到“入好
园”、从“幼有所育”向
“幼有优育”的跨越式发
展。

变化背后，是涪陵
区委、区政府坚持教育
优先发展的决心和信
念。近年来，涪陵区采
取政府主导、社会参与、
公民办并举的办园体
制，加大学前教育投入
力度、提质速度，实现快
速、跨越发展，为广大学
前儿童提供了接受优质
普惠学前教育的机会，
大大提升了人民群众的
教育获得感、幸福感。

孩子就近入好园
百姓更暖心

“幼儿园的理念更新了，质量提高
了；教师的观念转变了，素养提升了；孩
子们在游戏中学习，在快乐中成长，越
来越爱上幼儿园了。”在涪陵，无论是城
区还是在乡镇，到处都能听到老百姓发
自肺腑的教育“好声音。”

让孩子们就近入园，入优质园，一
直是无数家庭的期盼，事关千家万户的
切身利益。

近年来，涪陵区强化组织、注重顶
层设计，出台3期学前教育行动计划，
绘就发展路线图。聚焦重点、有效化解
难题，实施增量工程、提质工程，不仅要

“有园上”更要“上得好”，完善体制机
制，促进学前教育健康稳定可持续发
展。

目前，全区学前 3 年毛入园率
95%，公办幼儿占比63.1%，普惠率达
100%。

如今，涪陵区基本形成了学位比较
充足、普惠能够满足，城区以优质特色
幼儿园群体为示范，乡镇以标准化中心
幼儿园作引领，城市和农村均衡发展，
富有活力、极具潜力的学前教育公共服
务体系。

城乡“风景”一样好
发展更有力

作为首批高端转普惠加入涪陵区
幼教集团的民办幼儿园，奥顿、巴乐园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实现了由“破”到

“立”的华丽蜕变。幼儿园不仅学位从
原有的135个增加到300个，而且成为
百姓欢迎的优质普惠园。

这样通过优质资源引领成长起来

的幼儿园并不是个例。地处农村的新
妙新星幼儿园也迎来了发展新天地。

“我们幼儿园虽然地处农村，但这
里的环境和镇上中心幼儿园都一样，户
外场地宽阔整洁，有丰富的体育器材和
户外玩教具供幼儿活动时使用。”新星
幼儿园园长说，自从实施结对帮扶以
来，该园已经在教研、活动等方面进行
多次交流活动，受益匪浅、提升明显。

原来，为了提高全区学前教育整体

发展水平,涪陵区持续实施“四带工
程”，深化学前教育改革，组建区幼、机
关幼、二幼、三幼4个学前教育集团集
团化办园，涉及各城乡公民办幼儿园。

与此同时，大力实施公办性质园与
优质公办园结对办学举措，优质公办园
要选派中层或骨干教师到结对的公办
性质园兼职副园长，定期开展管理及业
务指导，选派教师到公办性质园兼职上
课，公办性质幼儿园要选派中层以上干
部到优质公办园交流学习，派教师到公
办性质园顶岗学习，激活了全区学前教
育一池春水。

携手共进、共铸精彩、同创未来。
涪陵以有力的举措全面提升全区公民
办幼儿园、薄弱幼儿园办园水平，有效
地推全区学前教育均衡、健康发展。

园所个个有特色
成长更精彩

涪陵区幼儿园获得全国足球特色
幼儿园、重庆市德育品牌学校等国家、
市、区级荣誉称号120余项，通过特色
课程育人、养成文化育人、德育活动育
人、德育实践育人等途径，促进幼儿全
面发展。涪陵城区第二幼儿园、区级机
关幼儿园教学成果分别获重庆市政府

教学成果二、三等奖，城区第三幼儿园
探索“养正课程”的工作事迹在中国教
育报上刊登……今天的涪陵，涌现出一
大批在周边有影响、市内有地位的优质
特色幼儿园。

园园有特色，快乐伴成长。近年
来，涪陵区深化特色办园，坚持以游戏
为基本活动，深入实施“一园一特色”

“一乡（镇）一品牌”发展策略，大力推行
亲近自然、直接感知、实际操作、亲身体
验等教学方式，培育打造体育、艺术等
特色幼儿园45所。

教师作为教育之本，也成为涪陵提
升学前教育质量的重头戏，涪陵区实施
幼儿教师园本培训、集团培养、区级培
育三级培养模式，多渠道、广角度、大力
度培养教师，促进教师专业成长作为抓
手，推动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

涪陵学前教育探索不仅对全市学
前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示范和推动性
作用，而且成为涪陵一道独特而靓丽的
风景。目前，涪陵全区二级以上幼儿园
占比达70.5%，涌现了一批在周边有影
响、市内有地位的优质特色幼儿园，老
百姓“入好园”的梦想真正变成现实。

谭茭 胡忠英
图片由涪陵区教委提供

涪陵“学有优育”让孩子开心家长满意

“乐乐杯”足球嘉年华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