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涪陵：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模式
入选全国案例

近日，生态环境部印发《农村生活污水和黑臭水
体治理示范案例》，共有14个首批示范案例，涪陵区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技术模式成功入选，作为西南山区旅
游型村庄集中处理与分散利用相结合技术模式进行
推广示范应用。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
一项重要内容。涪陵区探索建立了集“污水收集管
网+智能生态调控池+还土管网”于一体的农村生活污
水资源化利用模式：污水管网主要收集厕所污水和生
活排水，不包括工业企业废水和畜禽、水产养殖等农
业生产废水，并严格执行雨污分流管理；生态调控池
主要是蓄积调节污水，一方面通过厌氧发酵反应实现
污水中污染物的降解，另一方面通过配置智能化冲洗
混合泵等，无需人工清掏池体；还土管网连接出水桩，
用于旱地、林地、菜地、果园等土壤灌溉，不能用于水
田灌溉。

目前，涪陵区已建成并落实运营单位的农村生活
污水处理设施106座，年处理能力438万吨。目前还
在持续推进26个资源化利用设施、8个一体化处理设
施建设，建成后涪陵区农村生活污水年处理能力将达
到508万吨，25个涉农乡镇街道中200户（或500人）
以上的53个农村聚居点，将实现污水处理设施全覆
盖。

涪陵融媒体中心 谭艳华

武隆：
首个乡镇就业创业超市见成效

武隆区首个乡镇就业创业服务超市自去年11月
在平桥镇揭牌以来，已成功帮助100人实现家门口就
业。

以往村民找工作，大多通过亲朋好友介绍，或直
接前往城市人才市场求职。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是集

“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家门口就业帮扶车间”“培训中
心”“儿童乐园”为一体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平台，通
过超市与多家人力资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促进广大
求职者转移就业，同时通过项目吸纳和产业带动群众
实现家门口就业。

据统计，目前在平桥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办理求职
登记的劳动者有150人，成功实现家门口就业的有
100人，其中脱贫人口20人。

该超市还树立了创业带动就业好典型，平桥镇红
隆村村民刘乙君，从以前就职的公司引进生产线并落
户平桥，通过超市招了11名工人，于2022年12月底
开始试生产。

武隆融媒体中心 代娟

綦江陈家村：
红草金鱼可批发

綦江区新盛街道陈家村开波家庭农场养殖红草金
鱼10万尾，目前可批发销售。

红草金鱼抵抗力与适应性强，食性广、易养殖，适
合于公园及天然水域大面积饲养，也可在庭院缸池和
水族箱内饲养。开波家庭农场出售的红草金鱼每尾重
量在2—3两，价格为18—20元一斤。

联系人：李先生；电话：18983807878
綦江融媒体中心 成蓉

巴南云篆山村：
红柠檬新鲜上市

眼下，在巴南区莲花街道云篆山村红柠檬种植基
地，一个个红通通的柠檬吸引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采
摘。

红柠檬是西班牙引进的一个品种，果实、果皮、果
肉均为橙红色、除皮薄多汁外，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
值。采摘价格为48元/斤，采摘时间可持续至3月初。

联系人：熊晓梅；电话：15808030007
巴南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万盛绿水村：
柑橘采摘价格便宜

近段时间，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绿水村漫山遍野的
柑橘成熟，静待游人采摘。

柑橘果香浓郁、酸甜可口、开胃解腻，采摘可持续
至本月中旬，价格为3元一斤。

联系人：张女士；电话：15802370654
万盛经开区融媒体中心 王泸州

2022年全国“乡村阅读榜样”王治伦：

2020年坚守乡村图书室年坚守乡村图书室

□本报记者 赵伟平 见习记者 刘冲

自2007年农家书屋工程开始试点以
来，农家书屋不断普及，在许多地方，它已
成为农民学习生产技术的“加油站”，农村
学生假期的“自习室”。比如“守一”图书
室，虽然条件简陋，但最起码农民群众想
读书有了去处，农村学生想学习有个安静
的场所。

但记者在“守一”图书室采访时也发
现了一些问题，除条件简陋外，前去看书
的人比较少，农家书屋利用率不高；图书
室书籍报刊大多比较陈旧，符合农民实际
需求的图书较少。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其实，“守一”图
书室面临的问题也是很多农家书屋面临
的共同问题。如何才能让农家书屋“屋”
尽其用？

在记者看来，首先是要加快数字农家
书屋建设。曾有乡镇干部表示，不少农家
书屋分布在偏远地区，每次更新图书要费

尽周折，有时物流成本甚至超过书价。九
龙坡区西彭镇长石村 2020 年打造的“学
习强国”数字农家书屋平台就很好地解决
了这个问题，群众动动手指就能在数字屏
上选择自己需要的书籍。

其次要引导多方力量参与农家书屋
建设。近年来，随着乡村振兴全面推进，
越来越多的“返乡人”“新乡人”参与到乡
村建设中去，可以引导这些人积极参与农
家书屋建设。比如重庆一家文化产业公
司在城口县鸡鸣乡、沿河乡等乡镇建设农
家书屋，每家农家书屋都有上万册图书。

第三是想方设法拓展农家书屋的功
能。比如江津区白沙镇，充分发挥志愿
者、工会组织的作用，不定期在恒和村农
家书屋教孩子们舞蹈、英语和书法，不仅
让孩子们学习了知识，还提升了家长的参
与度和阅读兴趣。

农家书屋一般都不大，也不豪华，但
只要“屋”尽其用、一专多能，就能成为群
众知识的“加油站”。

让农家书屋“屋”尽其用

□本报记者 赵伟平 见习记者 刘冲

1月5日，农历小寒。
“我去趟图书室把灯先开起！”古稀之

年的王治伦丢下一句话，三步并作两步，
抬脚出了门。

合川区龙凤镇米兰村一栋老房子里，
老伴赵依秀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朝大门
口喊了一嗓子：“下雨路滑，走慢点！”

让王治伦挂心的“守一”图书室——
面积不过60余平方米，藏书万余册，就是
这样一间小小的图书室，20年间一直敞开
大门，成为周边村民获取知识的“加油
站”，同时也是他们茶余饭后的休闲场
所。因为这间图书室，不久前，王治伦被
中宣部等3部门授予2022年全国“乡村阅
读榜样”称号。

随着互联网、智能手机的普及以及
外出务工村民的增多，这几年到图书室
来看书、借书的村民越来越少，即便如
此，王治伦说，一定要坚持把这个图书室
办下去。

为建图书室，他瞒着家人去贷款

从合川龙凤场镇出发，驾驶小汽车行
驶不过两三分钟，就到了米兰村六组16
号，这是一座一楼一底的普通农房，大门
正上方挂着“守一图书室”的木质牌匾，让
它显得与众不同。

推开图书室大门，潮湿的空气里夹杂
着一股浓浓的油墨香，三面墙壁靠着几列
老旧的书架，整齐摆放着各类报刊、书籍，
大厅摆放着4张长条桌子，下边的凳子却
不尽相同：条凳、塑料板凳、老藤椅……

“条件不怎么样哈，平时人不多，但是
到了周末、节假日，来看书、写作业的人还
是不少。”王治伦解释。

眼前的老人两鬓早已斑白，讲起“守
一”图书室的过往岁月，他的嗓门不自觉
地提高了不少。

王治伦的祖父王守一酷爱读书，为后
人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书籍。王治伦从小
与书相伴，哪怕是到坡上种地，兜里也总
是装着一两本书。农闲时，村民们聚在一
起打牌娱乐，有时为了几块钱争得面红耳
赤。“我当时就在想，要不把家里的书拿出
来给大家看，总比打牌好，有些书是专门

教农民科学种田的，说不定还能帮大家增
加收入。”

直到2000年堂兄王明伦回来探亲，
王治伦建图书室的梦想终于付诸实践。

王明伦早年间通过读书跳出了“农
门”，改变了命运。他看到祖上传下来的
古籍散落堆在墙角，好不心痛，说：“找个
书架放起来嘛，村里人要看就借给他们。”

“我一直想建图书室，但书架、桌椅板
凳都要钱，我实在拿不出钱。再说，仅靠
家里的几百本书，啷个好意思拿得出手。”
王治伦顺势向王明伦求助。

王明伦当即拿出一万元钱买了些桌
子板凳，还答应另买800余册农技知识类
图书，鼓励王治伦大胆去干。

王治伦当即决定——搬家！他说动
老伴赵依秀，一起搬到了隔壁老房子，把
才建的新房腾出来当阅读大厅。

为了添置物件和书籍，王治伦拉下面
子，瞒着家人找亲戚朋友借钱，换来的是
周围人的冷嘲热讽：“瞎折腾，个人把家庭
搞好点不行？”“花钱出风头，哪个来看
嘛？”

磨破嘴皮，王治伦借到了3万元钱，
全部“砸”进了图书室。他还背着老伴，拿
着房产证请在镇上工作的朋友一起到银
行担保，贷了6万元款。

没点鞭炮，没挂横幅，2002年3月13
日，“守一”图书室正式向村民开放。

为还欠债，他说“吃差点穿
差点，总能还清”

每天天一亮，“守一”图书室就敞开大
门，王治伦烧好热水泡好茶，搬一把老藤
椅坐在门口。

来来往往的村民看到王治伦家变成
了图书室，有些停下了脚步进来看看，有
些坐下来喝口水摆空龙门阵，放学回家的
娃儿看到有桌椅板凳，也放下书包写起作
业……“守一”图书室渐渐成了村里人最
多的地方。

为给村民提供更多实用的图书，王治
伦省吃俭用，存钱订阅了不少书籍报刊，
积攒起科技、文学、时政等各类书籍万余
册。当地政府也捐书捐物，赠送了《重庆
日报》《半月谈》等报刊杂志。

王治伦越干越有劲，老伴说他“一墙
之隔的家都不管了”。他还为不识字的村
民读报纸、讲政策，图书室成了村里的“新
闻发布厅”，大家有事没事都喜欢朝这里
走。

但没多久，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
事。

“年前有个亲戚找我还钱，从图书室
追到了家里，连银行贷款的事也一起给抖
了出来。”回忆起那天的情形，王治伦历历
在目。老伴知道后大哭一场，气王治伦不
顾家，也担心日后的生活。

“图书室建好了，总不能把它拆了吧，
大不了以后吃差点穿差点，把欠的钱还清
嘛，况且大家都说图书室修得好，这也算
是为子孙后代做了一件好事。”王治伦不
好意思地搓了搓手，老伴最后也原谅了
他。

老两口把亲戚闲置的地都拿来种上
了庄稼，买来鸡苗、鸭苗，又喂了好几头
猪，两个儿子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出去打零
工。“那几年，穷得头都抬不起，衣服总是
补了又穿，过年过节才敢吃点肉……”回
想起还债的日子，王治伦直摇头。

经过一家人十多年的努力，2016年，
办图书室欠的债才全部还清。

办还是不办？他说“只要还
有人来看书，就绝不关门”

钱还清了，这让王治伦松了一口气，
但一个新问题随之而来——随着时代的
进步以及农村人口的减少，来看书、借书
的人越来越少，图书室还有没有办下去的
必要。

要是继续办，每个月要支付近200元
的水电费以及维护管理费；要是关了，这
十多年大家的付出都白费了，更对不起曾
经给予图书室帮助的人。

艰难抉择时，王治伦在一本泛黄的借
书登记簿中找到了答案。

登记簿第一页第一行：时间2002年3
月13日，借书人：王良英。

2002年，米兰村六组的王良英正在
念高三，是图书室的“常客”，周末基本都
在这里坐一整天，埋头做作业看书。

“农村娃娃家里没有好的读书环境，

我这里清静，还有些辅导书籍，为了这些
娃娃，只要还有人来看书，我就绝不关
门！”王治伦暗下决心。

王良英高中毕业后考上了重庆教育
学院（现重庆市第二师范学院），成了村里
的第一个大学生，如今她已在合川区龙市
镇当老师。谈起“守一”图书室，她感慨万
千：“多亏王老师给我提供了一个读书、学
习的地方。王老师依靠自己微薄的力量，
把图书室坚持办到今天，让人钦佩。”每年
暑假回村，她都会拎一提书，先到图书室
里坐一坐，摆哈龙门阵。

20年来，到“守一”图书室看书、做作
业的学生娃娃有好几百人，不少人成了
材，当上了律师、教师、种养能手等，有些
人还经常回来看看，亲切地喊一声“王老
师”，“我也桃李满天下了呢！”王治伦十分
自豪。

在米兰村，被“守一”图书室改变生活
的不乏其人：

村民王云金、王云成经常到“守一”图
书室看书，慢慢戒掉了打牌的不良嗜好；

“90”后王典，借阅了不少销售类的书，
2016年他返乡创业开起了酒庄……

龙凤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李云说：
“过去一些村民喜欢打牌，娃娃写作业都
没地方，多亏‘守一’图书室给这些娃娃提
供了看书、写作业的清静环境。在王老师
影响下，一些村民也爱上了看书。”

为了让图书室重新热闹起来，当地政
府把这里作为镇村宣讲党的方针政策以
及节假日开展阅读活动的重要场所，并推
举王治伦成为活动组织、开展的带头人。

让王治伦欣慰的是，现在不少周边
村镇的人也会不时来“守一”图书室。由
于王治伦上了年龄，在外打工的大儿子
王勇前年也回来接班了，他向父亲做出
承诺——图书室的大门会永远敞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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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6日，在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柏香村农家书屋，不少放假在家
的孩子到这里来看书。（资料图片） 通讯员 陈碧生 摄/视觉重庆

1月5日，“守一”图书室创建人王
治伦在查看老旧报刊。

见习记者 刘冲 摄/视觉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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