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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雨

1月30日，永川区吉安镇寒泸村党总
支、村委会召开春节上班后的第一次村两
委会，研究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二次分红问
题，决定对以土地入股的村民，按200元每
亩标准进行二次分红，加上年前发放的每
亩300元保底分红，每亩纯收益达500元。

“扣除两次分红，村集体还剩38.48万
元！”村党总支书记谢代国高兴地说，去年虽
是大旱之年，但村集体通过集中经营稻田
576亩，实现了村民与村集体的“双丰收”。

实施改造
“鸡窝田”“望天田”变良田

村集体集中经营稻田，是永川区乡村
振兴局和区财政局实施的2022年衔接资
金项目，共在该村使用456万元衔接资金
实施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建设。建设内容包
括完善提灌站、仓储、烘干等生产设施，推
进土地宜机化改造 1270 亩。该项目于
2022年2月启动，4月完工。

通过这个项目的实施，土地由小变大、
由坡变平、由弯改直，田相连、土相通，各家
曾经的“鸡窝田”“望天田”变成了不靠天吃

饭、适宜农机作业的良田。
如何种好这些良田？村两委却犯了难：

按项目要求，只能种植粮油，而种植粮油附
加值低，没有业主愿意来流转土地实施规模
化种植。而交还给各个农户，不仅不利于农
机化作业，不少田地仍会像往年一样因大量
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务工而撂荒。

主动作为
“田管家”统一经营576亩稻田

在这种情况下，谢代国等党员干部主
动站出来，决定由村集体统一经营其中的
576亩稻田。为此，村里专门成立股份制
合作社——星宸农副产品农民专业合作
社，所涉及的5个村民小组的1100名村民
以土地入股。

为实现水稻生产生态化、优质化，村党
总支实行“田管家”当家负责制：村党总支书
记作为项目“大管家”，对本辖区内项目建
设、运营进行管理与指导；村六职干部分片
包干，负责若干村民小组，作为项目“中管
家”，做好土地整合、栽种、管理、收益核算分
配等相关工作；2个村支部书记、5个村民小
组组长及部分无职党员、“土专家”作为项目

“小管家”，协助村干部管护组内产业。“大中

小管家”带头下地，随时与镇、区粮油专业技
术人员联系，精心管护集体产业。

为避免“吃大锅饭”，寒泸村充分平衡
村集体与村民的利益分配关系。根据合作
社章程，寒泸村采用经济收益分小组核算
的方式，即村总算、村民小组单独核算、农
户按股分红。产业效益好，组员分红高，产
业效益差，组员分红低，各小组自负盈亏、
租金保底，在保障村民利益不受损的同时
最大限度调动生产积极性。

2022年，吉安镇党委政府还积极构建
镇域社会化服务体系，实行农业产业链条
村分工，在金门村成立了农机专业合作
社。合作社有成套的插秧机、耕种机、收割
机、无人机，配套育秧基地、农机服务中心、
粮油烘干及仓储基地，可为全镇农业活动
开展提供社会化服务。当年，寒泸村通过
购买金门村农机专业合作社的社会化服
务，实现了耕、种、收全程机械化服务，农业
生产效率提高的同时人力成本降低一半左
右，实现水稻种植节本增效。

2022年，包括永川在内的渝西地区遭
遇大旱之年，但寒泸村使用衔接资金修缮
的农田灌溉设施发挥了大作用，使稻田没
有缺水、没有减产。

喜获“丰收”
村集体收入增加了4倍

谢代国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22年，
576亩稻田共收获稻谷63万斤稻谷，平均亩
产1100斤，共获得销售收入85万元，加上
种粮大户补贴、一次性种粮补贴，全年共收
入100.55万元。扣除农机服务、农资及人
工工资，还剩下67.28万元，再扣除两次分
红，村集体还剩38.48万元，与前年的村集体
收入相比增加了4倍。

入股村民同样获益。水口头村民小组
的李玉奎老人家里有5.35亩土地，因其子
常年在外打工，过去他都是将土地免费委
托给其他村民种植。去年将土地交到合作
社后，他没有出一天工，便分到了1605元
保底分红，加上200元一亩的二次分红，他
总共能分到2675元。

谢代国在村两委会上作出安排：一是
利用最近返乡农民还没进城务工的这段时
间，上门了解群众意愿，进一步增加土地流
转面积，进一步做大粮油基地规模；二是发
动党员群众开展冬闲田蓄水保水工作，施
下有机底肥，为今年再创一个丰收年打下
坚实基础。

永川区吉安镇寒泸村：

“田管家”当家 村民村集体“双丰收”
□本报记者 杨铌紫

“太感谢了，要是没有你们
的帮忙，我还真不知该怎么办
了。”1月30日下午两点，重庆
北站候车厅13A检票口，一名
年轻人一个劲地向客运员赵星
雯道谢。

原来，这名年轻人送父母
到重庆北站乘火车回奉节老
家，可母亲腿脚不便，父亲年
纪大了还拿着行李，他自己无
法进检票口送行。赵星雯在
巡视过程中发现这一状况后，
立刻到服务台取出一辆轮椅，
二话不说就扶着老太太坐上
轮椅，并把老人安全送到站
台。

“我们平均每天要跑 30
多趟，专门接送老年人和行动
不便的人群。”今年春运期间，
重庆火车站活跃着一支名叫

“银发服务队”的志愿者队伍，
由车站的青年工作人员和志
愿者组成，分布在售票厅、进
站口、候车厅等地点，专门为
老年旅客、重点旅客顺利出行
提供方便，赵星雯便是其中之
一。

银发服务队的队员们实行
24小时三班倒。春运开始后，
他们就一直坚守在岗位上，很
多人的除夕都是在车站度过
的。

“虽然身体是疲惫的，但精
神是满足的。”赵星雯骄傲地
说。

春节期间，赵星雯在候车
厅巡视时，发现一位老婆婆带
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他上前询
问得知，老人要一个人坐火车
到四川的儿子家过年。

老人不会查询检票口在
哪，赵星雯就帮她查，却发现发
车时间快到了。他赶紧一边拎
起老人的行李，一边搀扶着她
走到车厢门口，并顺利将她交
接给列车长。

“孩子，这两百块钱你拿
到，过年了，去买点好吃的。”进
检票口坐电梯时，老人突然拿
出钱非得塞给赵星雯。“我们绝
不会收旅客的钱，大部分老人
跟我父母的年龄一样，帮助他
们是我的职责所在。”赵星雯
说。

有塞钱的，也有丢钱的。
赵星雯记得，在除夕值班那
天，他看到座位上有一个钱
包，里面有身份证、现金、医保
卡等。

“从身份证上的信息可知，
是一位老人丢了钱包。”赵星雯
说，老人肯定很着急。没过多
久，失主的女儿就给火车站打
来电话。后来，失主家人前来
领取钱包时，还专门给他们送
来了一面锦旗。

还有“丢”人的。重庆北站
客运员、银发服务队队员钟旭
就遇到过这样的事。

“大概是大年初三，我正在
值班，一位老婆婆哭喊着叫我
帮她找人。”钟旭回忆，这位老
婆婆和老伴到重庆北站坐车，
没想到她从候车厅卫生间出来
后，就找不到老伴了。当时离
发车还有20多分钟，老人心急
如焚。

钟旭赶忙用广播找人，但
老婆婆的老伴听力不太好，两
人的手机也都在老婆婆身上。
钟旭不断安抚着老婆婆的情
绪，拉着她围着候车大厅找人，
并让老婆婆大声喊老伴的名
字。转了大半圈，老婆婆才听
到熟悉的声音，两位老人终于
找到了对方，钟旭也赶忙把他
们送上了车。

记者正在采访时，赵星雯
和钟旭接到从上海南开往重
庆北的K74次列车上发来的
指令，说列车三点半到站，届
时有四位盲人要下车。一看
时间快到了，两人赶紧往站台
走，准备带四位盲人出站。

重庆北站银发服务队：

每天跑30多趟
接送行动不便乘客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向
琼）1月28日至30日，春节上
班后的连续3天时间，涪陵区
大顺镇182名镇村干部、驻村
工作队员、身体健康的农村
党员和乡村医生，开展“敲门
行动”，进村入户问健康，切
实筑牢农村地区疫情防控防
线。

“刚才我们干部在全面走
访的时候，发现一名独居老人
阳了，状况不是很好，我们现
在马上用车把他送到卫生院
来，请安排医生救治。”1月29
日上午，林和村综合服务专干
陈洪在开展重点人群走访中，
排查到73岁的惠秀容老人有
腰痛、胸口痛的症状，立即启
动重症病人紧急转运转诊机
制，将老人送到镇卫生院救
治。

“目前，我们正对全镇65
岁以上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
孕产妇、困境儿童、独居老人、
残疾人等1441名重点人群进

行入户走访。镇村干部、驻村
工作队员、身体健康的党员全
面下沉，了解重点人群身体健
康状况、送健康包、宣传防疫知
识，对需要立即就医的病人进
行转运转诊，确保农村地区疫
情防控工作平稳进行。”大顺镇
党委相关负责人说，因春节期
间大量人员返乡，叠加低温寒
潮，他们点对点盯住农村重点
人群，最大限度降低感染、重症
风险。

为此，该镇还加强协调，推
动医疗资源更多地向农村倾斜
下沉，调配补齐人员力量，备足
药品设备，保障转诊转运车辆，
做到“有药可用、有病能治、有
车能转”。

目前，大顺镇卫生院配备脉
搏血氧仪15个、存储氧气筒8
个、便携式肺功能仪1个、救护
车1辆，11个村卫生室各配备脉
搏血氧仪2个，组建11个家庭
医生团队，并备足止咳化痰、消
炎、退烧等防疫药品。

涪陵区大顺镇：

进村入户问健康
筑牢乡村疫情防线

□本报记者 苏畅

1月29日，南川区福寿镇大石坝村，节
后上班的第二天，康茂水稻种植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汪文奇就收到了多笔水稻订单。

“要得，我给您留一亩水稻。”挂完电话，汪
文奇欣喜地向记者比出四根手指，“目前基
地已有40多亩水稻被预订了！”

然而，此时合作社的优质稻种植基地
还没开始插秧，甚至连田都还没有开始耕。

“合作社今年将种植3000亩水稻，其
中一半以上的水稻采取‘私人订制’模式提
前销售。”汪文奇介绍，预订价格是每亩

2180元，合作社保证每亩水稻产出250公
斤绿色大米或者180公斤有机大米。

大石坝村地处海拔800米左右的浅丘地
带，光照充足且昼夜温差较大，有利于水稻糖
分积累，是天然的优质稻产区。同时，南川区
富硒土地分布广，全区富硒、足硒土壤面积占
98.85%，产出的大米就是富硒大米。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让“南川米”在
2016年荣获“中国十大好吃米饭”第4名。
但在过去，南川米的销量却不是很好，优质
却没有实现优价。

汪文奇对此深有体会。几年前，汪文
奇开始尝试种植优质富硒水稻。水稻虽

然种出来了，但遇到了销售难题。“富硒大
米品质虽好，但当时市场却不‘领情’，其
价格与普通大米相比，没有明显优势。”汪
文奇说，硒元素看不见、尝不出，消费者不
愿意埋单。

转机发生在2017年。这一年，汪文奇
拿出合作社的150亩水稻试水，采取预订
方式进行预售。客户如果在水稻栽插前缴
纳订金，稻田里的水稻便视为该顾客的“私
人订制”产品，收成全归客户所有。合作社
还会定期发送水稻种植过程的照片，让客
户体验现实版“开心农场”。

不少消费者被这种销售模式所吸引，

一来二去成了回头客，汪文奇的预售订单
也越来越多，“去年，合作社共有1200亩水
稻提前预售。”

汪文奇的水稻“私人订制”模式，也让
附近的其他乡镇嗅到商机。在石溪镇盐井
村，今年共有1000余亩水稻采取该模式预
售，目前已有200亩水稻被预订。

“目前，水稻‘私人订制’模式已在南川
福寿镇、石溪镇、鸣玉镇、三泉镇等10余个
乡镇推广，去年南川区共有近2万亩水稻
提前预售。”南川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
宋敏介绍，今年南川还将进一步推广该销
售模式，预计将有3万亩水稻被提前预订。

南川福寿镇大石坝村：

田未耕秧未插“私人订制”水稻开卖了

春节假期过后，气温逐步回升，乡村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新气象。我市各地
农民积极开展春耕生产：永川寒泸村研究村集体股份合作社二次分红，并安排起接
下来的工作；南川大石坝村不断接到“私人订制”水稻预订订单……这一系列的动
作，为今年增收开了好头。 】【

1 月 30 日，巴南区接龙镇春龙村，当
地农民趁着好天气，抢抓农时收割萝卜，
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

近年来，该村依托当地独特的地理和
气候条件，将撂荒地、边角地进行整治，采
用村集体统一种植，统一销售的产业化模
式，发展集体经济。接下来，该村将继续
深化合作，形成多元化订单农业，为村民
增加收入的同时，也带动当地经济的发
展。

通讯员 李攀 彭怡 摄/视觉重庆

田间丰收忙

“进入‘张鸭子’这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的工厂，对家乡的东西有一个传
承，而且能实现自己的价值，我觉得
很满足。今后希望厂子越做越好，吸
引年轻人回乡，一起建设美丽乡村。”
2022年重庆市最美产业工人、重庆真
本味食品有限公司卤制车间主任吕
召兴说。他自 2015 年进入公司以
来，始终坚持以提高综合效益为工作
目标，带领车间员工不断提高产品质
量，改善工作环境，改进生产技术，与
同事们一起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了
各项工作任务。无论是在工作中还
是在生活上，他都力求率先垂范，充
分发挥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先锋
模范作用。

创新解决难题

吕召兴不向困难低头，善于思考，
敢于探索创新解决问题。

针对在生产过程中鸭子在夹层锅
里经常被卤烂的现象，他提出了设备
改造方案，经过60余天的反复试验改
造，终于开发出实用的蒸汽翻锅，解决

了鸭子在夹层锅里卤好之后因工人一
只一只地捞起来而被卤烂的问题。蒸
汽翻锅通过液压泵，可以把卤熟的鸭
子托举起来倒入容器中，既保证了产
品品质，又减轻了工人的劳动量，受到
了工人们的赞许。

几年前，车间筛选卤熟了的鸭掌、
鸭翅、鸭胗等小食品全靠工人用手从
卤料中分选出来，刚起锅挑选小食品
非常烫手，冷却后挑选，卤料粘在小食
品上不易去除，色泽不一，影响小食品
的外观。特别是节假日，产量猛增，挑
选小食品是一件既费力又费时的难
事。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吕召兴请
来设备人员经过多次反复探索，开发
出了车间可用的振动筛，把卤熟的小
食品放入振动筛中，振动筛把卤料与
小食品分离，卤料掉落到设备的下面，
小食品在输送带上装箱入库。振动筛
的开发提高了原有的工作效率，解决
了生产中重要岗位的重点问题。

管理注重细节

在开展“帮传带”和“五比五看”立

功竞赛活动中，吕召兴积极投身其中，
以做好本职工作为基础。为提高车间
员工的工作责任心及工作自觉性，他
坚持每天开早会，总结前一天工作中
存在的问题，并警示大家在当天的工
作中要注意的事项，避免问题的重复
发生。

为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他坚持

每周例会制，在会上员工可以谈谈自
己的想法和生产管理中的建议，实行
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让大家都能
体会自己是车间的一分子，参与车间
的生产管理。车间员工也比以往更
加自觉地遵守规章制度和发挥主观
能动性，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无论
是从仓库出货、卤料打捞，还是到产

品起锅、鸭子上架、产品记数入库全
过程，都有责任人自觉跟进，为正常
的生产提供了保障。

在开展节能降耗工作中，吕召兴
下大力气在车间开展创建“节能增
效”活动，从自己做起，从工作中的一
点一滴做起，在保障产品质量的前提
下，节约每一滴水、每一度电，为此他
依据企业生产标准，明确各生产流
程、步骤及生产设备的维护保养。同
时，还针对在不影响产品质量的情况
下，改进生产工艺，将单只随意腌制
改为计量精确腌制，节约生产成本和
时间，有效地提高了物品的使用率，
降低了费用，为各车间树立了良好的
榜样。

工作勇挑重担

卤制车间是鸭子加工过程中非常
关键和重要的部门，但卤制是鸭子加
工中比较辛苦、比较繁琐的工作。有
时员工的思想波动会很大，特别是刚
入职的新员工。针对这一特殊情况，
作为车间主任的吕召兴努力搭建平

等、畅通、透明的沟通平台，关注员工
的冷热温饱，体察员工的喜怒哀乐；他
时常利用业余时间跟员工谈心，了解
他们的心中所想，决不让员工带着情
绪上岗；他对车间管理团队成员在工
作上大力支持，在生活上给予关心，车
间工作开展得扎实、细致，每个人都把

“自己当作顾客”，从质和量上保证了
消费者的利益，使“张鸭子”屡屡获得
顾客的好评。

2021年春节前夕，公司领导安排
吕召兴临时代管物流部的工作，他二
话不说，走马上任，对物流部管理中
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规范了产品出
货流程、车辆维护及加油流程、物流
配送流程等，短短几个月，让物流部
的工作有了大的起色。春节期间，所
管车辆安全行驶18600公里，无一人
闯红灯，违反交通法规；安全配送卤
烤鸭22万只、休闲小食品130吨。在
司机人手不够的情况下，他又担任起
司机的角色，送货到门店，确保门店
不断货。

潘锋 图片由重庆市总工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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