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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郭晓静 崔曜

早春的山城已抹上“彩妆”，各地红
梅凌寒绽放。2月7日晚，央视新闻联播

“花开中国 畅享春光”专题中，专门报
道了重庆千株红梅竞相绽放的别样春
景。据了解，继红梅开放后，全城的美人
梅、李花、樱花也将陆续绽放。

重庆春天如何赏花？让我们一起踏
春寻梅——

群体美
高低错落 层次丰富

2月7日，重庆日报记者来到渝中区
红岩公园，看到上千株红梅已经悄然绽
放，红岩公园成片的红梅绽放。细心的市
民徜徉花海可以发现，这片红梅林远近高
低各不同。从色彩上看，有宫粉梅，朱砂
梅；从高处俯瞰，有的红梅挂满树枝，有的
以疏为美，傲迎风霜，形态各异……

“观赏的角度与距离不同，花景也不
同，但它们高低错落地排列在一起，形成
了层次丰富的群体美。”市城市管理局绿
化处处长廖聪全介绍说，重庆包括红梅、
美人梅，海棠在内的乔木春季开花时，量
大成片看起来非常壮观。

“成片的栽种我们称之为群植，兼具
观赏价值与经济价值。”廖聪全告诉记
者，此前中心城区栽种草花较多，但草花
株型低矮，观赏性不如乔木，另外草花需
要根据季节变化及时更换，投入的成本
较高。

“山城特殊的地形，也让乔木的群体
景观效果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廖聪全
称，在平原城市市民只能以较少的角度
赏花。但在重庆，成片成群的红梅可以
出现在坡坎崖、屋顶等立体绿化中，欣赏
视角也不局限于平视，可以多角度观赏，
怎么看都美。

个体美
苍劲挺拔耐观赏

在红岩公园新华日报总馆旧址内，
一株红梅树形苍劲挺拔，与旁边的绿地
草坪、灰砖青瓦相映成趣。

“相对成片的群植，这样的孤植主
要显示树木的个体美，但它对乔木本身
的要求较高。”廖聪全提到，孤植树木应
是姿态优美，色彩鲜明，体形略大，寿命
长而有特色。如果周围配置其它植物，
我们尽量做到与它保持合适的观赏距
离。

“再过一段时间，我们城市的一些重
要节点，比如转盘、路口、环岛处，市民也
可以观赏到乔木的个体之美。”廖聪全举
例说，三角梅到了盛花期就像瀑布一般
密集盛开，哪怕只有单独的几株也因为
其花量多苞片大，给人以奔放、热烈的感
受。

“重庆本来绿化底子就好，黄葛树、

小叶榕等广泛分布于大街小巷，在此基
础上搭配相对高大的乔木，更能衬托个
体之美。”廖聪全说，目前我们城市很多
节点，将孤植的乔木栽种于植物群落的
最上层，起到骨架作用。为增加观赏性，
城市管理部门也加强了修枝整形、施肥、
病虫害防治等工作，确保春季时乔木能
够以最优美的姿态展示。

园景美
人性化设计方便赏花

除了山景街景，城市公园也是市
民赏花的好去处。“这两天鹅岭公园里
绽放了成片的红梅。”市城市管理局公

园管理处处长王皓敏表示：“城市公园
是城市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载体，是向老
百姓提供优质公共生态产品的重要途
径，所以很多市民会在这个季节专程去
园博园和南山植物园等城市公园踏青
赏花。”她表示，近年来重庆多地的城市
公园不断实施景观提质，为市民提供舒
适的赏花场所和宜人的公共活动空
间。

比如大渡口区义渡公园对入口处
景观进行提档升级，栽植海棠、桂花、马
樱丹等开花乔灌木，设置景观花镜，丰
富季相色彩；荣昌区海棠公园改造采取
植被梳理的方式，新增垂丝海棠、木瓜
海棠、西府海棠等植物，让海棠公园实

至名归……
除了增加花的观赏度，城市公园还

注重人性化的设计，方便市民走进公园
赏花休闲。例如，一些公园内部增设了
次级小园路，让市民可以更近距离接触
这里的一草一木；同时在不允许游客走
入的区域，使用护栏或者绿篱植物进行
隔离，兼具功能性和美感。

红岩上红梅开 早春山城上“彩妆”
央视新闻联播昨晚报道了重庆别样春景，本报记者带你寻梅赏花

本报讯 （记者 张莎）2月 7日，
2023年全市民政工作会议宣布，2023
年重庆民政工作将实施川渝合作、精准
保障、治理强基、幸福颐养、渝童守护、
地名乡愁、善满山城、逝有所安“八大行
动”，推进智慧民政建设、改革创新增
效、平安民政建设、法治民政建设、民政
能力提升“五大工程”，推动全市民政事
业整体进入全国前列。

在川渝合作行动中，全市民政系统
将紧扣“打造区域民政协作的高水平样

板”，持续深化养老机构登记备案，孤儿、
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认定，残疾人“两项补
贴”资格认定，婚姻登记预约、结婚登记、
离婚登记等7项“川渝通办”事项，提高
通办事项办件量；积极推进养老服务、社
会救助信息核查、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区
划和地名界线管理、基层社会治理、婚姻
登记、殡葬服务管理、残疾人福利等各领
域合作；支持全市民政基层单位、社会组
织、民政领域企业加强与四川有关单位、
社会组织、企业的深度合作，让两地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认同感成
色更足。

在精准保障行动中，我市将加快建设
全市统一的社会救助“一门受理、协同办
理”综合信息平台，健全主动发现、先行救
助、标准调整“三大机制”，落实最低生活
保障条件认定办法，完善最低生活保障申
请审核确认办法，深化拓展“物质+服务”
救助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救助帮扶，
并根据实际需要适时扩围增效。

在治理强基行动中，我市将打造10

个市级城乡社区综合服务体示范点；到
2023年底实现社会工作指导中心、社会
工作站全覆盖，每个村（社区）都有社会
工作者提供服务。

在幸福颐养行动中，我市将试点建
设家庭养老床位1000张，完成特殊困难
老年人家庭居家适老化改造10000户；
推进乡镇敬老院达标创建工程，二星级
以上乡镇敬老院占比提高至40%；实施

“养老服务+行业”行动，推进医养康养
融合发展和人才队伍建设。

2023年重庆民政将实施八大行动

□王瑞琳

2023年全国教育工作会提出
“要把开展读书活动作为一件大事
来抓”，这对于刚进入开学季的学
生来说，是一种值得固化和强化的
意识观念。

阅读永不过时。在青少年时期
培养起“乐阅读”的兴趣、“慢阅读”
的习惯、“善阅读”的能力，将会持续
驱动人生良性发展。特别是过去，
孩子们学业负担重，课外时间少，让
自由阅读成为“奢侈”行为。如今，

“双减”政策之下，变化悄然发生：青
少年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
间。

重申阅读的重要性，把读书作
为一件大事来抓，既是正视“读书”
的价值，也是践行“双减”之下的素
质教育。

读书是最好的成长方式。读
书，不只是读教科书、辅导书，更要
读经典、阅名著。读书，不再是“考

试”的代名词，而是开拓视野、丰富
知识的重要渠道。抓好读书这件
事，关键是让阅读回归纯粹，以书
香浸润灵魂，用知识武装头脑。校
园天然是读书的地方，相关部门要
加快建设“书香校园”，为学校增加
读物储备、场所建设，指导学校开
展好阅读课，推出丰富的读书活
动，进一步为青少年的阅读扩容提
质。

书香是一座城市最好的软实
力。把读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培
养“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一
代人，才能不断增强城市的文化底
蕴。比如，读一读《红岩》，感受先
烈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让重庆的城
市精神通过书本厚植于青少年心
中；再比如，鼓励家校同阅读、亲子
共阅读，借助数字化手段构建“书
香重庆”全民阅读服务体系，让书
页的翻动与重庆的发展同频共振。

阅读，为成长带来亮色，让城
市充满书香。期待通过大力倡导

“把读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能
为青少年插上书本的翅膀，让他
们在无限精彩的人生舞台上尽情
飞翔。

大力倡导把读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

江北 都市观光农业加速领跑 和美乡村向美而行
重农固本是安民之基、治国之要。

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中提出，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
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
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
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

一头“服务城市”，一头“富裕农
民”。近年来，都市观光农业的发展对
二三产业的带动作用愈发凸显。2022
年7月，江北区都市观光农业现场推进
会进一步明确了发展都市观光农业的
具体路径，江北区发展都市观光农业正
当其时，正逢其势。

锚定发展目标。目前，江北区通过
加快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夯实产业基
础，完善乡村治理，推动农业农村发展
转型升级。独具江北特色的都市观光
农业正加速领跑，让农业提质增效、农
村宜居宜游、农民增收致富。

特色产业打底
互动生态农业公园破茧而出

菜生花，花升菜，菜园成花园，乡村
变公园。独具江北特色的都市观光农业
业态，正在田园间演绎出蝶变之舞。

2022年12月30日，江北区复盛东
坡农场开园推介活动举行。在现场，东
坡农场被授予为重庆市都市农业试验
示范基地、江北区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
基地、江北区青少年社会实践基地、江
北区基层科普行动计划支持项目（江北
区农业科普示范阵地）。

“东坡农场”以苏轼在此躬耕、问稼
等典故为背景打造，是集农事体验、山
野休闲、静心幽居等为一体的农旅沉浸
式体验区，通过土地认养、家禽代养等
方式，与消费者共享田园土地带来的美
好生活。

地处主城都市区的核心区，江北区
拥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观光农业
发展优势。去年以来，江北区以都市休
闲观光农业统揽全区农业农村工作，把
城乡统筹发展、美丽乡村建设、农业产
业项目、精品民宿打造等“三农”项目做
成“生态农业公园”的体验景点，把“生
态农业公园”的体验景点转化为“三农”
工作的展示窗口，全力打造农体文旅深
度融合的“都市观光农业”示范区。

目前，已推出七彩井池、下湾水果、新
山竹笋、茂林果园、大树茶山、豆豆农场等

10条乡村旅游精品线路，建成体验农庄
18个、采摘果园30多个、垂钓乐园30多
个、精品民宿农家乐20多个，“一村一特
色”的休闲观光农业正让沉睡的农村资源

“活”起来、让村民的腰包“鼓”起来。

体验活动丰富
让都市居民乡村乐而忘返

浓稠的玉米羹、软糯的玉米粑粑、

香甜的爆米花、焦香的烤玉米……各色
玉米美食吸引了往来市民品尝、购买。

去年6月，江北区鱼嘴镇井池村举行
第一届“玉米采摘节”，这也是村民们去
年在闲置地上种植玉米的第一次收获。

近年来，“乡村游”越来越受到市民群
众的追捧，租一口土灶、添几根劈柴，约三
两好友、烧一桌美食，回归田园、拥抱自然
成为了市民群众的又一个“小目标”。

月月有活动，季季有高潮。目前，
江北区精心筹办涉农节庆，吸引市民走
进乡村、乐享乡村。并同步开展玉米采
摘、草莓采摘、樱桃采摘、伏季水果采
摘、桂圆节、丰收节、原创诗歌节、彩妆
跑等乡村游主题体验活动，持续提升都
市观光游的吸引力和影响力，为市民群
众释放更多的旅游红利，着力推进城乡
统筹发展、和美乡村建设、农业产业项
目、打造精品民宿等“三农”项目，以更
实的举措、更大的力度推进江北区都市
观光农业发展走深走实。

保留田园乡愁
乡村庭院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干净整洁的村道，花香满溢的庭
院，白墙灰瓦的漂亮农房，村民们洋溢
着笑容的脸庞……走进江北区五宝镇
王家湾，一幅生态宜居、生活幸福的美
丽画卷正徐徐展开，诉说着农村人居环
境的不断嬗变。

村民王怀路谈起身边的变化特别
激动，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王家湾人，
他见证着五宝镇人居环境的变化，“不
仅村里环境更美了，生活也更加便利。”

他说，出了家门，清澈的溪流、干净的街
道，进了庭院，鲜花盛开，蔬菜满园，自
来水畅，“尤其是新建的厕所，干净又安
全，用起来格外舒心。”

近年来，江北区累计投入资金近2
亿元，全面完成农村住房风貌改造1834
栋，完善示范片区公共设施（包括环境
整治和生活污水处理），农村居民居住
条件大力提升；持续开展以“三清一洁
一改”为主要内容的村庄清洁行动和

“五清理一活动”专项行动，完善的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正源源不断地为都市观
光农业发展建设注入新动能。

当前，江北区正采用美丽乡村“三
美”策略助推都市观光农业高质量发
展，实现民宿庭院美、田园庄稼美、人
文自然美，让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

“‘三美’策略为发展都市观光农业
指明了方向。”江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江北将邀请市民
和专家学者为江北区农业农村发展建
言献策。

贺娜 姚兰
图片由江北区农业农村委提供

孩子们在复盛镇华山村东坡农场体验农耕采摘

▲2 月 7 日，
渝 中 区 红 岩 公
园，红梅花迎春
绽放，市民打卡
赏花，拥抱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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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株红梅竞
相绽放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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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今天的会议，不讲成绩,只提思
路和意见，每人限定5分钟，大家抓
紧！”近日，梁平区纪委监委召开年度
工作谋划会，该委主要负责人会议伊
始就定下调子。

“巡察干部特别是联络员的选拔
配备上存在不足，希望今后能够加强
沟通协调，选拔一批年富力强的干部
参与巡察。”第一个发言的区委巡察
办公室副主任开门见山、直入主题。

“村卫生室资金监管过去是个
薄弱环节，今年我们将加大监督检
查力度”“我室拟对全区优化营商环
境情况开展专项监督检查”“我们的
确存在患得患失、瞻前顾后的问题”

“对检举控告失实的，不能一‘核’了
之，还要尽量化解干群矛盾”……参
会的50名派驻（出）、内设机构负责

人都打开了话匣子，有的查找问题
短板、总结经验教训，有的侧重汇报
一年计划、厘清工作思路，有的着重
分享心得体会、提出意见建议，区纪
委监委班子成员边听边记，不时进
行评点。

“尊敬的……”“停！客套话就
不要讲了，今天的会议只讲实在
的。”某纪检监察组组长刚发言便被
打断。这一幕体现出这场务虚会的
态度。该区纪委监委主要负责人表
示，务虚会来不得半点假打，为的是
求实效。“召开这场会议，就是要以
政治建设为统领，以作风建设为抓
手，提振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精气神，
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确保新的一年
梁平纪检监察工作开好局、起好
步。”

近段时间，梁平区纪委监委已通
过开展理论学习、汇报工作计划、述
责述廉等方式，拧紧发条，压实责任，
改进作风，为全区纪检监察干部“蓄
满电”“绷紧弦”“攒足劲”。

“停！客套话不要讲了，讲实在的”
梁平纪检监察系统这场务虚会有看头

本报讯 （记者 黄乔）2月 7
日，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司法鉴定
协会和重庆市司法局、重庆市司法鉴
定协会联合发布川渝环境损害司法
鉴定蓝皮书和川渝环境损害司法鉴
定十大典型案例。

典型案例中，包括重庆市巫溪
县某村民捕杀野生动物制成熏肉
案。案情显示，2020年 1月17日，
重庆市巫溪县某公安局派出所接到
举报后，在村民方某某家中发现疑
似野生动物多只，且均已形成烟熏
制品，当即全部缴获作为案件确定
的实物证据。

为明确证物，该县公安局将涉案
动物烟熏制品委托四川楠山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中心对送检样品的动物
物种、物种保护级别、物种价值及检

材之间的关系进行鉴定。通过DNA
检测确定，方某某家中发现的证物为
国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羚，以
及野生小麂、豹猫、果子狸等。

川渝环境损害司法鉴定蓝皮书
显示，目前川渝共有13家环境损害
司法鉴定机构，鉴定范围涵盖除近岸
海洋与海岸带环境损害鉴定外的6
个大类43个类别。川渝两地环境损
害司法鉴定机构近3年共受理环境
损害司法鉴定案件3046件。

据了解，环境损害司法鉴定是
指在诉讼活动中鉴定人采用监测、
检测、现场勘察、实验模拟或者综合
分析等技术方法，对环境污染或者
生态破坏诉讼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
行鉴别和判断并提供鉴定意见的活
动。

川渝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十大典型案例发布

DNA检测确定熏肉是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