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林业局以主题教育为契机，抓实问题整改——

筑牢生态屏障 打通“两山”转化通道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林业局以深化调查研

究推动解决发展难题，在找准查实突出问题的基
础上，动真格抓整改，把主题教育成效更好地聚
焦到开拓林业高质量发展上来

在
主
题
教
育
中
，
市
林
业
局
将
理
论
课
堂
搬
到
室
外
，
与
实
践

相
结
合
。

（
受
访
者
供
图
）

市
林
业
局
党
组
学
习
中
心
组
开
展
主
题
教
育
研
讨
会
。

（
受
访
者
供
图
）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要坚持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努力为群众
提供优美的森林、草原、湿地生态环境，筑牢长
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近日，在市林业局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市林业局领导班
子成员结合工作实际谈心得、谈体会。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林业局以强化理论
学习指导发展实践，以深化调查研究推动解决
发展难题，在找准查实突出问题的基础上，动
真格抓整改，把主题教育成效更好地聚焦到开
拓林业高质量发展上来。

以学习打头

坚持学思用贯通

以学促干要坚持匡正干的导向。
今年6月，市林业局牵头编制了《重庆市科

学绿化试点示范市建设实施方案》，我市计划
用五年时间，使全市森林覆盖率稳定在55%以
上。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实施方
案，他们加紧编制了国土绿化相关规划，对不
同功能区域进行分类指导、科学布局，加大森
林抚育、退化林修复力度，优化森林结构和功
能，提高森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
力。

在主题教育中，市林业局始终坚持以高质
量学习研讨为引领，持续提升广大党员干部的
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

今年3月，市林投公司党总支将理论学习
课堂搬到了渝北区玉峰山，大家重温入党誓
词，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并结合植树节活动，
种下了一株株楠木树苗。

“把理论课堂延伸到实践中，让我对习近平
生态文明思想有了更深的认识，国土绿化重数
量也要重质量，必须走科学、生态、节俭的绿化
发展之路，不断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市林业投资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方文
说。

“通过创新方式方法，我们鼓励党员干部
多思多想，学深悟透，着力在学懂弄通做实上
下功夫，不折不扣落实好各项决策部署。”市
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说，以主题教育为契机，他
们正加快推进《重庆市林地保护利用规划》
《重庆市草原保护修复利用规划》编制，加快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
实现森林资源的“网格化、精细化、立体化”管
理。

边检视边整改

筑牢夏季森林防火墙

以学促干要增强干的动力。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林业局党组学习中

心组聚焦林长制、生态保护修复、生态富民惠
民、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等8个方面，形成了
52个专项调研主题，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找
问题，交流运用党的创新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
具体案例，提出改进工作的思路措施。

“林区有浓烟冒出，可能有火情。”7月19
日，巴南区南泉街道开展“森林防火”应急演
练。随着智能监控系统警报响起，消防救援人
员、扑火队员迅速集结，赶往现场处置。在实
战演练中，他们根据无人机、林下红外探测器
回传的火情实时画面，灵活架设水泵、布设水
带，15分钟内便有效遏制了森林火势蔓延。

为做好新形势下的夏季森林防火工作，市
林业局明确调研课题，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
检视边整改。比如，针对我市山高坡陡林密、
林区道路通达受限、巡护不便等难题，市林业
局研究制定了具体的措施细则，着力强化“技
防”支撑，建立了智慧防火综合管理平台，不断

完善林火视频监控、林下红外线监控、自动语
音卡口等点位设置，实现火情24小时自动监
测、自动报警、自动定位。

“地图上，标记有红色小圆点的地方就是
我们布置的监测点，一旦发现新的火情预警，
小圆点就会闪烁，并伴随有提示音。”近日，在
巫山五里坡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事务中心
主任柴慧明点开森林防火预警监测平台告诉
记者，预警监测平台不仅能第一时间发现火情
隐患，还能摸清每个监测点周围的扑火队伍、
隔离带、瞭望台、应急物资库、取水点、检查站
等资源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就能科学调
度防火力量，制定出最优的扑火灭火方案。”

据了解，今年以来，市林业局整合中央资
金，累计投入1亿多元，加大对林区道路、供电、
饮水、防火、管护站点等基础设施建设。其中，
完成林火视频监控点位安装调试2478个，接
入市级平台2517个，着力提升森林防火能力
和质量。

瞄准民生需求

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以学促干要形成干的合力。

在主题教育中，市林业局深度结合大调
研，灵活采取个别谈话、座谈交流、实地走访、
调阅资料等形式，广泛吸收专家意见、群众智
慧、基层经验，拿出破解难题的实招、硬招。

就在这个月，北碚区澄江镇缙云村联合当
地林业部门启动“达人探店”活动，邀请上百名
网络主播对缙云山上的民宿、农家乐进行探店
拍摄，激活旅游发展活力。

“缙云山综合整治后，山上的农家乐也一
改过去‘小、散、乱’的态势，向规模化、品质化
迈进。”缙云村村支部书记陈贞说，希望借助达
人引爆热度，继续唱响缙云山的旅游品牌，打
通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

以民生需求为出发点，市林业局围绕正反
两方面典型案例，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
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进行深刻剖析。其中，
围绕“缙云山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局主要领导
主持召开了5次以上的案例解剖分析会，在总
结提炼主要做法及成效经验的基础上，深入林
区、村社等基层一线，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
问题，让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主题教育的成
效。

今年，北碚区林业局将联合当地农业、旅
游部门，高标准推进“一心四片”产业发展，做

好缙云山综合提升“后半篇”文章，依托缙云山
自然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重点引入研学度
假、温泉康养、智慧文旅、智能制造、现代农业
等“增量”产业，着力解决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
相协调的难题。

“问题整改得如何，关键还得群众说了
算。”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主题教育
中，他们着力打通调研“课题库”、整改“问题
库”和基层“诉求单”，优先处理与群众关系最
紧密的问题，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和评判，目前
已累计走访基层单位58个，接访群众200余人
次，解决群众困难问题61件次。

譬如，针对我市林产业科技含量低，深加
工、高附加值产品少的难题，市林业局修订完
善了《重庆市林业科技项目管理暂行办法（征
求意见稿）》和《重庆市林业局推动林业科技创
新发展的工作意见》，组织林业科技专家开展
进村服务、技术培训，累计服务林农6.2万余人
次。

市林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他们
还将以问题为导向，促进学习与实践有机统
一，努力把问题清单转化为成效清单，把整改
目标转化为实践成果，让人民群众收获更多的
获得感、幸福感。

市农业农村委在主题教育中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守牢粮食安全底线 助力产业提档升级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委坚决守住

守好“三条底线”，大力实施“四千行动”，稳步提
升“三化”水平，持续强化科技、改革“双轮驱
动”，全力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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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栗园园 实习生 司展图

7月18日，在南川区东城街道三秀社区一
个水稻种植基地内，一架满载生物农药的植保
无人机在工作人员的操作下，将农药均匀洒落
在田间。当时，全市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与
统防统治融合现场会正在该基地召开。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委坚决守
住守好“三条底线”，大力实施“四千行动”，稳
步提升“三化”水平，持续强化科技、改革“双轮
驱动”，全力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市
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保持稳定，高标准
农田改造全面加强，农产品加工产业提档升
级，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提高。

迎来“开门红”

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产“三增长”

7月20日，市农业农村委给出一组数据：
全市夏粮播种面积563.3万亩，同比增加3.3万
亩、增长0.6%；亩产达220.1公斤，同比增加
1.5公斤、增长0.7%；产量124万吨，同比增加
1.6万吨、增长1.3%。夏粮实现面积、单产、总
产“三增长”。

此外，油菜播种面积 445.4 万亩、亩产
137.1公斤、总产61.1万吨，也实现面积、单产、
总产“十六连增”。

农业生产迎来“开门红”的背后，离不开市
农业农村委将主题教育外化于行的积极举措。

去年底以来，我市农业生产相继面临冬春
连旱、局地强降雨、病虫害频发叠发重发等不
利因素。为牢牢守住守好粮食安全这条底线，
全市农业农村系统深入一线指导生产，全力克
服不利因素影响。

在春耕生产“第一仗”中，我市统筹调度农
药、种子、化肥、农机等农资装备；选派农技人
员、产业专家开展选种、购种、田间管理一线指
导等服务；3D打印播种技术、无人驾驶农机、
淹水直播等一批新装备新技术广泛应用于农
业生产之中，助力农业节本增效，单产提质攻
关。

为将强降雨、病虫害对农业的损失降到最
低，我市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农业技术指导，
提醒农户提前采取开沟、覆膜、施肥、施药等措
施积极应对，并第一时间指导灾后生产。尤其
是6月以来，在水稻“两迁害虫”发生范围广、增

长快的情况下，我市组织近200名植保专业技
术人员开展田间普查和系统调查上万人次，召
开会商会2次，发布《重庆植保》信息45期、预
警信息15期、紧急通知及工作提醒4期。通过
2—3次大面积防控，稻飞虱现已基本得到有效
控制。

“目前，全市大春作物种植面积2378.6万
亩、同比增加4.3万亩。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
植面积预计为51万亩，超过国家下达任务。”
市农业农村委粮油处相关负责人说。

调研生产所需

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以学促干，要坚持“惠民有感”工作导向。
农业生产中，涉农主体面临着哪些问题？

主题教育中，市农业农村委聚焦“解难题”，深
入开展调查研究，确定37个调研课题。班子
成员领题调研，先后深入21个涉农区县、56个
乡镇，召开调研座谈会28场、“坝坝会”28场，
走访农业企业41家，访谈干部群众760余人

次，深入基层解剖“麻雀”，察实情、看实况、听
实话，真正把身子沉下去，把问题摸上来。

农业机械化缺人才？在今年的鲁渝协作
乡村特色科技人才培训班上，我市首次开设无
人机培训课程。“老师讲得特别好，让我知道了
农机操作是有技巧的，不能乱飞，否则会浪费
农资和降低效率……回去后，我要把学到的知
识跟大家分享交流。”来自长寿区的学员樊伯
树说。

生产缺资金？在我市深化金融助力农村
致富带头人行动计划重点区县投融资对接会
南川专场活动上，通过市农业农村委、市金融
监管局、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共同发起的重庆金
融助农产融平台的助力，10个农业类项目和7
个农村致富带头人类项目共获得金融机构超
4000万元的融资。

“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深化调研成果转
化，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采取有针对
性的措施，把问题解决与建章立制相结合，确
保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说。

聚焦农产品加工

助力打造5000亿级产业集群

今年，我市提出升级打造5000亿级食品
及农产品加工支柱产业集群，并出台“黄金
十条”政策，助力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发
展。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市农业农村委围绕果
蔬、肉蛋奶、中药材产业成立了3个专题调研
组，对3项产业发展加工业存在的短板、难点和
卡点进行调研。通过一周的扎实走访，调研组
收集了30多个区县58家企业在加工生产中遇
到的急难愁盼问题。

比如，在果蔬产业上，存在水果精深加
工业态较为单一、蔬菜初加工产品供应欠
缺、精深加工不足等问题；在肉蛋奶产业上，
存在畜禽等精深加工水平不高、缺乏特色产
品和爆款产品、设施用地紧张等问题；在中
药材产业上，存在道地药材品牌打造滞后、
种子种苗生产不规范等问题。此外，调研组

还向企业征集了关于产业发展的近百条建
议。

3个调研组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梳理总结，
归结为原料基地空间小、产品创新能力差、产
业发展动力不足、市场营销手段较为落后四大
类问题，并形成了调研报告。

为给我市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发展汇
集力量和智慧，在6月举行的重庆市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高质量发展产业生态大会上，市农业
农村委主办了果蔬茶、肉蛋奶、中药材3个高质
量发展沙龙，邀请市内外专家及企业分享观
点、交流碰撞、洽谈合作，为我市发展食品及农
产品加工产业助力。

“去年四川也提出围绕特色产业发展农产
品加工，川渝两地在粮油加工、早市茶叶、预制
菜、火锅食材、优质白酒、中药材等方面均有良
好的基础，合作前景广阔。”市农业农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一步，重庆将与四川在基地建
设、资源共享、技术创新上加强合作，实现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做大做强一批示范加工
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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