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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志峰

“我们现在吃到的枇杷，每个果子里面果核就占了约一半。如果
是无核枇杷，全是果肉，你期待吗？”前些日子，在位于北碚区歇马街
道的重庆市作物种质北碚枇杷魔芋甘蓝资源圃，西南大学园艺园林
学院副教授何桥向记者推荐起他们正在培育的“宝贝”。

事实上，整个春节期间，包括何桥在内，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
科研团队的师生们都没有闲着，资源圃里24小时有人值班，守着这
些“宝贝”。

重庆市作物种质北碚枇杷魔芋甘蓝资源圃，由西南大学园艺园
林学院及重庆市枇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同管理。

上个世纪90年代，西南大学梁国鲁研究员带领该校园艺园林
学院枇杷种质资源利用与创新团队，从国内外收集枇杷属种质资
源，通过筛选天然多倍体和杂交育种，获得了500多份不同倍性的
种质。

“在通过国家相关部门审定的10个枇杷新品种中，有5个是无
核新品种，比如‘无核福早’‘无核早玉’‘华玉无核1号’等。”何桥对
此颇感自豪。

同是枇杷，有核的和无核的有什么区别？同是无核的品种，它们
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这当中的差别可大了。”何桥说，有核枇杷和无核枇杷吃起来体
验感完全不一样：大多数有核枇杷核很大，果肉少；而无核枇杷剥了
皮以后，全是果肉。

然而，要培育、甄选出优质的无核枇杷品种，并非一蹴而就的事。
这项工作，西南大学园艺园林学院枇杷种质资源利用与创新团

队已经持续做了20多年。
无核枇杷果实里没有种子，而种子是果实膨大所必需激素的主

要来源，因此，无核枇杷保果就成了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要做好保
果，根据时节施用保果剂并进行疏果和套袋，至关重要。

“枇杷疏果有个口诀：‘大果留二三，中果四五六，小果八九十。’
要生产精品果，必须进行人工疏果。”何桥说。

疏果主要是摘除生长发育不良的果实、受冻果、畸形果和病虫害
果。而果实套袋可以有效防止果皮擦伤，减少裂果、果锈、日灼，减轻
鸟害和虫害，降低农药残留。

现场，何桥进行了教学。他提醒学生，在疏果完成后，要先喷洒一
次杀菌剂和杀虫剂，然后进行套袋操作，“先撑开果袋，将果实全部装入纸
袋，使幼果处于果袋中央，再用捆扎丝捆扎袋口。”

记者留意到，师生们的套袋操作严谨而规范：套袋顺序为先
上后下，先里后外；捆扎丝时，线没有缠在果柄上，以免果柄受到
损伤。

何桥告诉记者，目前，对无核枇杷品种的选育已经到了中试阶
段，“预计还有3—5年，随着相关栽培管理技术的优化和示范推广，
无核枇杷就将正式面市。”

西南大学科研团队守护着的这个“宝贝”——

无核枇杷！三五年后就要来了□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就业稳则收入稳，
收入稳则民生安。

市乡村振兴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
去年我市有80.8万名脱贫人口（含监测对
象）找到工作，脱贫人口就业率达49.38%，
为全国最高。

沉甸甸的“成绩单”背后，是相关部门
针对不同类型的脱贫人口分类施策，倾尽
全力帮助他们端稳就业“饭碗”。

针对青壮年劳动力
从培训到上岗全程服务

2月7日上午，北碚区重庆欣乐美义齿
公司生产车间，员工张坤正在加工一批义
齿。

这份工作，每月能为他带来近5000元
的收入。

今年23岁的张坤，来自城口县庙坝镇
红岩村一个脱贫家庭。他从重庆三峡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口腔医学技术专业毕业后，
经当地帮扶干部和学校老师推荐，来到北
碚这家公司实习，获得了这份专业对口的
稳定工作。

“青壮年是农村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和
重要收入来源，帮助他们找到工作，是守住
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的关键。”市乡
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保障、提升这部分人的就业质量，市
级相关部门联合举办专题培训班，以脱贫
群众和就业市场需求为导向，不断加大培
训力度，有针对性地制定培训计划，着力提
升技能培训的精准度、实效性。尤其是市
乡村振兴局、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三部门
联合印发的《重庆市“雨露计划+”就业促
进行动实施方案》，将帮扶由职教帮扶延伸
到就业帮扶。

在帮助群众掌握过硬技能的基础上，
市级相关部门又出台提供交通补助和一次
性求职创业补贴等福利政策，并为返岗人

员提供组织化的专车专列输送服务。
种种措施实施后，效果立竿见影：在

80.8万就业的脱贫人口中，赴市外和县外
务工的脱贫人口合计超过53万人，与上一
年相比新增近4万人。

针对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
设立公益性岗位兜底帮扶

除青壮年劳动力外，我市还有近22万
弱劳动力和半劳动力。这一群体大多年老
体弱，又如何进行针对性就业帮扶？

白巨明是垫江县白家镇静峰村的脱贫
户。白巨明家原本已在4年前脱贫，但天
有不测风云，老伴前年髋关节骨折，儿子又
在去年得了脑梗，年近花甲的他肩上担子
顿时沉重起来。

白巨明有木工手艺，但由于上了岁数，
吃不消工地上的繁重工作，在去年回到家
乡。

白巨明返乡不久，村里的帮扶干部郭
素兰便来走访了解情况。郭素兰告诉他，

村里新开发了一批临时性公益性岗位，工
作强度不大。

经郭素兰推荐，白巨明顺利申请到公
益性岗位。他的工作内容主要是清扫公
路，一个月虽然只有600元工资，但空闲
时还可以到附近的果园打工，加起来一个
月能有2000多元收入，可以维持家庭日
常开支。

“随着脱贫群众的年龄逐渐增长，我市
会有越来越多的半劳动力和弱劳动力，我
们的帮扶手段是设立公益性岗位，帮助他
们就近就业，从而为其兜底。”市乡村振兴
局有关负责人说。

这两年我市不断加大乡村公益性岗位
开发力度，开发出公路养护、河库巡管、助
残服务等领域公益性岗位，带动了一大批
脱贫人口和监测对象实现就业。

仅去年，我市就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1708个，全市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脱贫人
口就业超过11万人，占全市弱劳动力、半
劳动力人数的一半以上，有效解决了他们
的就业问题。

针对留守劳动力
“量身定做”帮扶车间助其

在家门口就业

在农村，留守劳动力也是一个较为庞
大的群体，他们在扶老携幼的同时，也有就
业需求。而设立在家门口的就业帮扶车
间，就是为他们“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工作
之余，能兼顾起照料家人的责任。

近日，奉节县安坪镇鲁渝协作返乡创
业园，重庆市弘源鞋业有限公司帮扶车间
里，机器运转的“嗒嗒”声此起彼伏。

在车间的手工生产组，合一村的脱贫
户张玉正在裁剪鞋布。“我刚进车间时什么
也不会，车间的培训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做
鞋布，一个月左右就上手了。培训期间还
有1700元的底薪。”她介绍，现在一天能裁
剪几百张鞋布，月收入4000多元。

在奉节，这样的就业帮扶车间共有
142个，去年吸纳5000余人就业，其中脱
贫人口1480人。而在全市，就业帮扶车间
总数达到617个，吸纳了12411名留守劳
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近5000人。

记者注意到，在617个就业帮扶车间
中，有123个是去年新建。

“这与政策的导向和支持密不可分。”
上述负责人介绍，例如经评选认定的就业
帮扶车间，最高可获得50万元的一次性建
设补助资金，每年还会根据车间稳定带动
就业能力、增收能力等情况，给予2万—10
万元带动就业奖补。

目前，在脱贫人口就业率已经较高的
情况下，我市正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提高
就业质量上来，启动了“7+6+3”重庆乡
村振兴劳务品牌试点工作，重点筛选培
育重庆火锅师傅、云阳面工、巴渝大嫂
（家政）、开州金厨、万州烤鱼师傅等7个劳
务品牌，与万州区、开州区等6个区县开展
合作，向北京、山东和重庆中心城区3个就
业大市场输送劳动力，进一步助力脱贫人
口持续增收。

2023年重庆80.8万脱贫群众找到工作

49.38%“全国最高就业率”怎么来的

近日，我市黔江、酉阳和巫山等地寒潮来袭，普降春雪。
为应对雨雪天气，各区县应急、交警、路政等部门协同联动，迅速采取融冰除雪等措

施，呵护民生，确保交通安全与顺畅。寒潮来袭 温暖守护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2月22日，璧山区河边镇慧农（积分）超市内，货架上的商品琳
琅满目。不少村民在收银台结算时掏出积分卡，用参与当地基层治
理所获积分兑换商品。

慧农超市是河边镇两个村集体经济组织“携手”供销社联合成立
的，是当地村民自己的超市。超市将惠农与积分制相结合，村民可凭
参与基层治理所获积分兑换商品，这不但壮大了集体经济，也激励群
众踊跃参与乡村治理。

超市所在地过去是文昌社区一处闲置房屋，位于河边镇“内环
路”上，不在核心区域，房屋闲置多年。

去年8月，文昌社区和邻近的盐井河村联合璧山区供销社下属
国有企业璧山区兴合供销社集团有限公司，合资成立璧山区河边慧
农供销合作社有限公司（简称“河边慧农公司”），将这处闲置资产利
用起来，开办了慧农超市。

超市占地面积1200平方米、经营商品8000余种，是河边镇规模
最大、商品种类最齐全的综合性服务超市。

去年8月27日开业以来，超市迅速带活了人气，每天人流如织，
还为当地村民提供了十多个用工岗位，短短半年时间已实现销售收
入280余万元，预计今年年底文昌社区和盐井河村可实现按比例分
红。

超市也是河边镇推行“党建统领基层治理”积分制的重要载体。
河边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河边镇推行“党建统领基层治

理”积分制，以户为单位实行积分管理，把爱党爱国、遵纪守法、道德
文明、参加公益活动等纳入积分范围，激发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乡村治
理的积极性。但过去，村民只能在所在村（社区）专门开办的“积分超
市”，用积分兑换牙膏、抽纸、肥皂等种类有限的日用品，且兑换时间
也有限制。如今，慧农超市里的8000多种商品都可根据积分数量进
行等额兑换，非常方便。

8000多种商品均可用“基层治理积分”兑换

璧山：新型超市开到村民家门口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2月22日，永川区仙龙镇，一片片高
标准农田间，道路、沟渠纵横交织。

在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内，传来“嗒嗒
嗒”的轰鸣声，几名机手驾驶旋耕机来回穿
梭，将田地整平，一派繁忙景象。

基地的负责人名叫管春，是仙龙镇的
种粮大户。去年，他在当地种植了600多
亩水稻，亩产量达1000斤，收入90万元。
今年，管春又扩大了200亩种植规模。

“有了高标准农田，种粮不再是体力
活，加上农机作业省钱省时省力，很多事情
好办多了。”管春向记者介绍扩种的原因。

仙龙镇是永川区的传统农业大镇，曾
荣获“全国农业产业强镇”称号。但在过
去，当地的农业“大而不精”，“巴掌田”“鸡
窝地”制约着农业集约化、规模化发展。

“土地高低不平、分散零碎，大型农机
通常下不了田，因此效率一直提不上来。”
仙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仙龙镇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
建设项目，按“大改小，坡改缓，弯改直”等
要求，建设了5万余亩高标准农田，很多地
方农机能开进田间地头作业，大大提高了

生产效率。管春等种植大户也逐年扩大水
稻种植规模。

农机作业效率能有多高？机手最有发
言权。“这段时间是最忙的时候，一天要耕
20多亩地。”驾驶座上，机手谭立全熟练操
作着机器在田野间行驶，他停下来指着几
块田地向记者介绍，“上午已经耕完10多
亩地。”

“不仅效率提高，成本也降低不少。”另
一位机手梁金龙接过话茬说，驾驶农机翻
耕一亩土地只需要80元左右，而用牛耕地

的话，一亩至少200元。
目前，管春的基地内大部分田地已完

成翻耕，预计在下个月初开始育秧。
仙龙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仙龙镇争

取到高标准农田提质增效项目1.54万亩，覆
盖大石坝、巨龙、石宝寺、牛门口4个村，目前
该项目正在实施，预计在今年内完成。

届时，项目区机械化率将达到100%，
有效耕种面积增长10%，耕地地力大幅提
升，为农业生产机械化、规模化、智慧化打
下坚实基础。

种粮不再是体力活 今年又扩种200亩
永川农业大镇一大户感叹：有了高标准农田和农机，很多事情都好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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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2日，巫山县城及周边随处可见积雪。受本轮冷空气影响，从22日凌晨起，巫山境内普降春雪。 通讯员 王忠虎 何善春 摄/视觉重庆

▲2月22日，彭水县大同镇小学校，供电所工作人员
正在检查教室内碳晶墙暖的运行情况，确保孩子们有一
个温暖的学习环境。

特约摄影 赵勇/视觉重庆

▲2月22日，万州高铁北站，民警正为旅客服务。
受北方雨雪天气影响，郑渝高铁部分列车晚点或停
运，万州高铁北站积极应对，确保春运安全有序。

特约摄影 冉孟军/视觉重庆

▲2月22日，酉阳县省道305线毛坝至兴隆路段，县公
路事务中心融雪化冰车辆满载20余吨融雪化冰剂进行喷洒
作业，确保交通顺畅。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在80.8万就业的脱贫人口中，赴市外和县外务工的脱贫人口合计超过53万
人，与上一年相比新增近4万人

全市新开发公益性岗位 1708个，公益性岗位累计安置脱贫人口就业超过 11
万人，占全市弱劳动力、半劳动力人数一半以上

数读·2023重庆脱贫人口就业

全市就业帮扶车间总数达617个，吸纳 12411名留

守劳动力就业，其中脱贫劳动力近5000人 去
年
新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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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个就业帮扶车间中，有123个帮扶车间是去年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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