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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春 耕 备 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2月23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生态处获悉，为从源头减少农田“白色污
染”，今年5月前，我市将在万州、黔江等25个农膜使用量较
大的区县，分别完成100万亩加厚地膜和20万亩全生物降解
地膜的推广，并实现项目实施区地膜回收率达到83%。

市农业农村委生态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一般来说，普通农
膜每亩的用膜成本约为五六十元，加厚膜为七八十元，可降解
膜为150元到160元。为减轻农户负担，目前我市对加厚地
膜、可降解地膜每亩分别给予30元、60元的补贴。

当下，正值春耕时节，在璧山区健龙镇，玉米种植大户张
小军主动申请购买了全生物降解地膜。

“降解地膜省事，它能自行降解，就不用请人工除草了。”
张小军说，前几年在区供销社的免费推广下，他曾用过降解地
膜，效果特别好。他算了一笔账：有了中央补贴，每亩地用膜
成本在100元左右，加上璧山区供销社争取区级资金给的“买
100斤膜送30斤膜”政策，以及能够节省超10%的人工除草
成本，“算下来跟用普通地膜的成本差不多，那我肯定选可降
解地膜！”

我市今年为减少农田“白色污染”
将推广全生物降解地膜20万亩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杨永芹）2月23日，
来自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的消息称，日前，交通运输部公布了全
国53个县（市、区）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名单，重庆
綦江区成功入选。

数据显示，自2021年开展创建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
县以来，綦江区实施通组通畅工程600公里，完成产业路、建
制村通双车道公路180公里，建立以綦江城乡物流配送中心
等县级物流中心为主，323个街镇、村级农村电商物流点为辅
的“区、镇、村”三级物流体系，实现全区302个建制村直接通
邮比例达100%、具备条件的乡镇快递服务网点覆盖率达
100%、具备条件的建制村通快递比例达100%。

当地群众出行也更加便捷。截至2023年10月，綦江区
21个街镇、302个行政村（不含万盛代管）已建成区、镇综合运
输服务站6个、公交站点790个、港湾式公交站604个、农村
客运招呼站233个，开行城区、街镇公交线路37条，农村客运
班线79条，城区公交500米半径覆盖率100%，符合条件的行
政村通客车率100%，日均运输客运量达到10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綦江区积极探索“交邮融合”“客货同网”发展
新模式。作为我市第一批“交通+邮政”5个试点区县之一，
綦江至郭扶、綦江至新盛、綦江至扶欢3条“交邮融合”线路
运行良好，累计带货20余万件，实现城乡公交快递一体化运
营，每月降低快递进村运营成本约10%，增加企业经营收入
约30%。

綦江成功创建
城乡交通运输一体化示范县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于鹏程）“这些新到的
尿素卸船后将直接装车，立刻发往巫溪县的各个乡镇农资配送
点。”2月22日，在奉节县李家坝南岸汽渡码头，巫溪县丰谷农
业生产资料有限公司负责人李兴建在现场指挥装车卸货。

该公司隶属于巫溪县供销社，主要负责巫溪全县农资的
采购及运输。为保障春耕生产，公司提前与生产厂家签订了
购销合同，并改陆路运输为水路运输。

2月21日，受寒潮影响，巫溪县多个乡镇及高速路段迎
来降雪，道路出现整体结冰、积雪等现象，部分高速路段封路
停运。

“趁着奉节—巫溪段高速还能通行，我们紧急调动了全部
的司机来抢运农资。”李兴建告诉记者，从2月21日开始，公司
的12名货车司机与挂车司机已全员在岗，为即将到来的春耕
做足准备。

此外，为确保农资顺利送到每一户，巫溪县供销部门还在
各乡镇设置279个农资配送点。在下堡镇的配送点，记者看
到，新采购的尿素刚运抵网点，许多农户就开着车前来购买。

“有些交通不便的地区，或是客户需求比较大时，我们都会用
三轮车送货上门。”网点负责人袁绍彩说。

巫溪：

应对雨雪天气
抢运农资备春耕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2月23日，
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悉，重庆近日推荐发布45项农业主推
技术，护航春季农业生产。

此次推荐发布的农业主推技术涵盖粮油、经作、蔬菜、畜
牧、水产、农机、加工、生态、病虫害防治与疫病防控、质量安全
10大方面，具体有《稻油轮作油菜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油
菜稻田免耕轻简化直播高效生产技术》等45项农业实用技
术。

以《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为例，该技术由四川
农业大学研发，破解了间套作高低位作物不能协调高产与
绿色稳产的世界难题，能够在不减少玉米产量，甚至增加玉
米产量的同时增收一季大豆，实现“作物协同高产、机具通
过、分带轮作”三融合，每亩可增收400—600元。目前，该
技术已连续三年被列为全市农业主推技术之一，在全国累
计推广面积达1.25亿亩，并在黄淮海、西北、西南地区大力
推广，为保证国家玉米安全、大幅度提高大豆自给率提供了
重要技术支撑。

市农业农村委科教处
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要
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和技术
需求，深入基层宣传推介，
加强技术指导培训，推进
先进适用技术入户到田。

护航春季农业生产

重 庆 推 荐 发 布
45项农业主推技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2月23日下午3点至6点，在位于荣昌
区荣隆镇先锋村的重庆渝香味食品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渝香味公司），工作人员小张整
整忙了3个小时，才将工人已装进泡沫箱的
430件“春日儿菜”包上黑色塑料袋，贴上快
递单。6点刚过，顺丰快递的快递车准时上
门将这些“春日儿菜”运走。

记者当天在该公司看到，下单的客户九
成以上来自外地，每包一斤的“春日儿菜”，
他们最少的都买了2包，多的则买了4包。

“没有办法，我们只有这个加工能力，产
量根本满足不了订单需求！”公司总经理邓
晓勇指着手里已打印好的厚厚一摞快递单
说，“这些订单只能明天生产、明天快递出
去。”

渝香味公司是先锋村村集体与社会资
本各出资100万元，于2020年成立的公司，
主要从事腊肉和烤乳猪加工。

一个加工腊肉和烤乳猪的企业为什么

卖起了儿菜？
邓晓勇介绍，公司成立后，他们发现，腊

肉和烤乳猪在春节后即进入销售淡季，工人
面临无班可上的困境。为此，他们经过近2
年时间反复研制，开发出没有苦味的凉拌儿
菜，好让工人们在腊肉生产淡季时，仍然能
有收入。

“这是我们的独门技艺和独门生意！”
邓晓勇说，“春日儿菜”将儿菜去皮、切片、
清洗、腌制、晾晒后装袋，每袋都附带一包
油辣子，消费者只需将儿菜倒进碗里，用油
辣子一拌即可食用，非常方便，味道也十分
爽口。

邓晓勇说，他们是从2022年开始在网
上卖“春日儿菜”的，当时全网只有他们一款
凉拌儿菜产品。

该产品一经上市，就受到各大电商青
睐，目前，全国已有100多家电商公司与其
合作。今年，网上虽然有了少量仿制产品，
但卖得不如他们好。

今年春节刚一过完，渝香味公司便实现
了满负荷运转，每天销售约400单、1000多
斤“春日儿菜”。按照10斤新鲜儿菜加工1

斤多凉拌儿菜来计算，公司每天要加工1万
斤左右的新鲜儿菜，量不算小。

“这个产品虽然有市场需求、有销售渠
道、有独门技术，但我们还是难以将规模做
大。”邓晓勇苦恼地说，儿菜大小不一、形状
各异，无法实现机械化生产，因此产能有限；
其次，“春日儿菜”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保质
期只有10天，他们只能以销定产，走顺丰快
递，致使运输成本较高。虽然他们从农民手

里收购儿菜只要4角多钱一斤，加工后能卖
到29元一斤，但仍旧只够保本。

不过，该公司开发出“春日儿菜”还是带
来了两个好处：一是解决了工人的就业问
题。每年二三月可生产2个月“春日儿菜”，
让全厂30多名固定工有班上、有工资拿；二
是带动农民利用冬闲田种一季儿菜增收。
今年，荣隆镇共种植了2000多亩儿菜，每亩
增收2000元左右。

腊肉加工企业为何卖起了凉拌儿菜

在补齐社区服务、设施短板的同时，
石马河街道也在思考将“由我做”变为“共
同做”的问题，拓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
制度化渠道，成为街道提升治理效能的创
新实践。

“白书记，我们出门买个菜，想上厕所
找不到地方，也不好意思进饭馆、商店去
上厕所，啷个办？”去年3月，在街道一次

“书记接待日”上，新城社区居民袁大爷反
映了“如厕难”的问题。

“‘如厕难’是群众反映最多的问题。”
白伟正介绍，在收到群众诉求后，街道立即
召开会议并展开实地勘察，通过与居民、商
户多次探讨，决定推行“共享公厕”行动。

由街道出面推行共享公厕，在全市还
是头一回。截至目前，石马河街道已有
1020家商铺和企业加入“共享公厕”行动。

石马河街道除了在全市首创“四级书
记接访”制度（即：街道党工委书记、社区
书记、基层党组织书记、驻辖区党政机关
和企事业单位党组织书记）定期接访群众
外，街道办事处和人大工委主任也要每周
对一两个小区进行实地调研，针对收集到
的突出问题进行现场办公。在此基础上，
街道还邀请江北区人大代表李武经建立

“李代表聊天室”，将聊天室延伸到社区、
小区聊天亭（长廊），吸引140余位骨干人
员参与社区调解。通过构建“书记接待
日+主任议事会+代表聊天室”的“石马和
谐”议事机制，许多民生“微社情”在社区
层面得到及时解决。

不仅如此，自2022年起，该街道探索
“群众点单、高效办单、全程督单、书记问
单、群众评单”的“五单问效”制度，推动前
端预防、中端化解、末端追责，群众对办理
结果不满意可启动二次问效程序。截至
目前，“五单”问效行动已办结问题9080
件，群众反映事件办结率 99%、满意率
90%以上。

45 项 农 业
主推技术名单

扫一扫
就看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廖雪梅

开发就业岗位10179个、实施
便民项目113个、建设小微停车场

17处、新增停车位1548个、老旧小区安装电梯63部……这是前不久江
北区石马河街道公布的2023年“民生账单”。

石马河街道面积不到14平方公里，却有20个社区，实有人口30多
万人，仅近二十年来，从江北城、溉澜溪和十八梯等老城区拆迁安置到

石马河的居民就有8.3万余人。作为江北区常住人口、特色群体、拆迁
安置、高档小区最多的地区，在推进民生实事的过程中找准群众关心的

“最大公约数”并非易事。
如何把民生实事做到更多群众的心坎上？如何把基层治理的痛点

变为发展的亮点？石马河街道党工委书记白伟正的回答是：将民生“微
实事”与城市“微更新”、基层“微协商”结合，积极探索社区微治、巧治、
智治、共治的新方式，不断扩大社区治理的“朋友圈”，凝聚基层共治的

“同心圆”。困扰社区治理的不少难题，得以巧妙解决。

江北区石马河街道：

社区“四治”新方式 尽心为民解难题

文聚苑社区石油怡秀小区部分房
屋建于上世纪70年代，因年久失修，
许多阳台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个别阳
台甚至出现垮塌差点伤人的情况，让
社区不放心，居民很揪心。可当小区
打算实施改造“手术”时，居民们却吵
翻了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的情况？
原来，该小区不少房屋被租了出

去，街道在摸底调查时，70%的居民
（主要是产权业主）不大愿意维修，有
人甚至将安全隐患作为借口，希望争
取拆迁。

针对该情况，石马河街道开展了
一场社区“微治理”行动。

“去年5月，社区党委将阳台隐患
问题上报后，我们会同西南油气田公
司、宝石花物业、党员代表、居民代表
等组织协商讨论30余次，确定了由社
区指导居民代表收集意见、西南油气
田公司出资、街道协调联动多方力量、
群众打分评议的改造方案。”文聚苑社
区书记钟丹娅回忆。

随后，社区党委联合物业公司、施
工单位等召开院坝会，收集意见32
条，解决居民矛盾8次。针对抵触情
绪较大的6户业主，社区分管领导带
领科室工作人员分为6个工作小组
上门，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
打动了业主。去年12月，石油怡秀
小区阳台改造全部完成，揪心阳台
变身放心“小窝”，居民满意度超过
98%。

“石油怡秀小区的成功，在于以党
建为引领，找准精准治理的发力点，下
足‘绣花功夫’解决群众的烦心事。”钟
丹娅称，这种细“治”入微的工作方式，
帮助片区解决了不少居民生活中的

“疑难杂症”。

石马河街道拆迁安置小区多，由于
历史原因和设计缺陷，地下停车位资源
很少。随着片区机动车辆增多，停车供
需矛盾越发突出。

位于南桥寺茶叶批发市场旁的
明瑜恒康佳苑小区，因车位不足，小
区业主和商户之间频频爆发矛盾。
停车难，成为片区管理最棘手的顽疾
之一。

去年，街道和社区通过实地走访，
引导居民自荐或推荐临时业主代表，并
通过社区干部、网格员、居民代表包幢
楼入户走访、召开院坝会等形式多方听
取意见建议，确定了共管、共有、共建的
治理方案。

一方面，社区在龙凤茶城外场坝、
上明瑜和中明瑜背街、盘溪三支路人
行道、通用医院背街公共路面增加地
面停车位329个；

另一方面，将地下停车场车位的
85%用于业主车辆办理月票停放，
15%用于临时车辆停放。全体住宅业
主享受停车相关优惠，并按每月地面
停车场收益的 50%提取公共维修费
用。

此外，有车的业主、商户通过现场
抓阄确定月票车位或临停位置，没有
摇车位的车主协调到永辉超市地下车
库停车。随着这套治理“奇招”实施，
困扰片区十余年的停车乱象得到遏
制，茶叶市场每天还新增客流量2000
多人次。

对此，白伟正认为，基层工作“上面
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但在解决一些棘
手问题时，“一根针”常因权限不足、资
源不够难以打破困境。通过“无中生
有”、多方联动、资源整合，就能变“好事
多磨”为“好事巧磨”，达到快捷高效办
事的目的。

除了改善硬件设施，社区服务也是提升
基层精细化治理的重要内容。石马河街道
针对辖区老人较多的情况，以智能养老试点
为突破口，推动社区服务升级。

走进通用社区南桥晓月小区居民徐英
家里，可以看到床边的SOS一键呼叫器。
这个呼叫器和社区联网，只需按一下，马上
就有人上门服务。在石马河街道，已有200
多户家庭用上了这种新型设备。

石马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
盛俊杰介绍，该街道在全市率先把社会养老
资源接入“141”智治平台实景图场景运用，
实现了指挥系中心与社会养老机构“信息、
报警、处置”三同步。为打通服务老年人的

“最后一百米”，街道对辖区内居家养老不便
的家庭进行评估，根据每位老人身体状况、
行为习惯及个人需求，量身打造智慧居家助
老系统，为他们配备“智慧医生”。截至目
前，石马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的智慧养老服
务云平台已录入老年人数据4.2万余个，为
有需求的老年人建立健康档案6000余份。

此外，街道还为行动不便、独居或空巢
老人配备一键呼叫智能腕表，提供定位、查
血压、体温及紧急呼叫等服务。

让互联网技术走进社区食堂，是石马河
街道智慧养老的另一个尝试。

最近，景园社区居民李奶奶养成了一个
新习惯——“刷脸”用餐。她每天中午11点
30分从家里出发，步行几分钟来到社区食
堂。只要往食堂助餐一体机前一站，几秒钟
就能完成“选定菜品—刷脸—扣费打卡”。

景园社区从去年9月开展助餐一体机
试点以来，已有近百位老人从刷脸点餐中受
益。特困老人和经济困难的高龄老人就餐，
刷脸后系统还能自动抵扣10元助餐补贴。

在石马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院长丁松
看来，石马河街道构建智慧居家养老服务平
台，帮助老年人与数字化生活接轨，实现了
基层治理与养老服务的双向赋能。

以党建为引领，找准精
准治理的发力点，下足“绣花
功夫”解决群众的烦心事

微治
社区搭起沟通桥梁
揪心阳台变放心“小窝”

通过“无中生有”、多方联
动、资源整合，达到快捷高效
办事的目的

巧治
共建共管共议

组合方案解停车难题

针对辖区老人较多的情
况，以智能养老试点为突破
口，推动社区服务升级

智治
养老有“智慧医生”
社区食堂可刷脸点餐

拓展居民参与社区治理
的制度化渠道，在社区层面及
时解决民生“微社情”

共治
开展“五单”问效行动
办结问题超过9000件

重报观察

▲2月22日，江北区盘溪三支路，整改
后的道路路面整洁，停车有序。

重庆渝香味
食品有限公司，等
待快递的“春日儿
菜”堆成了小山。

记者 周雨
摄/视觉重庆

▲1月11日，石马河街道“谋民生之
利解群众之忧”发布活动举行。

▲石马河街道养老服务中心开展“智
慧养老云平台”培训。

▲石马河街道鼓励社会公厕加入“共
享公厕”。 （本组图片均由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