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江北区紧紧围绕保障和改
善民生，积极落实“分层分类”要求，不
断完善救助政策，健全工作机制，强化
低收入人口救助帮扶，及时解决困难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全方位构建分层分类
的社会救助工作体系，确保社会救助兜
住底、兜准底、兜好底。

畅联信息兜住底

“是小蒋吗？我家好像是水管破裂
了，一屋子的水，麻烦你过来帮我看
看？”2023年7月11日上午，复盛镇福
生路社区网格员蒋艳接到了社区居民、
网格重点关注对象之一林老伯的求助
电话。

蒋艳赶紧停下手上工作，找到物业
管理处的工程维修师傅来到林家，关闭
了总阀，帮忙购买了新的水龙头更换，
并帮助老人清理了地面积水。

近年来，江北区依托“网格驿站+
网格员”的铁脚板力量延伸社会救助服
务触角，通过“走、看、听、问、记、办、督”
七步工作法，充分发挥前哨作用，主动
排查、发现、识别救助对象。

“我们还打造了以‘小江荟’为品
牌的区级社会救助服务联合体，充分
发挥枢纽作用，收集困难群众需求，整
合帮扶资源，进行精准供需匹配；营造
了救助一站式服务平台、直播间、远程
医疗、心理咨询、就业培训等服务场
景，为困难群众提供了更好的服务体
验。”江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做好线下阵地融合的同时，该区还
通过“重庆救助通”“141”基层治理等
大数据平台主动发现和动态监测低收
入人口生活情况，由在线指挥系统统
一派发预警信息，网格、村社、镇街及
时分析、核实，动态更新困难群众信
息，完善了线上数据归集。

分层管理兜准底

今年3月，石马河街道接到了辖区
居民庞女士的求助。庞女士一家五口
住在江北区金果园小区，属于低收入困
难群体。

她10岁的儿子因沉迷网络游戏且
有暴力倾向辍学在家。由于儿子不服
管教，庞女士不仅精神崩溃，其丈夫也
不愿回家，更是面临携子被父母撵出家

门的窘境。
接到求助后，石马河街道民政办立

即协调党建办、文化中心、派出所、司法
所等，成立工作小组，及时介入，积极调

解，全力帮扶，经过多方努力，成功挽救
了庞女士濒临破碎的家庭。

近年来，江北区将排查的困难群众
按困难程度分成3个层次：“红色”为低
保对象和特困人员，是兜底保障“核心
层”；“黄色”为低保边缘家庭和支出型
困难群众，是边缘救助“中间层”；“绿
色”为其他低收入困难群体，是普惠帮
扶“拓展层”，建立起了分层管理机制。

同时，根据“三色”管理人员，明确
3个类别的责任：“红色”人员由区民政
局与相关职能部门对接，镇街、村社重
点负责；“黄色”人员由镇街、村社重点
关注，及时问需；“绿色”人员由村社重
点关注，开展常态长效关爱，落实了分
层责任机制。

分类服务兜好底

“如今，全区社会救助告别了过去
物质救助这单一方式，向综合帮扶增效
迈进。”江北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打造“资金+实物+服务”的多维救
助模式，实现了“政府+社会”多元共
振。

其中，通过衔接政府、社工、志愿
者、慈善组织等社会资源，开展款物援
助、心理疏导、社会融入等服务，对现有
政府救助资源和救助政策无法覆盖的
困难人员及时转办转介到社工、慈善组
织，开展多元化、个性化服务。2023年
以来，共整合政府资源、链接社会资源
为8000余名困难群众提供救助帮扶。

同时，建立起由党员带头的“社会
救助顾问、专业社工、督导员、志愿者”
帮扶小组，启动分层分类的“扶困、扶
健、扶业、扶智、扶志”五大帮扶计划：为
多维困境重点关注人群开展扶困、扶健
计划；为零就业家庭、大龄失业人员、困
难家庭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展

“扶业行动”；链接大学生资源，引入义
务家教，提供就业培训，增长技能，重燃
困难群众融入社会信心，实现“救助+
帮扶”同步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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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
报记者 黄光红）4月 16日，渝
中区正式启动支付便利化示范区
建设，助力全市高水平对外开
放。记者从启动仪式上获悉，该
区将全面构建优质高效的境外银
行卡受理、现金支付、移动支付、
账户服务、数字人民币“五大支付
服务体系”，提升老年人、外籍来
华人员的支付服务体验，在今年
6月底实现全域无障碍支付，基
本建成支付便利化示范区。

据介绍，渝中区将依托现有
游客服务中心和重点商圈内银行
网点，建设10个“支付便利化服
务示范点”，方便老年人、外籍来
华人员咨询、办理相关支付业务，
并安排专人指导他们如何开通移
动支付功能。

在构建“五大支付服务体系”
方面，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将组

织银行机构、支付机构，加大力度
在渝中区升级改造可受理境外银
行卡的POS机，实现渝中区大型
商业综合体、三星级及以上旅游
饭店、国家5A级和4A级旅游景
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文博场
馆、文娱场所等重点场所重点商
户全覆盖。

按照时间表，本月底前，渝中
区将完成解放碑商圈示范点打造，
大幅提升商圈内重点商户、重点酒
店及重点旅游景点等核心区域的
支付便利化水平。5月底前，实现
老年人、外籍来华人员在渝中区重
点区域的“吃住行游购”无障碍，形
成一批可在全市推广的标志性应
用成果。6月底前，渝中区全域建
成支付便利化示范区，满足外籍
来华人员短期差旅及中长期学
习、工作、居住等不同类型的支付
需求，实现全域无障碍支付。

渝中打造支付便利化示范区
6月底实现全域无障碍支付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近日，农业农村部发布农业
产业强镇通过评估名单公示公
告，我市开州区临江镇、永川区仙
龙镇等10个乡镇农业产业强镇
项目入选。这些乡镇缘何入选？
记者通过打探，揭示它们各自的

“独家秘籍”。

“优”字诀：
聚焦主导产业做优做强

纵观这10个乡镇不难发现，
它们大多至少有一个叫得响的特
色产业，产业链条完整，经营主体
活跃有力，农民增收成效显著。

其中，铜梁区土桥镇的莲藕、
垫江县沙坪镇的油菜赫赫有名。

土桥镇当地土壤为含有丰富
有机物质的黏土，加上水质优良，
非常适合种植莲藕。近年来，土
桥镇引进涉农经营主体，在当地
打造藕种保质保育园；与西南大
学等单位合作，新建莲藕加工厂
用于加工荷叶茶等产品；结合线
上线下营销，实现电商年销售额
2100万元。

如今，土桥镇莲藕种植面积
达到1.32万亩，2022年全产业链
产值4.9亿元，占镇域农业总产
值92.45%，产业优势明显。

沙坪镇近年来通过打造优质
油菜生产基地、高含油杂交油菜
重点实验室、油菜种业服务体系、
油菜加工生产线、菜籽油品牌培
育工程5项措施，逐渐形成“保姆
式”社会化服务种植、全域粮油初
加工、油制品精深加工、电商及实
体门店融合销售的产业模式。

资料显示，2023年该镇油菜
种植面积达到1.5万亩，平均产
量120公斤/亩，总产量1800吨，
总产值达1.83亿元，占镇域农业
总产值的40.2%。

“特”字诀：
不断擦亮“土特产”名片

农业生产要念好“人无我有、
人有我优”的“特”字诀，才能在竞
争中处于优势。

比如，巴南区石滩镇的“石滩

稻米”就是一绝。2021年以来，
石滩镇以优质水稻产业为主导，
全镇共种植优质稻1.65万亩。

该镇新建了水稻工厂化育
苗中心，辐射带动周边区县统一
种植；实行统一包装设计及制
作，通过线上线下销往全国，不
断提升“石滩稻米”品牌影响
力。2023年，“石滩稻米”取得
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绿色食
品认证，水稻总产量达到1.2万
吨（含带动周边），水稻全产业链
总产值达到1.68亿元。

南川区大观镇出产的“南川
蓝莓”近年来种向全国、卖向全
国，成了“出圈”的土特产名片。
大观镇通过与贵州麻江、丹寨和
四川达州、广元地区合作，打造蓝
莓原料基地“飞地”，让“南川蓝
莓”在优势产区提升知名度；组织
蓝莓企业参加中国农交会、西部
农交会等展会，带动“南川蓝莓”
品牌宣传。目前该镇累计建成标
准化、规模化蓝莓种植基地2200
亩，蓝莓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
3.88亿元。

“融”字诀：
引导多元经营主体“入局”

乡村振兴是一篇大文章，需
要动员更多的社会力量。通过评
估的10个乡镇中，都引入了农业
经营主体，“借力打力”开拓市场，
延伸产业链、促进农文旅产业融
合，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开州区临江镇近年来建成标
准化柑橘基地3.2万亩，柑橘全产
业链产值超8亿元。当地通过“企
业+村集体+合作社（家庭农场、种
植大户）+农户”的联农带农发展
模式，实现小农户与柑橘产业有
机融合，从业农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超全区平均水平19.58%。

“我市将继续推动镇（乡）因
地制宜发展主导产业，围绕主导
产业形成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
展格局；强化科技装备支撑，大力
发展智慧农业；创新利益联结机
制，延长产业链条，让更多农民分
享乡村产业发展红利。”市农业农
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入选全国农业产业强镇
重庆这10个乡镇强在哪

开州区临江镇
永川区仙龙镇
酉阳县花田乡
铜梁区土桥镇
巴南区石滩镇

垫江县沙坪镇
南川区大观镇
奉节县草堂镇
云阳县红狮镇
秀山县隘口镇

重庆入选的10个乡镇

4月18日，酉阳县乌江库区，执法人
员正在江面上进行巡航执法。

当日，该县联合彭水县、贵州省沿河
县在乌江库区联合开展为期两天的巡航
执法行动。通过无人机空中巡江、执法艇
江面巡查等方式，对辖区乌江流域库区进
行无死角拉网式巡查，以进一步巩固乌江
库区禁渔成果，严厉打击非法捕捞行为，
共同维护乌江水域水生生物资源。

特约摄影 陈碧生/视觉重庆

酉阳：

跨省三县联合巡查
保护乌江水生资源

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出炉

重庆8人上榜，为他们点赞
本报讯 日前，中央文明办发布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重庆市共有8人光荣上榜！

助人为乐助人为乐

彭勇，男，1965年10月生，中共党员，
重庆市合川区公安局南津街派出所民
警。“寻亲专业户”是百姓给予彭勇的无上
赞誉，也是他无数个日日夜夜，帮助寻亲
者圆梦的完美诠释。2005 年至今，他先
后帮助 137 名寻亲者找回亲人。彭勇曾
获“重庆好人”等荣誉。

彭勇（合川区）：
民警助人寻亲19载
照亮137人回家路

杨家琼，女，1975年10月生，重庆市
城口县高燕镇卫生院公卫科科长、“巴山
啄木鸟”健康志愿服务队队员。10 多年
来，她的足迹遍及城口县 204 个村（社
区），为3000多名尘肺病患者建立医护台
账，让439名患者得到爱心救助。杨家琼曾
获“重庆好人”、重庆市最美志愿者等荣誉。

杨家琼（城口县）：
“清尘天使”爱心救助10余年

为尘肺病患者带去希望

见义勇为见义勇为
丁奥（渝北区）：

好男儿激流勇进
4分钟救下两条人命

费关双（城口县）：
20多岁小伙15分钟生死托举
救下卡在8楼栏杆的女童

费关双，男，1998年9月生，重庆市城
口县明中乡云燕村村民。费关双爬到高
楼窗外，托举身体悬空、头部被卡在8楼
阳台栏杆的小女孩，坚持到民警和消防队
员赶来，成功救下小女孩。费关双曾荣获

“重庆好人”等荣誉。

丁奥，男，1993年1月生，重庆江北
国际机场有限公司飞行区场道管理部场
道业务员。面对一对被困在河水中的母
女，丁奥毫不犹豫跳进河里，在湍急的水
流中，先后救起了母女二人。丁奥曾荣
获“重庆好人”等荣誉。

敬业奉献敬业奉献

李祥刚，男，1964 年8月生，重庆
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后坪乡前峰
村长溪村小教师。李祥刚已经在这里
坚守三尺讲台17年，先后教过100多
名学生。李祥刚曾荣获“重庆好人”等
荣誉。

范远超，男，1976年4月生，中共党员，
重庆市南岸区南山林场巡山护林员、防火
办主任。16年来，他默默奋战在森林防火
第一线，巡遍林场山梁、沟壑，走遍周边所
有农户宣传林业相关法律法规、护林防火
知识，确保了 1.6 万亩国有森林资源的安
全。范远超曾荣获“重庆好人”等荣誉。

何涛，男，1982年11月生，中共党员，国
网重庆市电力公司永川供电分公司智能巡检
班无人机首席工程师。从业10多年来，何涛
自主学习无人机飞行原理及操作技巧等相关
知识，运用无人机技术进行高空电路巡检，大
幅提高巡检效率。何涛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技术能手、“重庆好人”等荣誉。

范远超（南岸区）：
护林员与林为伴16载

林情烂熟于心保一方平安

何涛（永川区）：
国网工匠研制巡检“神器”
守护万家灯火显担当

李祥刚（酉阳县）：
村小教师坚守山崖小学17载

助孩子们走出大山

陈方祥（云阳县）：
家中“顶梁柱”

悉心照顾多名病残亲人33年

孝老爱亲孝老爱亲

陈方祥，男，1958年10月生，重庆市云
阳县高阳镇乐公村村民。33年来，他悉心
照顾体弱多病的父母和岳父，让他们安享
晚年；他将无儿无女的大哥大嫂、耳聋单身
的二哥、智力残障的大姐和年迈的姐夫接
到家里，为他们搭建起一个遮风挡雨的幸福
港湾。陈方祥曾荣获“重庆好人”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