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潼南：创新打造三个人才品牌 以人才增量提升发展质量
涪江畔，潼南美。今年以

来，潼南区紧紧围绕全市做实

“两大定位”发挥“三个作用”

和打造“六个区”的重点任务，

努力探索形成了一批有辨识

度的标志性改革成果。

即日起，本报将推出“崛

起增长极 开放桥头堡——潼

南迈出高质量发展新步伐”系

列，聚焦潼南在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

和城乡融合发展等方面的具

体做法、取得实效，全景呈现

潼南区在2024年走过的发展

之路。

推出“医养家·潼心护”应用，重塑
“用户点单—智能派单—医护人员抢
单”服务新机制，患者反复入院比例降
低68%以上，医疗资源节约23%，筑起

“互联网+医养”数字平台；试点“AI+
有限空间安全预警”应用，聚焦安全生
产，通过“感知预警+AI分析+体征指
标+智能预案”，实现有限空间气体安
全预警闭环处置；开发“生命通道保
畅”应用，目前已收录全区1190条通

道信息，AI感知设备实时分析各种占
堵行为，自动接单、统筹处置，助力城
市治理……在潼南，一系列数字应用
成果已在赋能发展、惠民有感中发挥
出极大作用。

近年来，“数智”已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中的热词。为实现数智赋能、人
才兴区，潼南区结合实际，以小切口、
破难题、首创性为核心，奏响了一曲改
革创新“三重奏”——率先探索实行

“首席数字官”制度，首创性推出产业
村支书（主任）聘任制，探索实施“乡村
CEO”等人才品牌。

“谁懂、谁行、谁就上”。在数字化
时代，基层普遍面临数字化人才匮乏、
基层干部数字化素养不足等问题。为
此，潼南区率先探索实行“首席数字
官”制度，打破职务、级别、职称、年龄
等限制，部门、镇街的干部对数字化、
数字经济“谁懂、谁行、谁就上”，保证
了数字重庆建设在潼南基层能落地、
有人懂、有人管、有人干。目前，该区
共选配部门和镇街首席数字官 107
名、执行官84名，从高校、企业聘请首
席数字技术官4名，赋予数据管理、应
用开发等22条职能职责，改革效果持
续释放。

值得一提的是，为紧跟数字化脉
搏，潼南区定期面向各镇街、机关企
事业单位、民营企业开展“数字夜

校”培训，举办“与数潼行”数字沙龙
活动，推选一批优秀首席数字（执
行）官入驻企业，良好的培训效果在
实际工作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许多
镇街首席数字（执行）官在参与培训
后，能够熟练运用数字化手段赋能
基层治理，探索开展AI+应用场景，

“渡船超载智能预警监测”“AI+森林
防火”等10余个应用在基层落地；机

关企事业单位首席数字（执行）官也
在数据资源整合、数字应用建设等
方面取得了新突破，推动打造了“新
时代潼南数字生命工程”“无人机组
网”“数字农业大脑”“柠檬产业大
脑”等一批具有潼南辨识度的特色
应用；入驻企业的首席数字（执行）
官更是将所学知识直接应用于数字
化转型，30余家企业实施智改数转，

10家企业建设数字化车间，建成市
级数字化车间4个。

而产业村支书（主任）则是潼南在
人才下乡方面采取的首创措施。

“2023年7月，我在网络上看到了潼南
区产业村支书的招募令，兼职、创新聘
任等柔性条件深深吸引了我。怀着投
身乡村振兴、遂潼一体化发展的热情，
我提交了报名表，有幸成为潼南区花
岩镇花岩社区产业村支书。”遂宁市农
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罗梨宾回忆道。

一年多的时间里，罗梨宾已经
交出了一份让村民们满意的成绩
单——提出“春赏花、秋采果”农旅
融合发展思路，协同打造“梨花旅游
节”“水果采摘节”，通过线上线下宣
传推介，引流遂宁等周边地区游客
2000余人次，带动餐饮、农产品销售
等200万余元。

如今的潼南，已从西南大学、南昌
大学、重庆市农科院等市内外高校、科
研院所，分两批精准选聘58名博士、
正高级专家等人才担任产业村支书
（主任），让村里有了技术员、专家有了
试验田。这些产业村支书作为乡村产
业发展引路人，已带动培育乡村人才
300余名，2023年首批30个试点村集
体 经 济 经 营 性 收 益 较 同 比 增 长
137.8%。

“产业支书心连心，季季都有好

收成。”这句话在当地农民口中流传
甚广。

不仅如此，面对乡村发展转型融
合，但普遍缺乏懂技术、懂市场、懂经
营的管理型人才的难题，潼南区创新
推出“乡村CEO”聘任制，引进区内外
有经营管理、投融资、农文旅、电商等
工作经验的新农人担任“乡村CEO”，
提升村级集体资产运营管理效能和农
文旅产业发展能力。

新胜镇钟峰村“乡村CEO”龚弈
嘉，作为当地本土人才，退役后返乡创
立电子商务经营部，吸纳区内外20余
名青年人才为成员，注册商标“乡村学
长”，深度开发罗盘山生姜、黑猪、贡米
3大地理标志产品，打造农特产品销售
直播间3个、物流中转仓储站1个，通
过短视频、直播复刻各类“三农”场景，
以“互联网+”助力农副产品上行，实现
全年营收300万元左右。

通过对上述三项创新型人才品牌
的打造，潼南区成功破解了“引才难、
留才难、用才难”的瓶颈。接下来，潼
南区将坚持创新制胜、人才引领、改革
突破协同发力，创新培塑“涪江奔腾·
改革先锋”，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闯劲干劲，为现代化新潼南建设注入
新的活力。

王静 刘廷
图片由潼南区委宣传部提供

新胜镇钟峰村乡村CEO龚弈嘉带领村民挖生姜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作为重庆的独特风景线，山城绿道
以其蜿蜒曲折、跌宕起伏的姿态，串联起
城市的自然美景与人文情怀。

今年初，我市印发《2024年重点民
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的通知》（以下简称

《目标任务》），提出实施城市绿荫工程，
包括实施街头绿地提质面积100万平方
米，山城绿道建设长度100公里。截至
目前，我市已实施街头绿地提质项目
102个、面积120万平方米，建设山城绿
道119公里，这一重点民生实事已提前
超量完成。

突出连续与系统

山城步道绘就美丽画卷

江北区北滨路盘溪河入江口，今年
上半年投用的巴人汲水公园——高家花
园段山城绿道上接徐悲鸿旧居，下接北
滨路，宛如一条镶嵌在城市中的翡翠项
链，在冬日暖阳下熠熠生辉。

“绿道就像城市的项链。”市城市管
理局党组成员、绿化处处长廖聪全介绍，

以前由于围墙或者障碍物阻隔，公园、广
场、步道相对孤立。如今，绿道建设强化
与现有道路、居住区、景区衔接，实现步
行骑行网络的微循环，保证行人拥有连
续的体验感，并激发人与环境间的互动
与交流。

“另一方面，绿道要尽可能选择能
体现各地自然特色、历史人文景观，方
便群众的地段，发挥休闲健身、生态保
护和文化旅游等多元功能。”廖聪全说，
以巴人汲水公园——高家花园段山城
绿道为例，该绿道中间有瀑布，瀑布下
方还有个小水潭，水潭旁边有老榕树，
为冬日略显萧瑟的绿道增添了几分色
彩，“沿着台阶往上走是徐悲鸿美术馆，
所以这条绿道也叫‘悲鸿小径’，它还原
了徐悲鸿《巴人汲水图》部分场景，巧妙
地运用线条、色彩等艺术手法绘就一幅
美丽画卷。”

园林艺术手法造景

营造开放街头景观空间

打卡“重庆之门”，哪个位置拍照最
为合适？最近，多次来重庆Citywalk的

北京游客刘先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北
滨路洋炮局段。

刘先生提及的北滨路洋炮局段全称
叫作北滨路洋炮局段街头绿地提升项
目，项目总面积约300平方米。

“此前，这里有些地方路不通，形成
陡坡峭壁，街头杂草丛生，就像是嘉陵江
岸线的一块疮疤。”廖聪全介绍，街头绿
地是城市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多年来部分绿地存在布局不合理、管理
维护不到位等问题，影响了绿地的美观
与功能性。

“街头绿地提质一直是近年来重庆
的重点民生实事，我们加强改善植物过
密、空间郁闭、互动性不强等问题，运用
园林艺术手法对城市主干道转盘、节点、
中分带和周边小游园等街头绿地进行提
档升级。”廖聪全说，以北滨路洋炮局段
街头绿地提升项目为例，该绿地在消落
带选取耐水淹的植物，如蒲苇、卡开芦、
狗牙根等进行生态治理；在靠近步道的
空间使用少量色叶植物，如玉簪、山桃
草、三角梅等来美化环境。

改造后，这块长满野草的荒地，如今
已蜕变成层次分明、色彩斑斓的街头绿
地。

引入儿童视角

因地制宜增加公共活动空间

“1米高”是儿童观察的独特视角。
当你俯下身子，从1米高度看去，映入眼
帘的既有孩子眼里的世界，更有悄然凝
聚起的“儿童友好”理念。

渝中区经纬大道大蕾路与黄杨路
交界处街头绿地提质项目就实践了“儿
童友好”理念。此处街头绿地大树成荫，
还设置了贴近“儿童尺度”的公共基础设
施——适合儿童高度的秋千、摇摇椅，刚刚
1米高的游戏墙，80厘米高的儿童专用垃
圾桶……不同空间以不同色彩加以提
醒，用“1米高”视角留住孩子的童心。

“在街头绿地提质中，我们还因地制
宜增加公共活动空间，增设儿童游乐设施、
健身活动器材等，更好地满足居民游憩休
闲、运动健身等日常生活需要。”廖聪全介
绍，“一老一小”也是城市绿荫工程关注的
重点，两江新区礼嘉山城绿道同时满足了
老年人健身、儿童骑行的需求，九龙坡区中
梁云岭绿道既适合老年人爬山郊游，也有
自行车道让年轻人“驰骋”。

街头绿地建成120万平方米 山城绿道建成119公里

重庆城市绿荫工程提前超量完成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杨铌紫）12月16日，“川渝
乡约”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发
布活动在荣昌区举行。活动发布
了101篇“川渝乡约”优秀村规民
约和居民公约，并邀请川渝毗邻地
区的村（社区）进行成效展示，颁发
纪念证书。

川渝地区共有33994个村、
11670 个社区，共计村（社区）
45664个。其中，除8个正在筹建
的社区暂未制定居民公约外，共有
45656个村（社区）制定了村规民
约和居民公约，在基层群众自治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川渝地区共有635个村（社
区）相邻（重庆 290 个、四川 345
个），共制共用的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35个、涉及 71个村（社区）。
今年7月，重庆、四川两地党委社
会工作部签订《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川渝社会工作合作框
架协议（2024—2027 年）》，要求
共同开展“川渝乡约”优秀村规民
约（居民公约）发布活动，推动川渝
地区基层治理相互借鉴、交流交
融。

今年9月，“川渝乡约”优秀村
规民约（居民公约）征集通知发布
后，川渝地区村（社区）累计自主申
报村规民约和居民公约366篇，重
庆各区县、四川各市州从中比选推
荐239篇，经川渝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和基层政权建设专家委员会审
定，最终确定“川渝乡约”优秀村规
民约和居民公约101篇。其中，川
渝地区共制共用的村规民约10

篇，重庆市村规民约（居民公约）
42篇（村规民约 24 篇、居民公约
18 篇），四川省村规民约（居民公
约）49篇（村规民约38篇、居民公
约11篇）。

活动现场，16个村（社区）带
来的快板、戏剧小品、情景剧等一
系列节目精彩纷呈，将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的精神内涵融入其中。

“我们社区和四川省泸县毗卢
镇沙子坪村边界相邻、习俗相近，
村（居）民来往频繁。”荣昌区双河
街道排山坳社区党总支书记赵忠
贵说，这次把两个村（社区）平时联
合排演的莲枪说唱节目带上舞台，
将村规民约（居民公约）与传统非
遗相结合，其目的就是想让大家知
道这一纸乡约是真正用起来、动起
来了。

“我们村通过修订村规民约，
矛盾纠纷少了，滥办酒席没有了，
乡村环境美起来了，还评选了许
多‘好儿媳’‘好婆婆’，生活在幸
福、文明、和谐的新农村，我们非
常开心。”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长
岭镇山溪口村党支部书记黄学斌
说道。

今年以来，川渝两地加快推进
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建设，挖掘出了一批具有时代精
神、优秀传统和文明美德的乡约，
让蕴含川渝特色和中国精神的“川
渝乡约”在基层治理的大戏台翩翩
起舞，实现“小乡约”发挥“大作
用”、撬动“大治理”、促进“大振
兴”，助力川渝共奏乡风文明新乐
章，共建基层治理新格局。

101篇“川渝乡约”
优秀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发布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
记者 赵伟平）12月 16日，记者
从市种子站获悉，今年我市农作物
品种在品质、产量等方面取得长足
进步。其中水稻、玉米品种试验平
均单产分别达 592公斤/亩、599
公斤/亩，较5年前分别提高了30
公斤/亩、26公斤/亩。

“单产提升明显，得益于近年
来我市围绕玉米、水稻等主要粮油
作物开展的粮油单产提升攻关‘百
千万’示范行动。”市种子站相关负
责人说。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建设高产
示范片，开展密植防倒伏技术研
究、再生稻配方施肥试验、增密提
单产示范等重大技术集成和重点
科技攻关，将成熟技术组装成区域
性、标准化的增产技术模式在全市
范围内推广，提升主要农作物单产
水平，确保我市粮食产销平衡和重
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全市粮食安
全奠定基础。

水稻方面，在永川区的中稻+晚
稻示范片，市农技推广总站采用全
程机械化生产技术，其中示范片晚
稻亩产平均达592公斤，增产明显。

玉米方面，我市在巴南、奉节、
江津、垫江等区县开展玉米增密提
单产示范工作，其中垫江县长龙镇
龙田村的测产结果显示，今年玉米
试验平均单产达599公斤/亩，增
产幅度达10%以上。

此外，我市庆油3号、康油3
号、西园4号、秋实1号四个品种
入选国家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目
录（2023年）；庆油3号、艳椒425、
中柑所5号三个品种入选2024年
全国农业主导品种；庆油3号、庆
油8号、西园4号三个品种再次跻
身全国十大品种，推广面积分列全
国第2、第9和第4位。全市粮油
优质率进一步提升，2024年全市
水稻优质率达79.8%、双低高含油
油菜品种占比83.61%，均高于全
国平均水平。

上述负责人表示，接下来，我
市将坚持推进良田、良种、良机、良
法、良制“五良”融合，在增加种植
密度、提高播种质量、水肥精准调
控、减少产量损失4个方面下功
夫，全环节、全过程、全要素挖掘农
作物品种单产潜力，为守牢守住粮
食安全底线夯实基础。

重庆水稻、玉米品种试验单产
双双逼近600公斤大关

办好民生实事
书写温暖答卷 ②

●今年初，我市提出

实施城市绿荫工程，实施

街头绿地提质面积100万

平方米，山城绿道建设长

度100公里

●截至目前，我市已

实施街头绿地提质项目

102个、面积 120万平方

米，建设山城绿道119公

里，为市民营造安全、绿

色、舒适的出行环境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崔曜

在我市首条骑行环线上纵览绿意，
在滨江步道上散步放慢生活节奏，在竹
林轮渡的桨声灯影中感受山水韵味……
12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两江新区礼嘉
山城绿道，看见不少市民走出家门来此
享受冬日暖阳和运动的乐趣。

“礼嘉山城绿道于上半年投用，是重
庆首个真正意义上的骑行环线，总长度

约30公里，强化了与沿线滨江步道、街
巷步道、山林步道、游园的衔接。”两江新
区城市管理局市政设施组组长谢洛辉
说，该绿道从金开大道与金海大道交叉
处沿金海大道—礼仪路—华侨城体育公
园，连接至九曲河湿地公园内部道路，再
连接至金海大道形成步道骑行环线，骑
行时间约1个半小时。

记者注意到，该绿道还设有一、二、
三级驿站，配备坐凳、直饮水、自行车停

放点等设施，为市民提供便利。
“沿线花香扑鼻，中途还可以休息喝

水，停下来可吹江风看江景。”骑行爱好
者汪友成是绿道的常客，惬意地描述自
己的感受。

绿道每隔一段距离就放置一块智慧
导视大屏。游客除了可以看到全貌，精
准定位沿线的公共卫生间、景点、停车场
等，还可通过大屏导航至目的地。

在一侧的步道上，背部训练器、腹

部训练器、划船器、椭圆机等智能化健
身设施一应俱全。部分设施采用太阳
能，市民站在仪器上，每完成一个动
作，消耗热量、运动频率等数据同步更
新。

“有了这些数据，我们几个伙伴还进
行PK。你看，我排到前面几名。”家住礼
嘉的市民刘宗文正在体验椭圆机，“智能
设备是公正的裁判，不仅记录数据，还会
分析数据，给我们提供指导和建议。”

山城绿道可休憩可漫步可骑行
【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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