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刘冲

“实在不好意思，合作社的春耕
订单已经排不过来了。”2月5日上
午，梁平区荫平镇味源现代农业专业
合作社负责人李世飞接到几通预约
农机服务的电话，但他只能婉拒。

当日，合作社的12名农机手全
部出动，偌大合作社仅剩下一位值班
人员。

“以往，我们只为农户提供种地
环节中‘种’这一项服务，今年我们引
入了工厂化育秧，未来我们还计划引
入粮食烘干、销售等业务，可为农户
种地提供全流程服务。”李世飞说。

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在重庆
乡村，不少新农人或备战春耕，或直
播带货销售土特产，或忙着为农产品
开拓新市场……他们繁忙而有序，为
新一年的农业生产打下坚实基础。

建育苗工厂
打造“全能型”合作社

今年42岁的李世飞是梁平区荫
平镇光华村人。10多年前，他放弃
城里的工作，回到农村当起“田保
姆”。目前，李世飞和团队已经手握
5万余亩土地作业订单。这两天，合
作社12名机手“兵分多路”前往梁平
区聚奎镇、新盛镇等地进行备耕作
业。

去年，李世飞报名参加了市农业
农村委组织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
培育“头雁”项目，在与同行的交流
中，李世飞敏锐地意识到：“合作社能
提供农机全程服务并不稀奇，由于市
场不断饱和，农机作业的收益不断下
滑，所以一些同行已经成为覆盖育
苗、耕种、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全能
型’合作社。”

李世飞回到梁平后，投入资金建
起了合作社的第一批育苗流水线，同
时引入了粮食烘干设备。

春节假期结束后，育苗流水线正
式启用。增加了育秧业务，李世飞变
得格外忙碌。

“有了育苗工厂，1小时可以育
秧2000—3000盘，按照1亩地20盘
的需求计算，1小时可以为130—150
亩地育秧，比传统育秧效率高出太多
了！”李世飞的育秧工厂正式运行后，
立刻吸引了不少农户下订单，他们纷
纷为这座工厂点赞。

直播带货
土特产在村民家门口卖出去

“欢迎来到桐槽村网上集市，我
是万州区高梁镇桐槽村党支部书记
牟方成，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村里的土
特产。”2月5日，牟方成在家门口搭
起直播间，趁着春节假期的“余温”，

开始为村里的香肠、红薯粉等土特产
“吆喝”。

桐槽村平均海拔超过900米，接
连几场小雨让当地气温又降低了不
少。

牟方成安排前来“捧场”的村民
坐在镜头两侧。“这样直播效果好些，
人多更热闹。”牟方成笑着说，“趁着
新春佳节，我要多销售几单。”

“各位网友，买年货不要错过桐
槽村的土特产……”直播开始后，牟
方成依次介绍面前摆好的产品，直播
两个小时，他获得了上万次点赞，卖
出了十多单土特产。

直播结束后，牟方成拿出现金，
一一给卖出农产品的村民现场结算
货款，然后掏出账本记录销售数据。

“趁着假期的热闹劲儿，搞直播
带货搞对了！”记下几笔账后，牟方成
满意地说。

以往，牟方成邀请村民网上“赶
集卖货”，不少村民认为网上卖货看
不见摸不着，换不回“真金白银”。

为了让村民手里的土特产多卖
些钱，牟方成拍着胸脯向村民承诺，
如果卖不出去，就自掏腰包全部买
下，不会让村民吃亏，这番承诺终于
打消了村民的顾虑。

一来二去，村民见直播间真能把
土货变成钱，便纷纷把家里的农产品
拿到直播间售卖。桐槽村的“网上集
市”直播间人气越来越旺，村民也开
始每周到直播间“赶集”，“网上集市”
还吸引了邻近村镇的村民前来销售
土特产。

“我多卖一单，村民就多赚一笔
钱。”说话间，牟方成又和村民约定了
下一次直播的日期。

开拓销路
把重庆柑橘卖向全球

“滴滴——”2月5日，几辆重型

货车开进了位于荣昌区清流镇马草
村的重庆兆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的
水果基地。

基地负责人秦兆宏已在此等候
多时，水果基地种植着各种柑橘，可
一直采摘至4月。

2017年，秦兆宏在一次偶然中
找到了柑橘出口的商机。当时，他的
血橙放在电商平台售卖，高品质的血
橙吸引了不少外国商人特地到基地
考察，并向他表达了准备大量采购的
合作意向。

然而这笔订单并没有做成——
原来，水果出口需要通过严格的审查
程序。

但这次经历却让秦兆宏眼前一
亮：“我有近10年的种植经验，种出
来的血橙品质不会差，如果血橙能卖
向海外，肯定能提升附加值！”

在这之后，秦兆宏一趟又一趟往
相关单位跑：水果出口需要什么资
质、果园要按什么标准建设、果品要
达到什么品质，他都认真地记了下
来。

多方准备后，秦兆宏开始按照水
果出口示范基地的要求，把陡坡改平
地、“巴掌田”改集中连片田，同时按
照要求安装水肥一体装置、建设现代
化冷冻库和包装车间。

“出发！”两年准备下来，在2019
年4月，随着秦兆宏一声令下，第一
批通过100多项评测的血橙从基地
出口到印度尼西亚，这也是重庆血橙
第一次走出“国门”。

2021年3月，秦兆宏的果园又
拿到了“全球良好农业规范”（简称

“GGAP”）认证，从此便可卖向全
球。截至目前，果园的血橙已经出口
到泰国、新加坡等多个国家。

今年，秦兆宏又有了新计划，联
合四川资中等地，共同打造川渝优质
血橙出口基地，让更多川渝地区的种
植大户一起走向国际市场。

建育苗工厂、直播带货、拓展柑橘销路……

新农人的“开工第一天”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雨

2月5日，春节假期后上班的第一
天，永川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
行2025年“春风行动”大型招聘会活
动，400多家企业“出摊”招人。记者
在活动现场看到，报名最火的招聘岗
位是群众演员。

招群众演员的企业是重庆芊之怡
传媒有限公司，其招工摊位位于招聘会
专设的零工招聘专区，摊位前侧站着两
个身穿古装的群众演员，前来报名的人
围着摊位挤成了里三层、外三层。

记者看到，报名做群演的人以退
休老人和在校大学生居多。55岁的
保险公司退休职工邓胜利排了20分
钟队才报上名。

“完全没想到，完全是意外之喜！”
邓胜利说，她纯属是没事过来凑凑热
闹，没想到招聘会居然有群演岗位，当
即决定报名。

重庆文理学院机器人工程专业的
大四学生胡远静则报名了影视化妆岗
位。她腼腆地说：“我平时就喜欢化
妆，对影视化妆也很感兴趣。”

从上午9点到11点，短短两个小
时，芊之怡公司的群演报名群已报满
了3个群、共计1500人。

“‘永川科技片场’将让越来越多
的永川人吃上‘群演饭’。”芊之怡公司
董事长、总经理官尚华说，芊之怡公司
过去主要从事影视服装、化妆、梳妆等
剧组相关服务项目。2023年5月“永

川科技片场”投用后，芊之怡公司跟着
剧组到永川开展服务工作，并于去年
正式落户永川。

“‘永川科技片场’是一个以虚拟拍
摄为主要技术的新兴影视基地。”官尚
华说，他到永川后发现，“永川科技片
场”发展太快，到处都缺群众演员、道
具、摄影，于是他很快将业务拓展至这
些领域，并在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支持下，在“永川科技片场”设立了

“永川区群演就业驿站”，开展群演招募
和培训工作。2024年，该公司招募的
群众演员达到1500人。

“群演很适合灵活就业人员。”官
尚华说，他们招募的群众主要分跟组
演员、角色演员两种：跟组演员一直跟
着剧组，拿月薪，每月工资在4000元
至8000元之间；角色演员则有一定戏
份，月收入在 6000 元至 1.2 万元之
间。这些群众演员都是包吃住、包出
行，拿到的工资是净收入。

据了解，“永川科技片场”迄今只
建成投用了1个虚拟拍摄棚、3个科技
棚，至今已拍摄40多部电影、电视剧
和综艺节目。目前科技片场二期正在
建设7个摄影棚，包括4个标准影棚、
2个虚拟拍摄影棚、1个水下影棚，这
些摄影棚将于今年5月陆续投用。

官尚华表示，随着更多摄影棚的建
成投用，将有越来越多的电影、电视剧
到永川拍摄，越来越多的永川人将吃上

“群演饭”。他预估，今年内，该区从事
群演的灵活就业人群将超过3000人。

“我要当‘群演’”
永川科技片场催生招聘会上最火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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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

绣出“大美九龙坡”幸福新画卷

创新机制
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以前，我们这附近有个荒坡，杂草丛
生，垃圾成堆。现在可好了，政府把这里改
造成了一个社区绿地，我们散步、带孩子玩
都有了好去处，真是大变样啊！”在九龙坡
区石坪桥街道横街社区的桃源丽景小区，
居民王阿姨满心欢喜地分享着社区的新变
化。

王阿姨口中的“大变样”，正是得益于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创新实施的“镇街吹
哨、部门报到”工作机制。

该机制以居民需求为导向，坚持行业
统筹、属地负责、部门协作、社会参与、全员
共管，共同绘制了一幅共建共治共享的城
市治理新图景。

“以前，城市管理问题往往是‘九龙治
水’，各个部门各自为政，导致问题得不到
及时解决。”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
人说。而现在，通过“镇街吹哨、部门报到”
机制，镇街作为城市治理的“神经末梢”，一
旦发现问题，就能立即“吹哨”请求支援，相
关部门则迅速“报到”，协同处置。

在桃源丽景小区荒坡改造项目中，石
坪桥街道吹响了哨声，九龙坡区城市管理
局、区土储中心等部门迅速报到，与小区物
业公司共同踏勘现场，商定建设方案，并广
泛征求居民意见。最终，结合原生态地貌，

将荒坡打造成了一个美丽的社区绿地。
“这种机制真好，让我们老百姓真

切感受到了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决心和
行动。”王阿姨感慨道。

不仅是桃源丽景小区荒坡改造项
目。近年来，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聚
焦闲置地块吹响攻坚哨，累计梳理出
224块闲置地块，积极推动改造工作。
目前，已有174块地块完成垃圾清理和
环境整治，10块地块被盘活为停车场
和城市小游园等便民设施，让城市焕
发了新生机。

如今，走在九龙坡区的街头巷尾，宽敞
明亮的街道、美丽雅致的游园……共同绘
就了一幅“大美九龙坡”的幸福画卷。

精准施策
以“绣花功夫”推动民生大改善

在九龙坡区，城市管理不仅仅是
一项工作，更是一项民生工程。

“现在晚上走路再也不怕摔跤了，

政府真是为我们办了一件实事。”冶金
路片区的居民张阿姨感慨。近年来，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及时解决群众反

映的道路问题，不断提升城市道路品
质，为市民打造了更加安全、便捷的出
行环境，赢得了市民的广泛赞誉。

冶金路片区老旧小区多，九龙坡
区人民医院坐落于此。由于夜间路灯
被行道树遮挡，存在安全隐患。九龙
坡区城市管理局得知情况后，迅速行
动，修剪了遮挡路灯的小叶榕。这一
举措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也让市民
在夜间行走时更加安心。

此外，九龙坡区还在杨渡路、杨家
坪环道、杨九路、龙腾大道等主干道以
及全区医院、养老院周边开展了专项
整治行动，新增照明设施、修复道路和
盲道。水碾立交的绿化改造更是亮点
纷呈，这里移栽了冗余植物，打造了疏
林草地，不仅消除了安全隐患，还提升
了城市景观品质。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
新路子，继续下足“绣花功夫”，通过

“小切口”推动民生“大改善”，不断提
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全力打造城
市治理新典范。

科技赋能
推动城市治理智慧化

城市越是“超大”，治理越要“超
细”。而科技正是提升城市治理智能
化、精细化水平的关键。在九龙坡区，
一场由数字化引领的城市治理变革正
在悄然进行。

“九龙城运通”系统便是这场变
革的缩影。作为自主开发的城管业
务系统，该系统曾面临部门联动难
题，现经改造升级，已集成占道停车、
暴露垃圾、道路破损等 22类高频多
跨场景，并接入数字重庆建设体系，
实现事件快速流转与多跨处置，与区
城市治理委员会和数字重庆建设双
向赋能。

“自升级以来，成功解决4260个
城市治理问题，其中多跨事件 1200
个，回复市民建议122件。同时，通过
微信端‘九龙城运通’小程序，市民可

‘随手拍’上报问题，系统迅速派遣多
部门处理，显著提升处置效率，拓宽了
群众参与城市治理的渠道。”九龙坡区

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化粪池安全管理方面，九龙坡区

同样引入了科技手段。通过“智慧市容
环卫”平台，打造了化粪池安全监控智
能系统，实时监测运行状态和安全情
况。新安装的化粪池管控机器人更是
具备有害气体智能监测、生物降解及臭
氧消杀等功能，有效降低了粪口病毒传
播的风险。

此外，AI智能分析系统也在城市
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垃圾转运
站，视频AI智能分析系统能够自动识
别垃圾转运车辆的车身脏污程度和大
件垃圾混装情况，及时发出提醒和告
警信息，提高了垃圾转运的效率和安
全性。

垃圾分类工作也取得了显著成
效。谢家湾街道聚金万佳苑小区通过
升级改造垃圾分类“城市驿站”，不仅
规范了分类设施，还提升了居民的环
保意识。小区环境卫生整洁度大幅提
升，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和满意度均
达到了100%。

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2024年 8月以来，九龙坡区聚
焦设施安全、缓堵促畅、闲置地块、绿
化美化等城市治理中的难点痛点堵点
问题，创新实施城市现代化治理十大
行动，广受社会各界和人民群众赞誉。

接下来，九龙坡将锚定“建成基层
智治挂图实战体系”标志性成果，奋力
打造城市现代化治理展示地，力争今年
4月城市现代化治理“十大行动”全上跑
道，镇街承接市区下沉KPI、贯通应用实
战保持100%。同时，不断健全“大综合
一体化”多跨协同机制，强化数据共享
与应急协同，完善指挥调度体系，大力
推广“城运通”应用，加快探索数字赋能
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为市民创造更
加宜居宜业的美好环境。

张锋 吴志杰
图片由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提供

2024 年，九龙坡区在市

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始终

坚持人民城市理念，聚焦民生

“小切口”，推动城市“大改善”，

创新“镇街吹哨、部门报到”的

城市治理机制，深耕精细化治

理，不断将人民群众对美好城

市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如今，“民生为大”成为九

龙坡区积极探索超大城市现代

化治理新路子的生动实践和真

实写照，一幅“大美九龙坡”的

幸福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迎宾大道600米“祥云”花境

龙腾大道育才中学路段

●春节假期后首个工作日，在

重庆乡村，不少新农人或备战春

耕，或直播带货销售土特产，或忙

着为农产品开拓新市场……他们

繁忙而有序，为新一年的农业生产

打下坚实基础

●新农人不仅要懂技术，更要

将技术熟练应用于实践；既要精准

研判市场走向，又得提前预料潜在

风险；他们既是自己农庄的精明会

计，又是田地的果敢投资人；既能

通过网络敏锐捕捉未来农业发展

方向，又能熟练操作各种新农机，

下地干活毫不含糊。正是无数个

他们的默默付出与大胆实践，绘就

了巴渝大地乡村全面振兴壮美画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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