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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 发挥统战优势有序推动民营企业复工复产达效
按照中央关于统筹推进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部署和市
委工作要求，为帮助民营企业把时间
抢回来、把损失补回来，巴南区委统
战部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独特优势作
用，以精准有力的措施和扎实高效的
行动，积极有序推动民营企业复工复
产达效。

以最快速度为民企助力

“能提前半天复工复产，对我们
来说都非常重要。”日前，重庆弘愿工
具集团（下称“弘愿集团”）行政部部
长刘莹说，“如果晚三到五天，我们失
去的可能不仅是3000万美元的海外
订单，甚至可能连多年辛苦打下的海
外市场也可能被替代。”

据了解，弘愿集团被誉为“中国
射钉枪大王”，主要生产射钉枪，其
80%的产能出口，而美国市场就占了
集团全部海外市场的90%以上。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打乱了弘愿
集团的生产节奏，更让其负责人不安
的是——如何按照合同规定交付海
外订单、保住海外市场、保障700名员
工就业。

民营企业家对疫情的担忧，巴南
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一班人”看在
眼里、急在心中。为此，当民营企业
按照要求提出复工申请之后，安排专
人第一时间对接企业，积极协调解决
复工过程中的难题。

“对于有条件的民企，我们必须
争分夺秒帮助复工复产，哪怕只抢一
天或半天，都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巴南区工商联相关负责人说。

2月14日，在巴南区委统战部、
区工商联的协调帮助下，弘愿集团成
为花溪工业园第一批正式恢复生产
的企业之一，也是全国同行业最快恢
复生产的企业之一。该集团也因此
不但没有丢掉订单，还新增了许多订
单，目前已出口了700多万美元的产
品到美国。

“不要小看这700多万美元，它不
仅是一笔订单的完成，更是当下保证
我们企业能生存下去的救命钱。”刘莹
说。

弘愿集团的顺利复工，只是巴南
区委统战部、区工商联以最快速度助
推辖区民营企业复工复产和生存发
展的一个缩影。据了解，截至4月上
旬，巴南区民营企业复工复产率已达
99%。

落实“一对一”服务举措

巴南区能在短时间内达到如此
高的复工复产率，得益于他们近年来
坚持精准服务民营企业发展的一系
列重要举措。

早在2019年，巴南区委统战部、
区工商联就争取区委、区政府下发了
《关于做好常态化走访服务民营企业
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把走访服务
民营企业纳入经常性工作安排、主动
做好服务。

为助推民营企业快速有效复工
复产，巴南区还细化制定了《区领导
常态化走访服务民营企业表》，实行
民企“驻厂员”“联动员”工作制度，落
实“一人一企、责任包干”工作机制，
从区级相关部门安排专人对复工复
产进行监管督查，及时收集、反馈和
解决民营企业在复工复产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高效推动辖区民营经济健
康发展。

截至目前，巴南区34名区级领导
结对联系走访全区202家重点民营企
业。特别是疫情发生以来，已累计走
访民营企业547家次，帮助企业协调
解决物流运输、生产经营、材料供应
等问题112个。

同时，巴南区还把听取企业意见
建议作为走访服务的重要内容，把帮
助民企解决问题、促进民企发展作为
走访服务的最终目的，通过走访调
研，定期印送《常态化走访服务民营
企业工作动态》，聚焦企业的难点、痛
点、堵点，推动全区各级领导干部用
心用情、精准帮助民营企业解决面临
的实际困难和问题，全力推动民营企
业尽快复工达产。

联合开展金融纾困行动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众多民
营企业的资金链受到极大影响。

针对这一情况，巴南区委统战部、
区工商联创新服务模式，联合人民银
行巴南支行共同推出“金融暖企百日”
纾困行动。截至目前，区内各银行机
构已累计向民企发放优惠贷款15笔
8250万元，发放小微贷款3606万元，
发放民企信用贷款900万元，为民企
展期、续贷、延期、减息等1528万元。

据悉，为更好地帮助辖区民营企
业复工复产，巴南区还出台了《进一
步加强金融支持疫情防控做好实体
经济金融服务的实施方案》，建立完
善了多部门会商工作机制，实施名单

制管理，保障基础金融服务，完善金
融机构监测评估机制。

针对重点民营企业资金需求，巴
南区协调辖区内银行机构加大对疫情
防控重点企业资金支持，全力做好涉
及疫情防治医药物资生产、物流运输
等重点领域企业的融资服务工作。

不仅如此，巴南区还通过线上和
实地走访等方式，收集整理企业金融
服务需求，及时向金融机构反馈意见
和诉求，并根据实际需要，组织有意
向的企业和银行进行小范围、个性化
线下洽谈或者上门服务。

目前，区内16家金融机构为民营
中小微企业量身定制了72个特色信
贷产品，并通过“巴南商会”微信公众
号等多个平台，向民营企业宣传推
送，帮助疫情期间需要金融支持的企
业渡过难关。

针对物流基地的特点，人行巴南
支行和区工商联组织重庆银行、三峡
银行、农村商业银行3家巴南支行进
行上门对接服务，开展线下融资洽
谈，受到基地企业商户的一致好评。

凝心聚力助力复工复产

疫情期间，民营企业实现复工复

产，口罩、消毒液等成为首要防疫物
资保障。

针对这一情况，巴南区委统战
部、区工商联、民进巴南区委会、民盟
巴南区委会等通过多方协调，帮助辖
区航天巴山、界石仪表公司等100余
家民营企业采购口罩52万个、消毒液
48吨等一大批防疫物资，极大缓解了
民营企业防疫物资紧缺的情况。

此外，巴南区统一战线还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凝心聚力，靠前服务，全
力助推民营企业复工复产达效。如
民建巴南区委会组织经济、法律、金
融等专业领域的会员，开展“会员帮
会员、企业帮企业”的互助活动。区
工商联向会员企业印送《惠企政策汇
编》，区新专联推出“抗疫政策宝典”
和“新锋潮·新学堂”等，陆续开展一
系列线上线下政策解读活动，有效引
导全区广大民营企业用好用活政策，
积极支持他们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中
加快推进企业生产秩序全面恢复。

吴志杰 陈小东

靠前服务 精准施策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
日报记者从4月17日举行的主城区
坡地、堡坎、崖壁（以下简称“坡坎
崖”）绿化美化工作现场推进会上了
解到，2019年至2022年主城区计划

实施坡坎崖绿化美化地块309个，面
积约1323万平方米。到今年底，将
完成主城区坡坎崖绿化美化工作量
的90%，全面完成建设用地空地覆绿
工作。

重庆立体绿化怎么做？坡地、崖壁
和堡坎的绿化美化是重要抓手之一。

市城市管理局人士介绍，自去年
我市启动坡坎崖绿化美化工作以来，
截至今年3月，主城区坡坎崖绿化美

化项目已累计完成146个，面积达
679万平方米，完成市政府确定工作
任务总量的51.36%。

为推进主城区坡坎崖的绿化美
化工作，市城市管理局制定完善了
《主城区坡地堡坎崖壁绿化美化设计
导则》，从工程技术、植物配置模式及
配套设施等方面对主城区七类坡地
堡坎崖壁进行详细设计指导；结合重
庆地区自然地理概况、重庆城市园林

绿地植物应用现状及坡坎崖绿化美
化的特点，推荐主城区坡坎崖绿化观
花、色叶、闻香植物品种600个。

接下来，主城区的坡坎崖绿化美
化工作将进一步提速。预计到2021
年底，主城区将基本完成坡坎崖绿化
美化；到2022年底，主城区坡坎崖绿
化美化工作持续巩固提升，基本实现

“推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处
处花香”的目标。

重庆主城已绿化美化坡坎崖146个

今年将全面完成建设用地空地覆绿

□本报记者 廖雪梅

在主城，不少坡坎崖绿化美化项
目建成后，充分展现了重庆的山、水、
桥、崖等景观，成为当地的靓丽风景
线。4月17日，重庆日报记者就此进
行了打探。

边坡变身巨大“挂毯”，
礼仁公园开放

串联欢乐谷与礼嘉智慧公园的
礼仁立交边坡绿化项目景观工程于
日前完工，免费对外开放。

礼仁立交边坡绿化、美化项目
为典型的坡坎崖山地地形，原始场
地内存在着大量高边坡、格构挡墙
和周边居民私垦的菜地，最大高差
约50米。

该边坡绿化、美化项目按照社区
公园标准建设，并命名为礼仁公园。

礼仁公园占地面积约7.9万平方
米，设有休闲亭、观景平台、休闲座
椅、特色健身步道、公共厕所、直饮水
机等便民服务设施，可满足周边居民
的日常休闲游憩需求。

该公园还种植有黄葛树、香樟、
蓝花楹、桂花、紫薇、九重葛、五角枫、
菖蒲等植物，形成三季有花、四季有
色的植物景观，远远看上去，绿化、美
化后的边坡就如同一幅面积巨大、颜
色丰富的“挂毯”。

红梅林坡地串联沙磁
步道和红岩景区

记者在沙坪坝区红岩联线红梅林
坡地看到，这个坡地不仅栽种了近
2000棵红梅，还种植有木春菊、红枫、
香樟、紫薇等乔木1.1万株。

红梅林坡地去年4月开工建设，
当年11月完工。

作为沙磁步道和红岩景区的重
要景观节点，这个坡地不仅串联周边
的红岩联线步道，还设置有集散场地
及观景台，满足市民和游客的休闲、
游憩需求。

万科半山公园坡地将成
市民观景好去处

在位于渝中区虎头岩隧道旁的

万科半山公园坡地，记者看到，这里
约9万平方米的边坡绿化已基本完
成。

这个坡地拟通过激活历史文脉、
营造多彩山林的方式，打造山体公园。

该项目去年11月开工，2021年
基本完工后，将联动李子坝公园、佛
图关公园、鹅岭公园、平顶山公园等
城市绿脉，形成郁郁葱葱的山体美
景，成为市民登山、观景的好去处。

展现重庆山水桥崖等景观

坡坎崖绿化美化项目扮靓城市

□本报记者 王亚同

又是一年四月天，北碚区金刀
峡镇小华蓥村的樱桃红了。在连
续不断地推广4年后，村里的红樱
桃，吸引了一波又一波的游客前来
采摘，给村民带来了真金白银。

4月15日，重庆日报记者在
海拔600余米的小华蓥村发现，
这个曾经的市级贫困村，近年来
围绕脱贫攻坚发力，不仅做“红”
了樱桃品牌，还成功打造出蜜蜂、
百香果等产业。

樱桃成为脱贫主导产业

樱桃红了，城里来的客人多
了，今年74岁的村民黎代普忙得
气喘吁吁，“20元一斤，今天摘了
30斤全卖光了。”

4月15日是小华蓥村第四年
举行樱桃采摘活动的首日，络绎
不绝的客人让村民们乐开了花。

小华蓥村地处主城四山之一
的华蓥山支脉，有着30多年樱桃
种植历史。然而，长期以来当地
樱桃都是零散种植、粗放管理、坐
等客商，在市场上默默无闻，每斤
价格一直在四五元左右徘徊。

实施脱贫攻坚以来，小华蓥
村将红樱桃确定为脱贫主导产
业。2015年，村里成立了半边山
果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统一负责
技术提升、管护培训和营销推
广。合作社还争取相关产业扶持
资金补植樱桃，将零散种植的200
多亩发展到集中成片近400亩。

“要让大家真正尝到甜头，提
升效益是必然。”金刀峡镇党委书
记胡光耀介绍，在做大规模的同
时，他们还着手开展营销宣传，

“让小华蓥村的樱桃红起来”。
在当日樱桃采摘活动现场，

胡光耀客串网络“主播”，大力推
销村里的樱桃、蜂蜜、土鸡等，半
天就帮村民外销樱桃近 5000
斤。持续不断的营销，让小华蓥
红樱桃身价倍增，成了近100户
村民致富的宝贝。

降低风险齐头并进

小华蓥村667户村民中曾有
35户贫困户。2015年，该村实现
了整村脱贫，但因缺少主导产业，
返贫和新发生贫困的风险较高。
为此，当地着力从产业方面构建

防止返贫机制，脱贫摘帽不摘政
策，培育壮大了一批支柱产业。

在青山沟组的昕杨蜜蜂养殖
场，养蜂户杨云刚正引导一群突
然闯入的野蜂进蜂箱。多年前，
他因在外务工伤了左腿，成了村
里的建卡贫困户。为尽快脱贫，
他跟岳父学起了养蜂。2013年，
他正式申请了家庭养蜂场，养蜂
超过50桶。

驻村帮扶干部找到杨云刚希
望他带领贫困户一起养蜂增收。
老杨当即表示免费为村民提供技
术，还提供低价供蜂群、代养等支
持。现在，跟着杨云刚一起养蜂
的村民有30多户，其中贫困户、
残疾人有9户。

“多头并进以降低风险，我们
先后发展起三大主导产业。”小华
蓥村党支部书记成伟介绍，近年
来，小华蓥村发展起近400亩樱
桃、100亩百香果等水果，发展中
蜂养殖300余桶，以及正在启动
的山药种植加工产业。其中，水
果产业产值超过100万元，蜜蜂
产业收入达到60万元。

为产业成长添双翼

小华蓥村周围都是大山，记
者从金刀峡镇驱车前往却只用了
20分钟。这是北碚区西山环线
通车后带来的便利，路通产业兴，
村里产业的腾飞才有了基础。

黎代普说，以前村里没公路
需要绕道，后来有了机耕道，但一
遇到下雨天就泥泞不堪。受制于
道路不畅，大多数村民种的是玉
米、红薯等低效作物。

2015年，金刀峡镇通过自筹
资金和争取财政扶贫资金，建成
了4.8公里的环山公路，将小华
蓥村连入路网。随后，当地又修
建了5公里防火便道、扩建西山
环路。脱贫攻坚以来，正是立足
于此，逐步勾画产业发展蓝图。

“最开始栽烤烟、种脆红李，因
经验不足没有发展起来。”小华蓥
村驻村第一书记罗也介绍，结合

“一村一品”产业发展思路，驻村干
部们将视线聚焦于本地特色。

从最熟悉的着手，传统红樱
桃成为第一个被重新发现的产
业。2016年，小华蓥村借助交通
改善的机遇举行了首次樱桃采摘
活动。紧接着，当地又拓展了蜜
蜂、百香果等产业。成熟一项，再
谋划一项，逐步踏准了市场脉搏。

“集体经济10%的收益将用
于给贫困户分红。”罗也说，稳定
成长的主导产业，既降低了返贫
风险，又持续带动村民增收。

红了樱桃 鼓了腰包
——看北碚区小华蓥村这样发展脱贫产业

4月17日，公路旁的沙坪坝区红岩联线红梅林坡地绿意盎然。 记者 张锦辉 摄

现场直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