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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过海 探索涉农电商新路径

城口 全县农户喝上放心水
“现在我们不但有干净的水吃，

在工程工地打工，收入也增加了不
少。”说起供水工程，城口县庙坝镇南
坪村的村民们喜笑颜开。

庙坝镇南坪村是个贫困村，其中
1—5组位于南坪村中高山地区，海拔
较高，水资源较为匮乏，饮水条件极
为艰苦。城口县有关部门多次深入
实地调研，针对性制定了相关方案实
施供水工程。现在，当地供水规模达
到每天100立方米，有效覆盖解决了
南坪村1—5社452人的饮水安全问
题。

饮水安全保障是脱贫攻坚“两不
愁三保障”的重要指标，城口饮水安

全保障难，主要是因为工程性、水源
性、季节性缺水。其中最难啃的硬骨
头是旱片区、高海拔、分散户的缺水，
最短板是供水设施不完善，最薄弱的
环节是运行管理滞后。

城口县通过寻根子、找路子、想
法子，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题。2016
年至今，全县实施农村饮水安全巩固
提升工程，共建成集中式供水工程
424处、分散式供水工程317处，新建
蓄水池1269口，铺设管道3073公里，
巩固提升了18.17万人的饮水安全。
全县饮水安全已全面解决，所有农户
通上了自来水管道，喝上了放心水。

通讯员 谭利

秀山 河长制“治出”水清岸洁
“以前怎么也想不到，这条河能治

理得这么好。”63岁的杨正平站在自
家院坝，看着梅江河水缓缓流过西门
桥，感慨颇深。

梅江河是秀山的母亲河，杨正平
是土生土长的秀山人，家住环城南路，
距离梅江河仅有几步之遥。在河边生
活了大半辈子的他，曾捧起河水直接
喝，也亲眼目睹了河里鱼虾绝迹、周围
邻里搬迁。

全面推行河长制以来，秀山设置
了三级河长54人治河护河，把解决

“水脏”“水浑”两大问题摆在突出位
置。通过统筹推进县城污水处理厂、
海绵城市、背街小巷改造等项目建设，
切实将所有排入河道的污水全部截留
并网，污水直排问题得到根本性解
决。实施县城梅江河缺失污水管网建

设工程8.8公里，新建城区污水管网
70.81公里；建成投用工业园区污水处
理厂，园区工业污水实现全收集全处
理。水利、环保、建设、城管等部门联
合加大对违法排污行为的查处力度，
严厉打击偷排、直排、乱排等环境违法
行为，把河道打造成城市重要的景观
亮点，效果显著。

如今，河水变得清澈，恢复昔日生
机。大人们在梅江河边摄影、散步、锻
炼，孩子们在河里嬉戏、打闹，附近小
区的居民们对家门口的美景也是赞不
绝口。“我们将继续通过深入贯彻落实
重庆市第2号总河长令，加快实现秀
山河畅、水清、岸洁的目标，努力让每
条河流都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秀
山县水利局相关负责人说。

秀山县融媒体中心 彭璐

合川 坡耕地治理初见成效
“坡耕地经过治理，水土流失情况

有了明显改善，种植效果更好了！”合
川区隆兴镇天佑村村民最近纷纷感
慨。

长期以来，大石街道金钟村、二郎
镇六合村、隆兴镇天佑村及小沔镇盛
泉村等地存在坡耕地较多、水土流失
严重的现象，再加上基础设施条件差，
土间道路不通畅，导致生产作业不便，
农业产业单一，农民收入较低。为此，
合川区水利局向上级争取专项资金
2000万元，在上述区域实施坡耕地水
土流失治理。

开展治理的主要目的是治理项目
区水土流失，减少坡面和沟道泥沙冲
刷，减轻土壤侵蚀，减少入河泥沙和面
源污染，减轻洪涝灾害。实施这一工

程，能够大幅提高土地生产能力。同
时，通过对项目区的山、水、土、路综合
治理，可完善项目区基础设施，改善农
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实现“梯坎稳
固、土面平整、排水有沟、沉沙有函、耕
作有路、产业配套、农民有靠”的综合
治理目标。

目前，合川区已完成坡耕地水土
流失治理面积约381公顷。大石街道
金钟村、二郎镇六合村、隆兴镇天佑村
坡耕地治理工程已基本完工，小沔镇
盛泉村坡耕地治理工程也已大部分完
工。经过整治的坡耕地变成层层梯
土，人行便道四通八达，坡面水系配套
完善，为有效保护土地资源、提高农业
生产力打下了坚实基础。

合川区融媒体中心 刘亚春

巴南 战新产业发展提速
“真是雪中送炭！艰难时候我们收

到的政策‘大礼包’，不仅缓解了资金压
力，也坚定了我们的信心。”近日，重庆
宸安生物制药公司负责人拿到产业扶
持资金竖起大拇指。

重庆宸安是进行糖尿病治疗性药
物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入驻位
于巴南的重庆国际生物城。公司负责
人口中的“大礼包”，是指巴南区专门针
对大型生物医药企业制定的“一企一
策”税收返还政策。

今年年初，受疫情影响，宸安公司
面临原料材料价格上涨、运营成本提高
等一系列困难。为支持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巴南区对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返还宸安等4家生物医药企业税收
256万元，让企业轻装上阵。

除了有好政策，更有好服务。宸
安公司进驻4年间来，感受到了巴南
区和园区保姆式的暖心服务。“刚到园
区的时候，很多方面都不熟悉，园区安
排专人帮助我们办理施工手续，采取
提前指导、提前介入的方式，避免我们

走弯路、走回头路。”公司负责人说，厂
房建设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园区协
助宸安公司积极申报市区级相关优惠
政策，享受低利率政策性贷款，保障项
目快速推进，仅用半年时间便实现5.5
万平方米厂房主体封顶，现在公司的
新厂区即将建成投用。

宸安公司的茁壮成长是巴南战略
性新兴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近年
来，巴南区将生物医药、智能装备等产
业确定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重点
方向，大力扶持相关产业发展。和辰
安公司一样，疫苗龙头企业博唯生物
一期项目仅用时1年4个月就完成3.1
万平方米主体工程建设；抗体龙头企
业智翔金泰一期项目仅用时1年6个
月就完成厂房主体建设，创造了巴南
工业项目建设速度的新纪录。

今年1—5月，巴南区36家战新企
业抗疫情逆势而上，实现产值78亿元，
高于全区规上工业产值增速8.8个百分
点。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袁启芳

“宝宝们，我们大林村生产的优质
大米含有比例合理的各种氨基酸、维
生素和矿物质，没打过农药，是纯天然
绿色食品，大家可以吃得放心……”前
不久，万州区白土镇大林村“第一书
记”康学良化身“带货主播”，线上销售
大林村的“网红”——稻鱼米。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白土优质
大米出现严重滞销，导致新场坝水稻
农机专业合作社及100户农户种植的
稻谷无人收购。通过开展网络直播带
货、帮扶单位组织消费扶贫主题等方
式，大林村销售出稻鱼米5000公斤、

优质高山大米1.5万公斤，这一季的好
收成没浪费。

在市级深度贫困镇之一的龙驹镇，
直播带货等电商新业态同样呈现出强
大活力。芦花椒椒鸡、小武哥鸡蛋、亮
丫山红薯粉、青杠黑木耳、腊制品等特
色农副产品开展线上推介、团购、秒杀，
短短 1个小时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达
120.5万人次，累计销售额51万元。

打开手机，调好支架，推介宣传，
直播销售……今年以来，万州开启带
货模式，帮助农户解决销售难题的同
时，提振农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脱贫

致富的信心和决心。
学习强国、央视等“国家级”媒体

助阵，党员干部变身“网络主播”，企业
勇敢试水带货……数据显示，今年1-5
月万州累计开展网络直播1100余场
次，直播品种达2500余个，实现网上直
播销售额1亿元以上。

为进一步规范发展直播带货，万
州于6月下旬正式出台《加快发展直
播带货行动计划》，大力实施电商直播
带货“四个一”工程，推动数字经济创
新发展，积极发展直播电商。到2022
年，万州计划打造1个以上产地直播

基地，至少发展10家具有影响力的直
播电商服务机构，孵化100个网红品
牌，培育1000名直播带货达人，力争
实现直播电商年交易额突破5亿元，
将万州打造成为三峡直播电商网络流
量高地。

直播带货只是万州加快发展电商
产业的一个部分。接下来，万州还将
持续推进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区建设，继续围绕柑橘、柠檬、李子
等本地特色，进一步加强与阿里巴巴、
苏宁、京东等知名电商平台合作。同
时加强电商主导产业培育，推进柠檬、
玫瑰香橙等农产品电商化改造，重点
培育电商示范企业3-5家。

三峡融媒体中心 汪佳

当互联网铺天盖地洒向田间地头，农产品和消费者之间实现了最直接的联系，渠道
拓宽，销量增加，利润提升，电子商务加速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实现乡村振兴的步伐。

万州 平台建设产业培育并举

“这是艾条，用来艾灸，可以起到
温经通络、补中益气的作用……”“端
午节快到了，还可以用艾草泡水洗澡
来解毒祛病，一年都健健康康的……”
6月18日下午，在铜梁区黄桷门电商

直播基地，两名网红主播在直播间侃
侃而谈，为原乡小艾系列艾草制品、鹌
鹑蛋挂面、水口葛粉、华爪爪泡椒凤爪
等铜梁特产带货，3个小时线上销售额
就超过30万元。

用直播带货销售方式推介优质农
旅产品，在铜梁早已不是新鲜事。3年
来，铜梁区在南城街道黄桷门村联动入
驻京东、琥珀茶油、中华味道、龙乡好礼
等50多家互联网企业进行线下展示和
线上交易，同时为电商企业提供完善、
精准的配套服务，逐渐形成了农村电商
生态圈，把黄桷门村打造成了“电商小

镇”。基地建有直播众创空间、供应链
基地等，目前常驻30多个主播，能同时
进行5场直播，不仅能常态化带货本地
特色产品，还可服务于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今年以来，为减少疫情影响，促进
消费，铜梁继续发力，引进直播专业公
司与电商小镇联手，助推铜梁本地特色
产品走向全国各地。5月31日，西河镇
双永村开展了“脱贫桃”直播带货活动，
吸引9万多名网友观看，3天时间销售
扶贫产业胭脂脆桃5万多斤；6月14日，
太平镇坪漆村脱贫攻坚“第一书记”直

播推介脱贫桃和当地土货，并现场制作
香桃果“汁饮料”，当天就卖掉香桃近2
万斤；6月17日，小林镇党委书记、镇长
和庆林村党支部书记联手为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小林砂糖李带货，2个小时就
完成网购订单1500多单，将8000箱砂
糖李销售一空。

“接下来我们会通过电商基地直
播与原产地直播相结合的方式，继续
推出一系列重磅活动，促进农产品消
费回补和潜力释放。”铜梁区电商办主
任王守军介绍，6月、7月铜梁还将开展
20场网络直播带货活动，带货产品不
仅包括特色农产品，还包括“铜梁产”
特色美食、电器、化妆品等。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李慧敏

铜梁 3年布局掀起带货风潮

今年50多岁的唐华琼曾是潼南区
古溪镇双庙村6社的一名建卡贫困户，
除了种粮种菜，全靠养殖土鸡土鸭挑
去镇上卖补贴点家用。“自从镇上的电
商公共服务中心成立后，工作人员隔
三差五上门来收货。”唐华琼说，“家里
散养的鸡鸭鹅还没长大就被预订了，
不愁销路，我大着胆子多养点，眼看着
就脱了贫。”

潼南区将电子商务发展纳入商贸
流通发展“十三五”规划，推进电子商
务进企业、进市场、进社区、进乡村。

2018年底，建成20个镇级电商公共服
务中心，为辖区内的村社特别是贫困
村提供人才培训、运营指导、产品展示
等综合服务。2019年底，建成潼南区
名特优产品展销中心（两江新区对口
扶贫示范点）。现在，潼南共有301个
镇村级电商服务点，基本实现农村电
商公共服务体系全覆盖。

服务站点建起来后，还需要专业
运营人才。潼南依托社会培训机构培
养电商人才，开展电商实战训练，助推
潼南农产品通过电商平台销售。截至

目前，已累计约1万人次参训，成功培
育160余名农村电商带头人。

农产品销售“最初一公里”和“最
后一公里”，即生产端和消费端的物流
难题，一直是涉农电子商务发展的拦
路虎。潼南整合韵达、百世汇通、中
通、圆通等快递物流企业在潼南资源，
依托菜鸟物流，着力打造末端配送业
务，基本实现区、镇、村三级物流快递
全覆盖，解决了城乡配送“最初一公
里”和“最后一公里”难题。

随着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

进，潼南的涉农电子商务开始出成
绩。玉溪镇、米心镇、宝龙镇电商公
共服务中心与电商企业联合打造“互
联网+红薯产业”实验基地，专门从事
红薯销售，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
有效带动了当地和周边红薯产业发
展。汇达柠檬在线上搭建“中国柠檬
交易网”“中国柠檬交易中心”“汇达
柠檬电商城”，同时借助淘宝、拼多
多、微店等各种电商平台进行线上销
售，建成阿里巴巴线上营销中心和多
个网络销售平台旗舰店，线上年销售
额超过1.5 亿元，带动了整个潼南的
柠檬产业发展。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李扬

近日，在渝北广场附近新开了一家
“四不”便民自助蔬菜店。这家店不是
临街的旺铺，也没有醒目的门头，每天
前来买菜的居民却络绎不绝。

门店不大，靠墙的货架上整整齐
齐地摆满了空心菜、西红柿、土豆等几
十种当季蔬菜；门店一角，一群巴掌大
的土鲫鱼在水缸里游来游去；冰柜里，
打包好的土鸡土鸭土猪肉肉质紧实，
干净卫生……“我们的所有蔬菜均在
当天凌晨采摘，每天10点前准时上
架。”工作人员小钟介绍说，店内蔬菜
采摘全程可追溯，通过店里的电视屏
幕可以观看农场采摘的实时直播，顾
客食用更加安全放心，“为了确保蔬菜
产品的鲜度，每天下午4点左右我们
就开始限时打折、清仓销售，避免剩余
菜品过夜。”

疫情期间，渝北区设立了抗疫“四
不”便民自助蔬菜店，实行“不接触、不
扎堆、不讲价、不称重”自助购物，帮助
居民居家抗疫。如今，抗疫工作取得
阶段性胜利，人们的生活也逐渐步入
正轨，“四不”便民自助蔬菜店摇身一

变，迎来了全新的2.0版本。
负责“四不”便民自助蔬菜店运营

的渝北国有绿色蔬菜农场还主动找到
周边贫困户，商谈代售代销等事宜，帮
助贫困户足不出户就能销售自家产的
土鸡蛋、散养鸡、散养鸭等农副产品。

“以前，我们是把鸡鸭、鸡蛋这些
东西背到镇上去卖，费时又费力。现
在农场把我们的东西放在他们开的
便民蔬菜店里出售，我们只管坐在家
里收钱就行了！”贫困户老李感叹道。

顾客也乐于来“四不”便民自助蔬
菜店采买新鲜土货。“粮食鸡下的蛋，
味道比普通鸡蛋更香！”刘女士在附近
上班，一有空就喜欢来逛逛，“既买到
了质优价廉的农副产品，又帮助了贫
困户，一举两得多好！”

“四不”自助蔬菜店是渝北国有绿
色蔬菜农场的试点项目，未来农场还
会推出微信小程序，让市民在家里就
能下单买菜，并争取在全区进一步推
广，方便市民生活，也帮助更多的优质
农产品打开销路。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柯雨

潼南 电商服务站点覆盖镇村

渝北“四不”自助蔬菜店客盈门

“不堵车25分钟左右，堵车就说
不准了。”市民成波家住北碚区歇马
镇，工作地点在蔡家，以前每天上班要
先从歇马到北碚城南，再上渝武高速
到蔡家，早高峰时期经常堵车的北碚
隧道令他头疼不已。“现在只需要七八
分钟，车还不多。”随着近日快速路一
横线歇马至蔡家段全线贯通，许多像
成波一样的市民感受到了交通发展带
来的出行便利。

快速路一横线歇马至蔡家段分为
歇马隧道和歇马隧道东西干道两个项
目，其中歇马隧道于今年4月30日通
车，歇马隧道东西干道于6月12日正
式开通。两个项目的完工标志着快速
路一横线全线建成通车，将加快北碚
城区与蔡家、悦来、中央公园、回兴、龙
兴等区域一体化发展。

机器轰鸣，车辆穿梭，工人忙碌
……夏日的北碚处处涌动着建设热
潮，多个市级重点交通项目建设正加
速推进。

6月19日，在蔡家嘉陵江大桥项
目施工现场，工人们娴熟地指挥着14
台塔吊、8台升降机高速作业，正在施
工主桥上的塔柱、主梁。

蔡家嘉陵江大桥起于礼嘉礼白
路，止于蔡家代家院子立交，全长约
3.42公里，计划于2021年底前完工。

“疫情期间，原材料短缺等因素影响了
施工进度。目前我们增加了作业面，
塔梁同步施工，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
的65%，可保质保量按期完成。”项目

负责人黄用久说。
在快速路一纵线北碚段项目施工

现场，地面密布的钢筋被晒得滚烫，运
输车辆来回穿梭，机器轰鸣声不绝于
耳。“目前已完成总工程量约50%。”
项目负责人黄小波表示，为抢回失去
的时间，项目部加大了人、材、机投入，
实行“人停机不停”轮班作业，确保
2021年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加速主
城西部片区形成南北向快速通道，有
效分流渝武高速北碚段车流量，促进
北碚进一步融入重庆市高新区和科学
城经济社会发展。

除加快推进蔡家嘉陵江大桥、快
速路一纵线等6个续建项目外，今年
北碚还将力争新开工3个项目。其
中，海螺山立交位于蔡家嘉景大道与
中环快速干道交叉处，长约1.2公里，
目前已开工建设。渝武高速（金开大
道至三溪口立交段）拓宽改造工程起
于三溪口立交，止于金开大道，全长
13.9公里，目前已完成初步设计等前
期工作，计划今年底前开工建设。宝
山嘉陵江大桥全桥长约1.07千米，连
接北碚蔡家和渝北悦来，目前正在完
善施工图设计等前期工作，力争今年
底开工建设。

北碚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将进一步简化审批流程，提高审
批效率，加强用工、物质、运输等服务
保障，确保重点项目建设科学有序、质
量安全。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邓公平

精准扶贫帮困不落一人
全覆盖走访摸排，将符合条件的困

难家庭纳入低保，确保应保尽保；开展
“一对一”结对帮扶，全区2104户困难
群众实现100%结对帮扶；进一步完善
临时救助制度，开启“主动发现”模式
……大渡口区扎实做好困难群众基本
生活保障工作，确保精准扶贫帮困路上
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工作人员上门走访，了解到我家的
情况后，不仅为我们解决了一些实际困
难，还为我们申请了低保，现在一家人的
生活有保障了！”日前，家住大渡口区建胜
镇四民村的秦春燕一家领到了低保金。

秦春燕今年35岁，大儿子12岁，小
儿子5岁，丈夫唐正胜患病前，全家生活
靠二人在外务工维持。后来唐正胜因
结肠腺癌腹腔转移住院治疗，家庭生活
陷入困境。

今年2月，四民村网格员在入户走
访时发现秦春燕既要照顾患病丈夫，又
要照顾两个孩子，本人无法外出就业，
生活十分困难，于是迅速向上级部门作
了汇报。建胜镇及时启动临时救助，同
时按照低保程序，将秦春燕一家纳入了
低保，两个孩子还分别获得了在校学生
和学前教育分类救助。

通过开展全覆盖入户走访或电话问
询，及时了解、掌握辖区群众遭遇突发事
件、重大变故等特殊情况，大渡口区将符合
条件的困难家庭纳入低保，确保应保尽
保。今年以来，全区共救助8876户次、
11879人次，累计发放低保金约794万元。

为切实做好精准扶贫帮困工作，大

渡口区还制定了精准扶贫帮困“一对
一”结对帮扶工作方案，把精准扶贫帮
困任务落实到具体单位和人员，做到户
户见干部、户户有责任人，确保帮到点
上、扶到根上。

精准扶贫帮困对象主要为城乡低
保户、民政建档特殊困难家庭、特困人
员、孤儿等。方案出台以后，区领导主
动认领，深入帮扶对象家中听民声、解
难题；59个区级部门、8个镇街及部分企
业迅速行动，与困难群众“一对一”结对
帮扶，定期开展入户走访。目前，全区
2104户困难群众均实现了“一对一”结
对帮扶，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持续改善、
自主脱困能力不断增强。

家住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新华社区
的独居老人李林患有精神障碍，是社区
工作人员重点关注关爱的对象。近日，
她突发重病，社区工作人员得知后，立即
将她送到医院治疗，并及时启动临时救
助程序，为她支付了1万余元的住院费。

大渡口区开启临时救助“主动发
现”模式，各镇街、村（社区）主动及时发
现并核实辖区居民遭遇突发事件、罹患
重病等特殊情况，帮助有困难的家庭或
个人提出救助申请；建立临时救助备用
金制度，提前将专项资金下拨到各镇街
并建立专户；开通临时救助“绿色通
道”，将1000元以下小额临时救助审批
权下放到镇街……今年以来，大渡口区
为142户次困难群众实施临时救助，累
计发放临时救助金43.83万元。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李润梅

巫山
大宁河水鸟成群

好生态，鸟青睐。6
月 22 日，大宁河河面上
水鸟成群。

近年来，巫山县大
力实施植被恢复、退耕
还林、天然林保护工程，
持续改善生态环境，吸
引越来越多的鸟类现身
巫山、落户巫山。

通讯员 陈光国 摄

大渡口北碚 重点交通项目加速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