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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实习生 何星熠

大暑时节，气温陡增，黄代华种植的
夏黑葡萄，也进入了采摘期。

午后，黄代华带着剪刀、纸箱，一头钻
进了自家的葡萄棚里。他告诉记者：“今
天有一个老客户定了20件夏黑葡萄，下
午来取。”

种植葡萄15年，不仅让黄代华一家
过上了好日子，也让他成为远近闻名的葡
萄种植“土”专家。

说黄代华“土”，是因为他没接受过专
业的葡萄种植培训，所有的经验和技术都
靠自己摸索。不过，在村里大多数人看
来，黄代华却是一个“洋气”的“土”专家，
这又是为何呢？

折腾
“1斤葡萄能卖3元，1亩地能收

2000多斤葡萄，就是6000多元”

九龙坡区西彭镇马鞍村黄家湾，黄代
华的砖房坐落于几丛茂盛的竹林旁。黄
家湾水源充足、土壤肥沃，黄代华祖辈很
早就开始在此耕作。

然而，2005年，黄代华决定种葡萄
时，就连父亲黄万河都对他的决定充满怀
疑：“你是折腾得很哦，你晓得这里适不适
合种葡萄呢？种出来的葡萄卖得出去
不？”

事情传开，村里人也是反对多于赞
同：“到时候种不出来你哭都来不及”“卖
不出去了，你都只有看到葡萄烂在土
里”……

反对的声音此起彼伏，黄代华却有自
己的想法。

“当时1斤葡萄能卖3元，1亩地能收
2000多斤葡萄，就是6000多元。”黄代华
种葡萄的想法并非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
考察和深思熟虑。

当时，周边村子已有人零星地种植葡
萄，虽未形成规模，但几乎不愁销路，也取
得了不错的效益，显现出良好的前景。

“想要过上好日子，还是得求变，变化
才能发展。”主动求变的黄代华种上了5
亩葡萄。

两年后，黄代华的葡萄开始挂果。虽
是初产，这5亩葡萄，当年也给黄代华带
来了4万元的收入。求变的效果开始显
现。

摸索
“种葡萄这几年，我都是在网上

学习技术”

随后几年，随着葡萄逐年增产，黄代
华家的日子也越过越好。看着黄代华种
葡萄效益不错，一些村民也开始跟着种起
了葡萄。

可就在葡萄产业顺风顺水时，黄代华
又开始“折腾”了。

“一开始大家都跟着种巨峰和夏黑两
个品种，效益不错，但老黄又想着试种新
品种。”马鞍村村主任陈国元介绍，“新品
种能不能适应这里的气候？市场前景怎

么样？大家心里都没底。”
“种葡萄这几年，我都是在网上学习

技术，然后自己再摸索。”网上学习结合实
践，不仅让黄代华种植葡萄的技艺越来越
精湛，也让他对市场趋势有了更多的了
解：“巨峰葡萄1斤卖7元，金手指等葡萄
品种，一斤卖20元，差别太大了。”

接下来几年，紧跟市场步伐的黄代华
陆续试种了金手指、玫瑰香等葡萄品种，
都取得了不错的效益。

2017年，黄代华又做了件让大家瞠
目结舌的“洋气”事：搞葡萄大棚种植。

“听说过大棚种蔬菜，还从没听说过
大棚能种葡萄，搞得成不哦？”尽管此前黄
代华每次尝试新东西都获得成功，也有不
少村民跟进，但对大棚种葡萄，村民们依
旧怀疑和观望。

但黄代华的葡萄大棚种植再次取得
成功：大棚种植的葡萄不仅产量更高、病
虫害更少，而且色泽均匀、品质更好。

“大棚种植，温度和湿度都可调可控，
也更有利于病虫害防治。”善于学习，善于
将网络新知与实践相结合的黄代华，早已
是村民心目中的葡萄种植专家。

分享
“大家都过上好日子，比自己挣

钱更重要”

“现在村里种植葡萄400余亩，年产
值超过600万元。”陈国元介绍，村里种植
葡萄的村民，几乎都是黄代华的“学生”，
无论是选种、育种，还是修枝疏果，黄代华
对村民的求教从来都毫无保留倾囊相授。

“有些人个人搞好了，就藏到掖到，生
怕别个学了，他是恨不得手把手把你教
会。”几年前，村民龙享华的日子也过得紧
巴巴，就想向黄代华学习种植葡萄。黄代
华不仅免费提供苗木，还上门传授技术，
葡萄挂果后还主动帮忙找销路、介绍客
户。

如今，龙享华一家不仅衣食无忧，还
在西彭场镇上购买了商品房、添置了小轿
车。

不仅是龙享华，马鞍村的许多村民，
都在黄代华的帮助下开始种葡萄，过上了
好日子，但有件事，还是让大家觉得奇怪：
种葡萄15年，效益年年见长，可黄代华的
葡萄种植面积除了从最初的5亩地发展
到10余亩地后，再也没有多种一分地，这
是为何？

“现在我一年收入10多万，日子也过
得不错，不用贪多。”在黄代华看来，“大家
都过上好日子，邻里关系和睦，比自己挣
钱更重要。可能是从小受老汉影响太深，
他是老村主任，不喜欢计较也不吵架，对
别个也是多帮忙。”

家风传承，带领着大家种葡萄增收致富
的黄代华不仅是村民公认的“洋气”的“土”
专家，也是大家一致认可的“好人老黄”。

近年来，西彭镇围绕“五心同筑梦·文
明践于行”主题，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
站、点三级实践单元为依托，通过实施文
明评选、志愿服务、理论宣讲等六大行动，
着力打通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关心群众、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延伸新时代
文明实践的触角。

黄代华家庭，正是西彭镇在2017年
评选出的“十星级文明户”之一。

九龙坡西彭镇马鞍村黄代华

“葡萄专家”的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左黎韵

7月22日午后，大渡口区跃进村街
道东正社区，72岁的曾维祥又和几位老
邻居围坐在花园的石桌旁下象棋。“这几
年，社区不仅道路变得干净整洁、边坡空
地种上了绿植花卉，就连我们最头疼的停
车问题也得以解决，生活舒心多了。”说起
社区的变化，曾维祥如数家珍，周围的老
邻居也纷纷竖起大拇指。

做为重钢老家属区，东正社区是一个
典型的老旧社区。基础设施老化、配套功
能不全等问题困扰着辖区1400余户居民
的日常生活。如何让老旧社区焕新颜？
对此，东正社区以“三治融合”为抓手，通
过发动居民、整合社会资源，把“居民想要
的”和“社区想做的”结合起来，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

丰富社区活动聚人心

今年是建党99周年，7月1日这天，
东正社区4个党支部、123个党员自发筹
办了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党员代表们走
上舞台，载歌载舞，用自己的方式庆祝党
的生日。

“那天，我和老邻居们专门创作了歌
曲快板，歌颂党的政策，歌颂现在的幸福
生活。”已经拥有40多年党龄的曾维祥高
兴地说：“这几年社区活动越发丰富，我们
这些退休老人聚在一起，庆祝节日的同时
也联络了感情，融洽了邻里关系。”

“我们社区老年人口、流动人口占比
重，年轻人大多是外地搬来的，平时邻里
间很少往来。”东正社区党委书记程家群
坦言。过去，居民们对社区事务漠不关
心，社区张贴的通知、倡议很少有人关注，
总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自2018年起，东
正社区开始以家庭美德为主线，以“我们
的节日”为载体，在社区营造“和睦、互助”
的大家庭氛围。据了解，每年东正社区都
要举办“六一儿童节”“老人集体生日”“庆
七一”三大主题活动，以及元宵包汤圆、中
秋百家宴、端午包粽子等民俗活动。

“虽然1张毛巾、1块蛋糕不值钱，但
我却感受到浓浓的暖意。”今年儿童节，社
区组织50名儿童为辖区60岁以上的老
人庆祝生日，小朋友们为老人切蛋糕、送
礼物，这让90岁高龄的段英明老人感动
不已。“以节日活动聚人心，增强社区居民
的凝聚力，这几年，大家参与公共事务的
积极性提高了，真心把社区当作自己的
家。”程家群告诉记者。

搭建民意“直通车”解民忧

如何把“居民想要的”和“社区想做

的”结合起来，将工作落到实处？
2018年，东正社区拉开“三治”融合

的序幕。“我们发动居民骨干成立了居民
代表大会、居民自治管理小组和监督委员
会，依托居民大会广开言路，搭建民情民
意‘直通车’；梳理出的事项清单则交由管
理小组协商办理；办理流程由监督委员会
定期督查。”程家群介绍。

“小区车辆到处乱停乱放，我们出行
很不方便，这个问题拖了好几年，什么时
候才能解决？”在一次居民代表大会上，2
栋居民王正秀直言不讳。东正社区是老
旧社区，因早年没有规划停车位，车主习
惯将车辆随意停靠，甚至占用消防通道，
不少居民曾向社区反映，但问题迟迟没有
解决。

对此，社区组织居民管理小组入户摸
底，依据居民停车需求规划了近200个停
车位，制定了收费明细，倡导大家规范停
车。然而，一些有车的居民对缴费停车心
生不满，依然乱停乱靠。管理小组又逐一
上门讲解，还定期召开普法讲座，向居民
普及法律知识。终于，反对的声音少了，
居民开始自觉遵守停车规则。

另一方面，社区收取的停车费则在监
督委员会的监管下用于改善社区基础设
施。今年初，社区安装了门禁和围栏，并
在主要干道安装了监控摄像头，对进出车
辆实行实名登记。“现在我们出行不仅方
便，而且更安全了，我带着小孩住在这里

放心多了。”王正秀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
“下一步，我们还将逐一解决居民提

出的屋顶漏雨、落水管老化、外立面陈旧
等‘老大难’问题，让社区变花园，居民生
活焕然一新。”程家群说。

创立志愿组织润泽心灵

“熊孃嬢说得对，远亲不如近邻，甘婆
婆年纪大了，我应该让着她。”不久前，3
栋居民宿玉玲和楼上的甘婆婆终于握手
言和，两家人曾因水管爆裂，闹了好几年
矛盾。

宿玉玲口中的熊孃嬢名叫熊明英，是
社区“邻帮邻”互助队的一员。“‘邻帮邻’
互助队成立的初衷就是化解邻里纠纷、帮
助社区有需要的人。”熊明英告诉记者：

“很多时候邻里矛盾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
事，只要稍加调解，双方就能冰释前嫌。”

这几年，东正社区邻里矛盾少了，愿
意伸出援手、助人为乐的居民越来越多。
疫情期间，“邻帮邻”互助队组建起抗疫小
分队，帮助独居老人代购生活物资。“多亏
志愿者帮忙，我的日常生活才有了保障。”
独居老人陈儒学感慨道，一次，他需要酵
母粉，熊明英和几名志愿者连跑了几个超
市才帮忙买到，他掏出钱想表达下心意，
却被志愿者们婉言谢绝：“陈大爷，我们是
义务代购，不收钱的。”

“志愿组织是我们实施‘德治’的重要
载体，通过志愿组织润泽老百姓的心灵，
形成互助互爱、文明友善的新风尚。”程家
群告诉记者。目前，在东正社区，像“邻帮
邻”互助队这样的志愿组织共有13个，志
愿者300余名，每个志愿组织各司其职，
除了扶贫济困、帮助他人外，还负责管护
环境、维持治安、文明劝导等。

大渡口区东正社区：

“三治”融合谱写和美生活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
庆电影市场的复苏势头明显。截
至7月25日，重庆复工影院数量
已达94家。

7月26日，我市电影院迎来
复工以来的首个周末。重庆日报
记者现场打探发现，重庆各电影院
迎来了一波观影小高峰。

“现在买电影票，拼的就是手
速。”7月26日下午，在“淘票票”
软件上抢到两张CGV影城（来福
士店）的电影票后，市民汪晋对记
者说。

原来，作为小罗伯特·唐尼的
忠实影迷，汪晋打算趁着这个周末
去看24日上映的《多力特的奇幻
冒险》。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心
仪的场次和位置已被抢购一空，只
好买了两张26日晚上的电影票。

根据“灯塔专业版”显示，7月
23日，重庆市电影院的出票总额
为4956张，票房总额为11.49万
元。而到了7月25日，重庆市电
影院的出票总数就达2.43万张，
票房总额达67.93万元。

“范·迪塞尔真的帅！二刷！”
7月26日，在重庆CGV影城源著
店观看完由好莱坞知名演员范·迪

塞尔主演的影片《喋血战士》后，市
民刘少卿激动地在社交平台上写
道。

刘少卿所观看的《喋血战士》
与《多力特的奇幻冒险》一样，都是
24日上映的新片，目前两部影片
的票房双双突破千万，《多力特的
奇幻冒险》更是达到3000多万。

UME影城工作人员王兴表
示，电影院的复工只是电影业复苏
的第一步，要真正恢复正常，需要
源源不断的新片上映。

好在随着影院复工的气氛逐
步热烈，越来越多的新片也宣布了
定档。例如由斯嘉丽·约翰逊主
演，曾荣获多项奥斯卡提名的电影
《乔乔的异想世界》和由李现主演
的电影《抵达之谜》已定档7月31
日；而另一部奥斯卡大片《1917》
也宣布定档8月7日。

“相信随着电影院常态化防控
措施得到逐步验证，电影院的人数
限制也会逐渐放开，电影院的上座
率将逐渐恢复到往期水平。”四川外
国语大学教师、重庆青年电影展创
始人丁钟表示，届时，诸如《唐人街
探案3》《夺冠》等大片必将扎堆上
映，让影迷找回在院线观影的快乐。

电影院回归后的首个周末

重庆各大影院迎来观影小高峰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
习生 杨熳丽）7月25日，市教委关
工委“新时代好少年”主题教育读
书活动“美好生活劳动创造”颁奖
典礼在重庆电视台重视传媒总部
基地举行。龚依祎、曾小涵、廖嬉
媚等60名演讲、朗诵之星获表彰，
将代表重庆参加全国展示活动。

据介绍，此次活动紧扣“美好
生活劳动创造”的主题，围绕“以劳
动践行，怀家国于胸”“以劳动创
造，盼美好生活”“以劳动历练，促
自我成长”三个环节展开。自去年
10月启动以来，活动吸引了全市
各区县3000余所学校的近140万
名学生参与。经过层层选拔，60
名选手脱颖而出，其中包括40名
中小学生、10名中职学生以及通
过诵读帮App线上选送的10名
优秀选手。这些学生在读书、征

文、演讲、朗诵、书画等实践中养成
了良好的劳动习惯和劳动态度，树
立了“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
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价值观。

“小小的我，要用一个个力所
能及的行动，跟随着‘新时代好少
年’的脚步，不断努力，用声音、用
文字、用赤诚的爱国心，成为一名
正能量的传播者！”永川中学马艺
宁作为学生代表分享了自己的成
长故事。她表示，参加此次活动让
自己坚定了“只要认真努力，人人
都是新时代好少年”的理想信念，
希望能身体力行把这份信念传递
给更多中小学生，一起用劳动创造
美好生活。

据悉，“新时代好少年”主题读
书活动已成功举办23届，覆盖全
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累计
参与的中小学生达5亿人次。

“美好生活劳动创造”主题教育读书活动落幕

60名青少年代表重庆参加全国展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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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1日，南岸区，游客搭乘长
江索道欣赏美景。暑假期间，重庆
旅游迎来一波小高峰，不少游客来
到我市热门景点游览，体验重庆美
景，感受巴渝魅力。

记者 龙帆 实习生 孙泊
远 摄/视觉重庆

暑期都市游

升温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近
日，在渝北区石船镇，西南政法大
学民法典学生宣讲团启动首场宣
讲。大学生们用“家和万事兴”等
情景剧，对民法典关于婚姻、高空
抛物等内容进行了生动的宣讲。

据悉，西南政法大学组织了百
余人的民法典学生宣讲团，学生们
将利用暑假在全国20多个省市进
行宣讲，这也是该校大学生暑期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的主要内
容之一。

住在二楼的住户往楼下扔东
西，算是高空抛物吗？男方婚前买
的房子，有女方的份吗？救人的时
候丢了手机，被救一方有赔偿责任
吗？

17日，在渝北区石船镇镇政
府行政服务大厅，西政民法典学生
宣讲团为上百位居民演出了3场
情景剧，包括有关侵权责任编内容
的“从天而降”“见义‘泳’为和有关
婚姻家庭编的“家和万事兴”。

每个情景剧演完后，大学生们
还现场对居民进行有奖问答。如
高空抛物没有伤人要处罚吗？答
案是要处罚。即使高空抛物没有
伤人，但是要依照违反治安管理进
行处罚，情节较轻的给予警告或罚
款200元以下，情节较重的处拘留

5天以上10天以下并处罚款500
元以下。二楼算高空抛物吗？
算。民法典规定，依照侵权责任
法，除一楼外，建筑设施以及其他
搁置物等坠落造成他人损失的，其
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不能证明自
己没有过错的，都应当承担侵权责
任。

小伙子因为救一名落水者导
致手机丢了，对方是不是该赔他
钱？答案是应该。大学生们将民
法典的法学知识用一个个故事情
节表演出来。民法典第183条规
定，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
到损害的，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
偿。

“西政民法典学生宣讲团一
共有108人，成员以民商法学院
学生为主，还有经济法学院、国际
法学院、人工智能法学院等各学
院的优秀法学生。”西政民法典学
生宣讲团副团长陈钊介绍，由学
校民商法学院的研究生们编写剧
本，学生宣讲团已经排练出10个
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民法典情
景剧，还准备了一些小品、快板等
节目。暑假期间，宣讲团成员会
利用返乡时间在各自的家乡开展
民法典的宣讲，预计宣讲会遍布
20多个省市。

西政百余学生暑假宣讲民法典
足迹将遍及全国20多个省市

7月26日，江北区石子山，龙湖源著天街的CGV星聚汇影城内，市民
在看新上映的电影。 首席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