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治家严，家乃和；居乡恕，乡乃
睦。”自巴南区2021年“佳节话家风·
和美家年会”正式启动以来，2152个
党支部向全区党员发出活动倡议，近
20万个家庭通过电话、视频、座谈等
方式积极参与。举办家年会、传承好
家风，成了春节假期巴南人家中的新
潮流。

年三十那天，巴南区李家沱融汇
江山小区，一场云端上的家庭年会正
在举行。年会召集人董婷婷把手机
摄像头对准在案前挥豪的丈夫，和电
话那头的女儿们亲热地聊着天：“看
得到你们爸爸在写什么不？他写的
是我们的家训‘立鸿鹄志，修文武身，
怀忠孝义，专一心事’。”这条家训被
评为巴南区2020年度十大最美家训
之一。

为响应巴南区“吃得文明”活动

倡议，当天的团年饭董婷婷并未准备
太多。“因为你们都就地过年不回来，
家里只有爸爸妈妈两个人，吃不了太
多，所以就用饺子代替团年饭。你们
也要爱惜粮食，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
惯。”董婷婷告诉女儿们。

提起今年的家年会，家住巴南区
龙洲湾街道龙苑社区的杨帆觉得很有
意义。“我们一家人商量后，决定共同
签订一份廉洁家庭承诺书，传递清正
廉洁的好家风。”杨帆说，“家风是优良
品质在家庭中的积淀和传承，是家庭
留给每个成员的宝贵精神财富。”

假期结束后，各单位将持续利用
主题党日、干部职工会、梦想沙龙、主
题班会、团队日等形式组织在校师
生、干部职工分享家年会感受，推动
家风建设向实里走、心里走。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宋文励

巴南 20万个家庭“佳节话家风”

区县头条 7CHONGQING DAILY

2021年2月28日 星期日
责编 刘俊颖 美编 张雪原

破题 笃定“靠山吃山”

中峰村占地30.68平方公里，曾
是綦江幅员面积最大的贫困村。

这个藏在大山深处的小山村也
是该区森林覆盖率最高的村。村域
内蜜源植物丰富，五倍子、乌桕、荆条
等主要蜜粉源植物多达百种，仿佛一
座天然的生态园，非常适宜养中蜂。

“村里养蜂历史悠久，但蜂产业
规模小、链条短、品质差、价格低。”村
主任江鸿说，中峰村既是贫困村，又
是“空壳村”，2018年之前集体经济为
零，发展产业之路异常艰辛，甚至走
过不少弯路。

原来，前些年村里曾引导村民栽
下3万株脆红李，由于管护不佳，投产
后年产量仅有几千斤，刨去土地租金

之外，还有亏损，对此村民意见很大。
2018年，中峰村拿到了30万元

的集体经济产业补贴。这笔钱用来
发展什么？村支两委一时拿不定主
意。

利用赶场天接访、组织院坝会等
方式，村里广泛搜集村民意见，大家
达成的初步共识是重操旧业搞养蜂，
但仍有个别村干部以“盲目养蜂风险
大”为由投了反对票。

为了消除疑惑，中峰村邀请来重
庆市畜牧科技学院养蜂研究所专家
实地调研，确定中峰村乃至整个中峰
镇都很适合发展养蜂产业。

大家的心里踏实了。

凝心 收获“金山银山”
2018年6月中旬，中峰村召开院

坝会，12名人大代表、各组组长以及
部分党员代表、村民代表共48人表决
通过了村集体公司发展蜂蜜产业的
事项。

“养蜂技术要求高，如果蜂群飞
走了，前期投入的资金就打水漂
了。”为了进一步消除村民顾虑，中
峰村制定了《綦江区中峰镇甜蜜农
业有限公司运营办法（实行）》，在机
制上实行“三权分立”，即资产所有
权归村民委员会，所有集体资产进
行编码登记；财务监督权归镇财政

办和村民监督委员会，由村党总支
书记担任公司监事；日常财务管理
由镇财政办监管。

“为了补齐技术短板，经营管理
权实行经理负责制，聘请了村里的党
员致富带头人担任集体公司总经
理。”江鸿说，经理10%的绩效考核和
每年经营业绩挂钩，鼓励推进集体公
司创新发展。

2018年，中峰村发展的印子山化
蜂园、关口咏蜂园养殖蜜蜂200群，
产出蜂蜜600余斤。

这些大山里的宝贝，要如何送到
消费者手中？村里的党员干部在朋
友圈吆喝，搞起了“后备箱经济”。
2019年3月，綦江区人大常委会组织
开展“扶贫路上·我为乡亲卖土货”代
表主题活动，全区2000多名市、区、
镇三级人大代表当起“销售员”。“中
峰村蜂蜜率先在代表主题活动上亮
相，每斤蜂蜜卖到了150元，可谓是一
炮而红。”江鸿乐呵呵地说。

2018年，中峰村集体经济首年运
行收入 12.6 万元，2019 年跃升到
146.8万元。

聚力 山乡迎来巨变
点滴蜂蜜，撑起了贫困户脱贫的

希望。
中峰村谷子坪组村民王廷树供

养3个子女读书，家庭拮据，2017年
底被精准识别为建卡贫困户。借着
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东风，王廷树也想
发展蜜蜂养殖。

2018年，村里为王廷树争取了3
万元产业补助，用于修建微型蜂园。
2019年，在村“两委”帮助下，王廷树
又申请到了扶贫小额贷款5万元。

“村里有人手把手教技术，蜂产
品由村集体公司包销售，去年60箱蜜
蜂收入4万元，加上养的猪和山羊，年
收入超过了10万元。”王廷树的日子
有了奔头。

“目前，中峰村集体公司与全镇
197户贫困户都建立了利益联结机
制，去年定向收购代销贫困户蜂蜜
2000余斤，直接带动57户贫困户户
均增收5000元以上。”中峰镇人大主
席陈景刚介绍。

2020年 9月 23日，綦江区蜂产
业第一条SC生产线在中峰村正式投
产，新增原框巢蜜、瑰蜜等5个系列产
品，标志着蜂蜜产业迈入了精加工时
代。在中峰村的带动下，如今中峰镇
全镇7个村发展蜂蜜产业，蜂农从不
足百户增至 500余户，蜂群从不到
1000群增至8000群，蜂蜜年产量从
4000公斤增至3万公斤，成为名副其
实的“甜蜜小镇”。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 卢宗艳

最大贫困村炼成“甜蜜小镇”

渝北

綦江

打造标准化蜂园4个，建
成“甜蜜”扶贫车间1个、蜂蜜
年产量达到5000公斤，集体经
济“破壳清零”，全区蜂产业第
一条SC生产线正式投产……
2018年至2020年，一群群小
小的蜜蜂，见证了綦江幅员面
积最大的贫困村中峰村变身
“甜蜜小镇”。

春节长假后，渝北区各级各部门
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主动作为的使
命感迅速投入到工作中，为新一年目
标努力奋斗。

在渝北区科技局，研发与平台建
设科工作人员已经在为2020年度研
发投入统计工作忙碌着；科技服务科
工作人员正在打电话联系科技特派
员，统筹一年的科技服务工作；生产
力促进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和科技
型企业联系，推广“科信贷”服务费补
贴的政策。“去年，渝北区高新技术企
业占科技型企业比重达到23.75%，
今年我们将继续围绕打造协同创新
引领区这一目标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推动科技型企业加快发展。”渝北区
科技局副局长杨朝军表示。

在仙桃街道金玉路社区的便民
服务大厅，前来咨询和办事的市民络
绎不绝。“环境更好了，我们过来办事

更方便也更舒心。”前来咨询职工医
保的居民樊成会提到这个新的办事
大厅，赞不绝口。为方便群众办事，
金玉路社区节后已搬到新的社区办
公点办公，新阵地总面积1300平方
米，面积更大、功能更全面，内设便民
服务大厅、党员活动中心、科普室、图
书室、妇女儿童之家等，目前便民服
务大厅已经对外开放，其他功能也在
加快完善中。

在统景镇江口村，已经完成宜机
化整治的条田里，柑橘苗排列得格外
整齐；黑化过的沥青路沿着河边山坡
起伏，绵延伸向远方。连日来，该村
党总支挂职副书记任地和村民们忙
着在地里套种南瓜、丝瓜、美人椒等
蔬菜：“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好景看
春耕。眼下正是春种好时节，我们要
抓紧时间，甩开膀子加油干。”

渝北区融媒体中心 杨荟琳

铜梁 政务服务实现智能“秒办”
近日，市民小廖为开办美容院

来到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
进中心办手续，在大厅的自助终端
上只用了 10 分钟就拿到了许可
证。小廖的便捷体验，源自铜梁区
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进中心在全
市率先推出的政务服务智能“秒办”
服务。

和以往窗口人员现场指导申请
人填写申报材料，再进行人工审核的
模式相比，智能“秒办”逐步实现“智
能生成申报材料、智能预审、智能审
批”，从材料生成、材料流转、材料签
署及归档管理均无纸化操作，即审即
签，秒间速达。同时，通过智能预审，

对材料不规范、漏填、错填等情况当
场修改或补齐，大幅减少群众网上申
报材料不符合要求被驳回，而耽误办
事时间的现象。

铜梁区市民服务和营商环境促
进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通过自助终
端还可以将智能“秒办”向镇街、村
（社区）延伸，实现让“数据多跑路，群
众少跑腿”，提升社会公众满意度，降
低服务服务成本。中心在春节后已
陆续上线首批30项政务服务智能“秒
办”事项，计划在8月前推出“秒办”事
项80项以上，年底前完成剩余可实现
高频事项智能“秒办”建设。

铜梁区融媒体中心 李慧敏

江津区积极探索联建共享模式，
充分发挥龙头企业资金和用地优势，
引导其与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
合作开展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设，初
步形成“企业+合作社”“企业+家庭
农场”等联建共享模式，解决了资金
不足、用地困难等瓶颈问题，加速推
进全区农产品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
设。

据了解，2019年江津区蔬菜产量
99.37万吨，水果产量22.56万吨，水
产品总产量2.68万吨，鲜花椒产量28
万吨，柑橘产量15.6万吨。但全区分
布在田间市场的冷藏库98座，容积
4.8万立方米；冷冻库180座，容积13
万立方米；气调库13座，容积1.5万
立方米，远远不能满足鲜活农产品保
鲜冷藏需求。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
影响，冷链物流已经成为农产品出村
进城的重要流通环节，而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也成为农产品出村进城的最
重要的基础设施。从源头上解决农

产品出村进城“最先一公里”问题，就
迫切需要加强仓储保鲜冷链设施建
设。

“受资金、用地等条件的限制，部
分有意向申报的主体不具备单独修
建仓储保鲜冷链设施的条件，强化资
源整合，探索联建共享模式势在必
行。”江津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通过鼓励区级农业龙头企业参
与项目建设，相邻的产业相同或相近
的经营主体通过联合申报，共同出资
建设仓储冷链设施，既解决了各自资
金短缺的问题，又能很好地满足双方
需求，实现资源整合利用。

截至2020年底，江津区共立项
仓储冷链设施40个88座，已建设完
成项目36个84座。项目建设全部完
成后，保鲜仓储量预计可提升近万
吨。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仓储保鲜冷
链设施陆续投入使用，2020年江津区
花椒产业增收5000万元以上。

江津区融媒体中心 邓浩 苏俊杰

江津 共享冷链解决农产品保鲜难

中峰村既是贫困村，又是“空壳村”，发展产业之路异常艰辛，甚至走过不少弯路——

南川

工业园区企业陆续开工工业园区企业陆续开工
鸟语花香里，南川区工业园区内

的企业陆续开工，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场面。

在工业园区龙岩组团，重庆嘉
格纳科技有限公司内机器轰鸣，自
动化生产设备运转不知疲倦，带着
余温的注塑产品被源源不断地生产
出来。

“我们节前提前一天放假，正月
初六开始上班，订单不缺，开工便是
满负荷生产，年产值目标在5000万
元以上。”公司总经理张帆介绍，“生
产规模扩大了，人员需求也增加了，

公司现在有200名工人，尚缺100人
左右。公司为职工购买五险，普工计
件算工资，平均3500元/月以上，熟
练工可达4000元/月。”

南川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李
毅勇介绍，园区内现在有企业230
余家，每年正月初十前后是年后复
工复产的集中期，在做好疫情防控
的前提下，工业园区按照“马上办”

“急事急办”的原则，开展“保姆式”
服务，协助各个企业有序复工复
产。

南川区融媒体中心 袁治卫

万州

33..44万名农民工外出返岗万名农民工外出返岗
2月20日，万州区余家镇、分水

镇等乡镇的100名农民工登上“点对
点”返岗复工专车，从万州高铁北站
长途汽车站出发，前往务工地广东龙
岗、潮州等地。至此，万州区已有3.4
万余名农民工通过“点对点”专车等
方式返岗复工。

当日，万州区人社、就业等部门
工作人员还为返岗复工的农民工发
放了面包、矿泉水、方便面等路途所
需食品。万州区市外务工有21万
人、市内区外务工有9万人，春节期

间市外返乡6.8万人、市内区外返乡
2.2 万人。为了帮助农民工返岗复
工，该区在年前就印制了就业岗位
信息1.2万份、就业宣传册2万份，通
过镇乡街道、人力资源市场等宣传
发放。对需区内就业的农民工，就
业部门加强与区内企业对接，收集
岗位需求，通过短信、QQ群、微信群
等渠道全方位推送。挖掘农业产业
园、就业扶贫车间、专业合作社、乡
镇企业、区内企业等用工潜力，通过
发展乡村产业吸纳就业一批、推动

项目建设促进就业一批、支持返乡
创业带动就业一批、开发公益性岗
位兜底安置一批，建立区内重点企
业用工保障专班，多渠道促进农民
工就近就地就业。截至2月20日，
全区开展了职业指导1200多人次，
组织线上招聘活动2场，提供岗位
4867个，求职人数1866人次，意向
就业461人。

对节后确需转移市外就业返岗
的，万州区提前对接务工地的有关部
门、劳务机构和企业，科学合理制定
返岗复工计划。同时协调交通、卫生
等部门，签订节后农民工返岗复工出
行运输合作协议，印发万州区农民工
返岗复工交通出行告知书，实现家
门、车门、厂门无缝衔接。

万州区融媒体中心 丁靳

北碚 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加快建设
工程车四处穿梭，挖掘机声声轰鸣，脚手架来回工作……2月

22日，位于北碚区歇马街道的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内，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

西部（重庆）科学城北碚园区总规划面积283平方公里，其中，
歇马片区全域面积58.6平方公里，重庆市传感器特色产业基地项
目就位于此。目前，该项目正紧张有序推进，预计今年6月底建成
投用。 北碚区融媒体中心 秦廷富 霍吕 摄

梁平“点对点”包车助力农民工复工
2月19日，4辆悬挂“梁平区农民工返岗复工专车”横幅的

客车缓缓驶出梁平区中心汽车站，车上乘坐着208名梁平籍赴
粤、赴闽务工人员，预计20日10时可抵达目的地，回到工作岗
位。

梁平区人力社保局联合区道路运输服务中心采取“点对
点，一站式”输送服务的方式，保障农民工返岗复工运输需求，
助力农民工返工复工。截至目前累计投入班车50余辆，接送
务工人员3000余名。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周茜 摄

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气象 奋发新作为奋发新作为

2月20日10时许，春风和煦，阳
光明媚。八桥镇双城社区雅居乐小
区居民张学容做完家务后，来到簇新
的社区健身点“报到”。此时，已有好
些社区居民在锻炼。

“以前想锻炼不方便，现在社区
有了健身点，配置了健身器材，我每
天都会来活动一下筋骨。”站在太极
揉推器旁，张学容乐呵呵地摆臂扭
腰。随着健身点建成投用，双城社
区居民谢德惠的生活方式也悄然发
生了变化。以前闲暇时，她不是串
门聊天就是窝在家里看电视，现在
改成到健身点锻炼身体了。而且每

隔一段时间，社区还会在健身点开
展一些有趣的活动，增进邻里情感
交流。

为深入推进全民健身，满足群众
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大渡口区把社
区健身点建设纳入重点民生实事“推
进公共健身设施建设”项目中，让居
民在家门口就能参加体育锻炼，享受
运动健身带来的快乐。从2016年到
2020年底，大渡口区已建成社区健身
点（健身路径）47个，每个社区健身点
还配备有 1名—2名社会体育指导
员，为居民提供运动指导。

大渡口区融媒体中心 李润梅

大渡口 市民家门口有了健身点

近日，奉节县甲高镇万余亩油菜花
悄然绽放，开出一片气势磅礴的花海。

甲高镇油菜花主要分布在安家、

光明、龙山、烟山等村社，赏花期将持
续至4月初。

奉节县融媒体中心 周海媚 摄

奉节 万亩油菜花蓬勃绽放

快速切换至快速切换至““工作模式工作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