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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衷 让孩子们睡饱学好
宝龙镇柏果小学地处潼南区和合

川区交界处，家离学校最远的学生，单
程需要步行1个多小时。“早上很早就
要把孩子叫起床，冬天更是天不亮就要
出发。因为路远，存在不少安全隐患，
我只能每天送他们去学校。”三年级学
生何雨露家长说。

“学校通过整修，现在有了很好的
吃住条件，完全可以实行寄宿制。”校长
周尚国说，这样既能够保证学生的睡眠
时间，同时也解决了学生家长送学和务
农时间冲突的矛盾。

“学校大多是留守儿童，对于小孩
的学业家里老人有心无力。”另一个实
行寄宿制教育管理学校康乐小学负责
人黄海介绍，学校现有学生120余人，
80%以上是留守儿童，学生回到家后作
业基本无人辅导，学习质量得不到保
障，还有些住得特别远的孩子回到家后
根本没有时间完成作业。

管理 生活学业“无缝衔接”
实行寄宿制后，怎样做才能让学生

感到温馨、家长也放心，每个学校都在
摸索。

“刚开始的时候，我和老师们几乎
每天都在寻找问题，然后进行整改。”周
尚国说。为了让家长更加直观地了解
孩子的生活学习情况，学校建起微信
群，每天会有老师在群里发孩子们的学
习生活情景照片和视频，也便于家长随
时提出意见。“住宿第一周有家长反映
说女生房间存在安全隐患，我们马上进
行整改，确保孩子们在学校住得安全。”
周尚国说。

“同学们，老师刚刚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杨闇公烈士的故事……”这是柏果
小学每天放学后的集中阅读课程。阅
读结束后，学生进行适当的活动，然后
晚餐。“除了阅读，还开设了音乐、书法、
美术等特色课程，最近结合党史学习教
育，每周四晚上还会组织孩子们观看一
部红色影片。”周尚国说。

“我们在教学楼后面开辟了劳动实
践基地，带领孩子们放学后种植时令蔬
菜。”黄海介绍。在康乐小学的劳动实
践基地，西红柿、辣椒、生菜、茄子正茁
壮生长。“都是我和同学们种的。”五年
级一班的丁馨雨开心地说，“我们每天
都会在老师的带领下及时除草、捉虫、
施肥……很快就可以吃上自己种的蔬
菜了！”

反响 放心贴心家长点赞
“孩子们吃住都很好，连床上用品都

是学校统一提供，现在他们每天不用赶
路了，我也轻松多了。”柏果小学住校生
王艺茹的奶奶长长地舒了口气。

在柏果小学寄宿制学生家长微信
群里也是一片点赞声。“我们都在外打
工，小孩以前回到家没人给他辅导作
业。家里面爷爷奶奶年纪大了，也不太
会使用智能手机，我们十天半个月见不
到孩子一面，孩子学习生活怎么样一概
不知。”三年级同学刘佳鑫的家长尤其
激动，“现在好了，随时随地都可以了解
孩子的学习生活情况。想孩子了，还可
以通过班主任和生活老师的手机，在放
学后与孩子进行视频交流。”

老师们则发现，寄宿制让孩子们的
学业质量有了提升。因为学生当天的
作业会有老师进行辅导，老师们也可以
及时地发现学生的问题并进行纠正。

“有了寄宿制，我们还有了更加充裕的
时间来安排一些艺术类课程，培养孩子
们的艺术素养。”黄海有些兴奋。

“今年全区还计划在5所学校增设
寄宿制，帮助解决农村偏远地区留守儿
童学习生活等诸多问题，全面提升学生
综合素质。“潼南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 潼南区融媒体中心 马艾

农村孩子上学的路“近”了潼南

为偏远地区儿童提供免费寄宿制教育管理

巴南 首个社区食堂开饭了
4月14日是位于李家沱街道养老

服务中心的巴南区首个社区食堂试营
业的第三天，中午刚到饭点，食堂前已
经排起了长队，回锅肉、芋儿鸡、红烧
血旺、南瓜丝……一道道可口的饭菜
香气四溢，让人垂涎。

木质桌椅，白色墙面，整洁温馨，
窗户是明亮大气的落地窗。为了防止
老人磕碰，餐桌椅都是无尖角设计，经
过适老化设计的就餐环境引来老人连
连称赞。

11点45分，家住合建社区241栋
的朱华秀老人走进食堂，取号、拿餐
盘、排队打饭……朱华秀熟练地买好
了饭菜坐下开吃。她选了一荤一素一
汤，有肉有菜，营养满满，老人觉得很

满意：“才10元钱，米饭香软，味道很
不错，以后我就长期在这里吃了。”

遇到腿脚不太方便或者年纪较大
的老年人光顾，食堂员工会主动将老
人安排到“爱心座”上入座，并帮助老
人将饭菜打好送来。“一个人在家，饭
菜都不好弄，有了这个食堂，真是太方
便了。”独居老人冉秀芬乐呵呵的说，
而且还有很多老邻居一起吃饭聊天，
也多了几分乐趣。

社区食堂负责人孔艺霏介绍，试
营业期间只供应午餐，已经受到了附
近老年人的喜爱，下阶段会逐步增加
早餐、晚餐的供应，对于行动不便的
老年入还将开展送餐上门服务。

巴南区融媒体中心 罗莎 田春尧

垫江“垫小司”上门提供法律援助

4月19日，梁平区回龙镇清平村二组，无人机在播撒水稻种子。
时至谷雨，田地被耕成一垄一垄，新农人操作无人机在田间进行水稻直播，为

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的“翅膀”。 梁平区融媒体中心 熊伟 摄

梁平 传统农业插上智慧“翅膀”

荣昌 投用数字乡村综合管理平台
日前，荣昌区清江镇司法所的数

字乡村综合管理平台正式投入使用。
该平台是清江镇社会治理现代化实施
的措施之一，也是目前荣昌区首个数
字乡村综合管理平台。

“借助平台，我们可以实现辖区居
民信息管理、网格管理、路面巡查、政务
宣传、民意调查、政策发布、新闻咨询七
大功能，帮助群众实现快速自助、自
救。”清江镇综治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村民自愿的情况下，平台按照
就近原则，将一个区域的村民、村干

部、乡村医生等组成虚拟网，形成
10—15人的“平安家园”互助小组。

“我加入了竹林村十社互助4组，
如果遇上盗窃、火灾等突发事件，可直
接拨打6995向群组内其他成员发起
语音请求，就近的村民、村干部、治安
室能立即收到求救信息并马上参与救
助，感觉心里踏实多了。”村民袁文树
说。

目前清江镇4个村（社区）共设立
互助小组200个，惠及2292户 6876
人。 荣昌区融媒体中心 郑光慧

乡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
制学校是教育体系的“神经末梢”，
是否“通畅”关系到乡村学生能否
接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潼南
区在农村小学探索实施为偏远地
区儿童提供免费寄宿制教育管理，
切实解决孩子们的上学难题。

“感谢你们，感谢法律援助中
心，没有你们，我真不晓得该怎么
办？”日前，家住垫江县桂溪街道的
黄珍英（化名）家中来了一群特殊
的客人。核实身份信息、面对面法
律宣传、签字确认……原本需要自
己前往有关部门办理的“麻烦事”，
在家就完成了全部相关手续，黄珍
英满怀感激。

原来，今年已经87岁的黄珍英
因赡养纠纷需要申请法律援助，但由
于年事已高，行动不便，无法到法律
援助中心办理，身边也没人懂得使用
法律服务网络平台申请。垫江县公
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了解情况

后，立即指派“垫小司”志愿者走进老
人的家中，给老人开展法律援助申
请、受理上门服务。

“为了保障特殊群体的合法权
益，我们‘垫小司’普法志愿者队伍
还将设立‘法律援助上门服务日’，
每个月上门为特殊群体提供法律服
务，让他们不跑路、不动手，也能够
享受到精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垫江县司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结合起来，践行“我为群众办实
事”，不断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
法律服务。

垫江县融媒体中心 王林伟

4 月 17 日，黑叶猴在南川
区金佛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休
憩、玩耍。

黑叶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
护野生动物，也是《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之一，全球数
量仅存2000只左右。据金佛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提供的最新调
查数据显示，栖息在这里的黑
叶猴种群数量已从最初发现的
不足80只增加到151只。

近年来，南川区金佛山国
家自然保护区严格管控黑叶猴
活动区域人类活动，并利用700
余亩荒地栽种了 3 万余株乔
木，扩大黑叶猴的适宜生存环
境面积，使其栖息环境持续向
好。 通讯员 瞿明斌 摄

巫山 松柏村民的两场约会松柏村民的两场约会
4月，巫山县福田镇的松柏村，处处

鸟语花香，漫山遍野的李树缀满青涩的
果子，充满生机。

看着重重脆李树，松柏村党支部书
记肖裕兰的思绪回到1个月前在村民翁
发福家召开的那次村民会议。

“我先干出个样儿来”
那一天，是松柏村村民加入该村果

树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入社签约日，100
多名村民从四面八方赶来，只为加入合
作社，实现产业统一管护和统一销售。

“2017年，我同样在这户村民家开
村民大会。不过，当时来的只有6名留
守老人和3名身有残疾的村民……”前
不久在村党组织换届选举中全票当选
且连任村支书的肖裕兰看着眼前的场
景，眼眶湿润了。

松柏村位于福田镇大山之中。以
前，村内基础设施薄弱，通电不通水、通
话不通路。因为贫穷，村里年轻人大多
选择外出务工，甚至举家外迁，到其他
地方去发展。村里的土地荒芜了，偌大
村社只剩下老弱病残。

“你们搞不搞得起来哦？”2017年
的村民会上，51岁的李伯轩心中疑惑：

“现在，村里到处都是茅草坡，人都进不
去了，还怎么发展产业？”

“不是不信任你肖书记，而是在产
业发展上我们吃了太多亏。”村民陈孝
业说，前几年，村里曾组织大家种植过
核桃、脆李，但缺乏技术和管理，果树迟
迟不结果……

“你们不干，我先干出个样儿来给大
家看。”曾在福田场镇创办幼儿园，后来
又毅然回村带领村民发展的肖裕兰身上
那股不服输的性子仍在。

她与丈夫杨贵俭一起，开始在荒山
上清园、栽种果树。126天过去，一个
700亩的果园出现在村民眼前。

“看来这回肖支书是真的想带我们
搞产业。”李伯轩感动了，他第一批参与
进来，种植了35亩脆李。

“我也跟着你们干”
一个村庄留不住人，就越来越穷。

留住了人，就有了人气，有了人气，才会
有生机、有希望。

57岁的周继富多年前就将全家搬
到了场镇。他开过门市、经营过煤矿，一
年收入就有几十万元，日子过得很红火。

“已经多年不回老家了，房子破破
烂烂，田地上的草也有丈多高……”他
说，当肖裕兰劝他回来发展种植业带动
村民脱贫致富时，被他一口回绝：“我在
镇上过得这么好，回去跟你们折腾、活

受罪？”
“你们是先发展起来的人，但不能看

着家乡永远贫穷下去啊？你们也要为家
乡的发展出点力。”肖裕兰说。

这句话打动了周继富：“好，我也跟
着你们干！”

2017年底，周继富发展种植了50
亩脆李，去年开始产生效益，今年预计
可收入20万元左右。

“去年春节，我们全家真正过了一
个团圆年。”夏云容还在回味全家团聚
的日子。一家6口人，以前都各自在外
地务工，地没人种、房屋没人收拾，也难
得团聚一次。

2017年，夏云容看到家乡发展产
业热火朝天，放弃了外面月薪过万元的
工作，回村种植脆李。“种了51亩，去年
开始挂果，今年进入丰产期，能收入20
多万元。”2020年春节，夏云容的父母、
弟弟、妹妹都回了家，一起过了个团圆
年。

通过几年发展，松柏村已建成了
2050亩柑橘园、2350亩脆李园，80%的
村民留在了村里发展产业。

抱团才有竞争力
松柏村的李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

小树变成了大树，荒山变成了花果山。

“产业发展起来了，如果销售跟不
上，村民又会失去信心。”肖裕兰想着，
只有成立专业合作社，对全村的果树进
行科学管理、统一营销，抱团发展才有
竞争力。于是，又有了3月的这场“约
会”。

“加入合作社有什么好处？”
“入社后可以享受合作社统一采购

供应的测土配方施肥等肥料、农药；享
受统一提供的统防统治、修枝管护农业
社会化服务等优惠服务；享受合作社提
供的农产品收购和销售服务……”

“下一步，我们还要在李子树下套种
辣椒，让大家的收入增加一半以上。”

“我加入。”“我加入。”村民们纷纷
举手表态。

“你们种脆李，收入真有那么好？”
人群中，还来了一个长期在外打工、一
直对村里发展产业抱着观望态度的人。

“当然啊！现在我们又实行统一管
护、统一销售，品质和价格肯定更好。”

听了入社村民的话，他也悄悄地去
签了入社协议。

“看，黄春刚也签了！”
大家的哄笑声中，刚在协议上摁下

红指印的黄春刚站起来：“你们能签，我
为什么不能签？回去后我马上把10亩
地种上脆李，要不了几年，收入肯定会
赶上你们……”

4月的暖风拂过山峦，一天天长大
的脆李果子正探头探脑地见证着松柏
村民们“约会”时说过的话。

巫山县融媒体中心 卢先庆

南川南川 黑叶猴数量翻倍黑叶猴数量翻倍

基层学党史基层学党史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和曲水镇
聚宝村是曾经的市级贫困村。今天
的桂香村和聚宝村让人看到的却是
花果满山、香飘四季、村舍整洁、村民
富足，一片美丽乡村的风景。这样的
变化，国家农村土地整治工程功不可
没。

为果蔬产业发展奠基

梁平区紫照镇桂香村党总支书记
兼主任张志中清楚地记得，3年前区
农村土地整治中心主任给他交待过的
一句话：“这个项目落在你这里，你就
要保证它能够圆满实施，把它做好，让
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国家惠农政策的好
处，把土地整治的价值真正体现出
来。”

张志中没有辜负这种信任。这
不，不久前他就参加了全国脱贫攻坚
先进分子表彰大会。桂香村在他的带

领下，靠着果蔬产业的精心谋划，靠着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拼搏精神而一举
摆脱贫困，成为全市脱贫攻坚的典
型。当然，他始终无法忘记国家农村
土地整治为村里产业振兴所打下的坚
实的根基。

1500 余万元的投入，涉及山水
林田湖草路等一切围绕着农业产业
化发展的要素，为着生态环境的重
塑，为着黄桃、脆李、朝天椒、青菜头、
萝卜等经济作物而规划而实施。这
幅果蔬产业的规划蓝图是张志中等
村支两委摸索出来的经验。然而，桂
香村坡沟纵横且土地贫瘠，又无良好
的排灌设施，要发展新的种植产业何
其艰难。张志中说，梁平区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的同志来过 20多次，土地
整治的设计规划怎么适应产业发展
的需要，反复商量修改设计，只为着
最大程度地打通产业发展的瓶颈，最

大程度地保证从下种育苗、施肥、排
灌、收获、运输各个环节最低成本产
生最大效益。

“多品种、小规模、高品质”，这是
对口帮扶的梁平区委书记杨晓云通过
多次实地考察之后对桂香村产业发展
的思路。村支两委遵照着这一思路，
根据村民自愿，把整治之后的土地流
转为村集体经营，形成规模化的标准
化的经营模式。2019年，桂香村股份
经济联合合作社成立。村民土地入
股，村集体购置种苗、负责管护和产品
销售。通过争取企业订单在村轮作

“青菜头+辣椒”，种植青菜头810亩、
辣椒346亩，当年就助力村民增收110
万元。“短平快”的产业实现了“快脱
贫”，这些蔬菜都是在黄桃、黄金梨、青
脆李等林下经济的收获，最大地发挥
了土地的效益。

据了解，作为市级土地整治项目，

土地整治中新修的生产大路、排水沟
带生产路大大小小达几十公里。新建
蓄水池山坪塘10个，水田新增8.0274
公顷，旱地新增16.7203公顷，土地平
整工程中深翻平整土方9699.60立方
米，适宜小微型农机化率达86.11％。
这只是整个工程挂一漏万的简单介
绍，这只是想说明1500余万元的项目
资金为桂香村的果蔬产业的发展提供
了强大的保障。

为乡村旅游激活添彩

曲水镇聚宝村也是曾经的市级贫
困村，然而今天却是“重庆十大最美乡
村”和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并被纳
入全市18个之一、全区唯一一个市级

“脱贫攻坚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效
衔接试点村”。

市级贫困村，土地整治的项目在
10年前就在此落地，通过对田、水、

路、林、村实实在在的综合整治，为今
天李子园的高产和旅游的兴旺奠定了
强大的基础。22公里产业便道、13公
里入户便道，5户以上的院落全通水
泥路，100%贫困户通人行便道便是明
证。

正是有了这些基础设施，连续6年
举办赏花节、采李节，每年吸引周边区
县3万多人来村赏花、摘果。站在海拔
600余米的观景台，放眼望去，漫山遍
野的李子花如白雪覆盖，条条观景步
道穿行其中，游人犹如掉进了花海
里。这些步道都是土地整治的规划设
计。

农村土地整治为梁平区的乡村旅
游不断地加油助力。每年4月，合兴镇
龙滩村和银恒村，梁平柚花节都会吸
引上千名嘉宾和游客，与春天相约，随
柚花起舞，体味原乡风情，感受“千家
竹叶翠，百里柚花香”的独特美景。打

造乡村旅游基础项目的同样是农村土
地整治，市农村土地整治中心以山水
林田湖草六大要素为生命共同体的全
新理念，推出了促进传统土地整治向
国土空间整治修复转型发展的具体实
施方案，投资近5000万元的综合整治
项目于2017年在梁平区合兴镇银恒
村、龙滩村两村落地。

据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正是因为有这个项目，区
委、区政府把一年一度的柚花节和长
江三峡柚博会定在了合兴镇龙滩村，
把此项目所涉及的龙滩村和银恒村两
村定为全区乡村振兴的示范点。

农村土地整治正在为梁平农业
产业化的发展而加油助力，为着全
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农业稳
定发展和农民增收而发挥排头兵的
作用。

杜成纲

着力土地整治工程 服务农村产业振兴
梁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在促农增长中发挥排头兵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