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公安网 www.cqga.gov.cn 报警 110 火警 119 医疗急救 120 法律咨询 12348 公安督察 63758111 市检察院犯罪举报中心 67522000 市公安局犯罪举报中心 68813333 交通报警 122 路灯投诉 63862015 交通违章查询 www.cqig.gov.cn

重庆新闻 8CHONGQING DAILY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责编 林懿 美编 乔宇

候 选 案 例 ④

本报讯 （记者 匡丽娜）4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教委获悉，市教
委、市市场监管局日前联合印发《重庆
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
治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决定
自4月起开展全市校外培训机构培训
行为集中专项整治。

《方案》明确，此次集中专项整治聚
焦群众反映的突出问题，重点从5个方
面展开。

一是开展违法违规举办校外培训
机构专项整治。对现有的中小学生学
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严格复核和集
中年检。坚决查处无证无照、超许可事
项违法违规开展教育培训、未按照市场
监管部门核定的登记事项从事经营活
动等行为。

二是开展培训与招生入学挂钩专
项整治。严禁校外培训机构组织举办
中小学生学科类等级考试、竞赛及排
名，坚决查处将参加校外培训以及培
训结果与中小学校招生入学挂钩的行
为。

三是开展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组
织或者参与培训行为专项整治。坚决
查处中小学校及在职教师以各种方式
举办或者参与举办校外培训机构的行
为，坚决查处中小学在职教师组织或参
与校外培训机构培训辅导，或者诱导强
迫学生参加校外培训机构培训及自行
组织有偿补课等行为。

四是开展校外培训机构超前超纲
培训专项整治。根据教育部《义务教育
六科超标超前培训负面清单（试行）》，

严格开展班次、培训内容备案审核，加
大定期和随机抽查力度，坚决遏制超前
超纲培训等行为。

五是开展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专
项整治。推广中小学生培训服务合同
示范文本，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合同行
为，化解校外培训合同纠纷；加强教育
培训广告宣传监管，查处虚假广告、虚
假宣传等违法行为，切实维护消费者
合法权益。严格校外培训机构收费行
为管理，依法查处各类违法违规收费
行为。

此外，《方案》明确了对违法违规培
训机构、学校、教师的惩治措施。对违
法违规开展教育培训的培训机构依法
严肃查处直至取缔关停；对与中小学校
勾连组织招生入学、聘用在职教师开展
培训的培训机构一律依法吊销办学许
可证；对与校外培训机构勾连组织招生
入学的学校将严肃处分学校及学校主
要负责人、直接负责人；对在职教师举
办培训机构或者参与校外培训行为，一
经查实，给予撤销教师资格直至解除聘
用合同、开除公职处理，对负有重大失
察责任的学校领导干部追责。

《方案》同步公布了市、区县教育行
政部门投诉举报公开电话，接受群众监
督。

重庆开展校外培训机构
培训行为集中专项整治

□新华社记者 李勇 韩振 周凯

在重庆市巫山县小三峡的群山之
中，连绵山坡上绿意盎然，双龙镇安静
村成片的柑橘树长势喜人。“这些柑橘
可不是普通品种，学名‘爱媛28号’俗
称‘红美人’，果肉饱满汁多、入口化渣，
市场价格是普通柑橘的好几倍。”这片
果园的投资者宋威斌说。

在长江三峡之一巫峡旁的大宁河
部分江段，山奇滩险，“不是三峡，胜似
三峡”，小三峡因此得名。虽然小三峡
风光秀美，但由于山水阻隔，过去这里
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其中双龙镇更是

“贫中之贫”，2017年被列入重庆市18
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
振兴，产业发展是关键。“红美人”就是
当地盘活土地资源、发展高效农业的典
型。浙江企业家宋威斌在考察了双龙
镇的土壤气候条件后发现，这里非常适

合种植名品水果“红美人”，于是2019
年底他成立公司在双龙镇整治土地，建
设6000亩果园。宋威斌告诉记者：“公
司采取投资方60%+村民35%+村集
体5%的分红机制，双龙镇共有3个村
1306户村民土地入股，3年后进入丰产
期，入股农户可每亩分红3500元。”

“以前由于多数村民外出务工，很
多土地荒废了，地里的荒草比人还高。
如今，除了‘红美人’，村里还发展了数
千亩脆李、红心蜜柚、葡萄、核桃等，让
荒地变成果园，并吸纳百余名村民就地
务工。”安静村村支书赵长保说。

在安静村红叶雕工作室，一片片红
叶在几位妇女的巧手之下，被雕刻出了
各式图案，成了一个个精美的文创作
品。今年36岁的村民谢天玉，通过村
里组织的培训很快掌握了红叶雕刻技
巧，根据图案复杂程度每天可雕刻20
至40件，“以前在家就是照顾小孩，没
什么收入，这个工作很灵活，一个月下

来能挣1000多元。”
“巫峡云开神女祠，绿潭红树影参

差”，红叶是三峡的一大名片。巫山县
从2007年起每年都要举办红叶旅游
节，吸引了大量游客前来游江赏叶。“过
去漫山红叶凋谢后被当成柴烧，能否把
剪纸图案刻在叶子上变成旅游产品？
这样既能丰富游客体验，又能提高村民
收入。”2017年重庆市文联组织一批学
者专家考察安静村时，有人提出了这一
想法。安静村驻村第一书记王涛觉得
可行，便请来剪纸工艺名师来村传授技
艺，组织免费培训。

“一开始，红叶时间久了会生霉褪
色。后来我们找到一家公司通过标本
处理，解决了红叶雕刻产品的储存和观
赏问题。2019年底我们村成立了鸿森
雕刻有限公司，村委会提供场地和设
施，村民雕刻红叶书签、挂画等产品，公
司负责销售，三方按比例入股分红。尽
管去年受疫情影响，但我们销售额达到

了25万多元。接下来，我们将完善枫
树种植、采摘、雕刻、销售等红叶雕产业
链，让更多村民受益。”王涛说。

60岁的村民杨天火曾是安静村的
老村干部，谈到村子的变化，他说：“过
去安静村真安静，到县城是土路，要走
两个半小时，青壮年都外出务工了。现
在，安静村产业发展一点也不‘安静’，
荒地种上了‘红美人’，连红叶都成了

‘金叶’，村民日子越过越红火。”
双龙镇党委书记易前聪介绍，脱贫

攻坚期间，在重庆市委宣传部帮扶集团
的支持下，通过建设大桥、旅游道路，发
展数万亩水果、中药材等产业以及生态
旅游，双龙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6
年的7756元提高到2020年的11085
元。“当前，我们以‘红美人’、红叶雕等
特色水果、文创产品引领，延伸农业产
业链、提高附加值推动乡村振兴，让村
民可持续增收。”

（新华社重庆4月26日电）

荒地变果园 红叶成“金叶”
——小三峡里“红产业”让村民日子更红火

□刘江

乡村要振兴，产业兴旺是前提，品
牌建设是关键。进一步挖掘优质特色
农业资源，以品牌为纽带对接产需，实
现优势优质、优质优价，农民才能更多
分享品牌溢价收益。

近年来，重庆把乡村振兴作为发
展的最大潜力，大力发展小规模、多品
种、高品质、好价钱的现代山地特色高
效农业，涪陵榨菜、奉节脐橙、江津花
椒、潼南柠檬等农产品品牌享誉全

国。就在去年，“巫溪洋芋”成功跻身
首批100个中欧互认证的中国地标农
产品行列，拿到出口欧盟的“通行
证”。但从整体上看，重庆乡村产业规
模小、布局散、链条短的问题仍较为突
出，品牌资源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推
动乡村产业振兴，需要持续强化品牌
意识，把资源优势、品牌优势转化为经
济优势和竞争优势。

推进品牌强农，品质是前提和基
础。好品质才能带出好销路、赢得好
口碑。提升农产品品质，要打好“标准

化”这张牌。如今，老百姓对农产品的
需求从“吃饱”转为“吃好”，绿色优质
农产品成为舌尖上的新期待。顺应这
一消费升级趋势，需要加快推动特色
产业提质增效，用品质和特色来塑造
品牌的价值。

对农产品来说，品牌和加工相辅
相成：品牌做好了，加工业才能做大做
强；加工业水平提升了，擦亮品牌才会
更有底气。新时代发展乡村产业，不
能简单地理解为种几亩地、养几头猪，
而是要尽可能全产业链拓展产业增值

增效空间。以品牌覆盖促进农业质量
效益全面提升，就要围绕消费谋加工，
围绕加工谋生产，促进种养业向产加
销一体化拓展，推动农村由卖“原字
号”向卖制成品转变。

品牌，需要长时间的积淀和打
造。正在举行的 2020 重庆乡村振兴
十大年度人物、十大示范案例评选活
动，就是在为重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营造良好氛围，更好地助力农业品牌
建设。各方共同努力，将品牌意识覆
盖农业全产业链全价值链，厚植文化
底蕴，讲好品牌故事，打造一批源自
重庆、叫响全国的农产品“金字招
牌”，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就有了坚
实支撑。

用品牌引领乡村振兴 重报日报报业集团退休职工徐
淑琴同志，因病于2021年4月26日
去世，享年84岁。

徐淑琴同志，1938 年 1月生，

1960年 2月参加工作，中共党员。
1960年-1998年在重报集团计财处、
伴城实业公司工作，副处长、副总经
理，于1998年6月退休。定于2021
年4月28日在石桥铺殡仪馆出殡。

徐淑琴家属泣告

讣 告

本报讯 （记者 左黎韵）4月25
日，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保护与治理
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由重
庆市水利局和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
术研究院共同组建，将致力于三峡水库
消落区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和整治，
推动长江生态持续向好。

“接下来，我们将依托研究中心的

科研力量，尽快建成重庆市三峡水库消
落区治理的重要创新技术服务平台及
水利生态重庆市重点实验室，提升重庆
市三峡水库消落区生态环境实时监测、
生态治理与应急管理能力，支撑三峡工
程持续发挥和拓展综合效益。”市水利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悉，自三峡水库蓄水以来，我市

始终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
的原则，因地制宜采取宜草则草、宜木
则木、以草为主、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
有序推进消落区保护与治理。截至目
前，我市对三峡水库162公里库岸进行
了综合整治，75%以上的消落区有植物
覆盖，入库污染负荷明显减少，有力保
护了三峡水库水环境安全。

重庆市三峡水库消落区保护
与治理研究中心挂牌成立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4月2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
治县在市政府新闻发布中心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2021·第十届中国乌
江苗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
大赛将于5月19日启幕。

据介绍，2021·第十届中国乌江苗
族踩花山节暨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

将分别在彭水蚩尤九黎城和彭水县城
乌江水域举行，共包括两大类19项子
活动。

此外，彭水还将举办2021·第十届
中国·彭水阿依河漂流大赛、阿依河亲
水嘉年华、2021·第六届青龙谷户外运
动挑战赛、“摩托艇好在彭水”十周年成
果展等活动。

2021·第十届中国乌江苗族踩花山节暨
中国·彭水水上运动大赛5月19日启幕

重报时论

□本报记者 苏畅

一方水土养不活一方人。这是过
去居住在黔江区贫瘠高山上的贫困群
众的真实写照。

大山阻隔，脱贫不易。为啃下深
度贫困这块“硬骨头”，地处武陵山区的
黔江区，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在工业园
区青杠拓展区城南街道青坪社区打造
出全市最大的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点——李家溪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
区，共建设安置房28栋，让413户1531
名贫困人口下山进城，住上了新房。

“脱掉贫困衣，穿上小康服。”在李
家溪安置区安置房的外墙上，印着这
样一句标语。安置房的周围，学校、医
院、超市等生活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以前啷个想得到哟，我这辈子还
能当回城里人咯！现在我从家里走去
医院也就几分钟，再也不用走3个多小
时下山去看病了！”谈及搬到李家溪安
置区，62岁老人杨再和笑得合不拢嘴。

不仅要让贫困群众“搬得出来”，
还要让他们“住得安心”。黔江把安置
房居民留在农村的土地流转权、集体
收益分配权等权益继续保留下来。过
去居住在小南海镇新建村的脱贫户胡
付宣在搬迁之前曾以现金入股，加入
村旅游合作社。搬进新房后，他收到
了合作社一笔1100多元的旅游收益分
红。“虽然搬到安置区来，但我的股东身
份没变，每年都有分红。”胡付宣说。

为打消搬迁群众“就业无门”的疑
虑，在完善生活配套和改善人居环境
的同时，黔江还在安置区周边布局食
用菌产业园、多肉植物培育基地、服装
加工厂等产业，巩固拓展易地扶贫搬
迁后的脱贫攻坚成果。

走进李家溪食用菌产业园，一排
排标准化菌棚映入眼帘，数十余名工

人在各自岗位上忙碌着，拌料、制棒、
上架等工序有序进行。“这个食用菌产
业园是黔江最大的扶贫车间，搬迁农
户根据产业参与程度的不同，可获得
相应的租金、股金和务工收入。”李家
溪食用菌产业园相关负责人说。

“搬家后，我在食用菌产业园上
班，工资计件算，多劳多得，打工的同
时还能照顾到家里的老人和小孩。”脱
贫户杨书说，如今不用去外地打工，自
己对搬迁后的生活很满意。

目前，在李家溪安置区的每一户
有劳动能力的家庭，均有1人以上实
现就业。

最初搬进安置区时，大多数居民
还并不适应社区内的生活。房间里烤
炭火、楼道里堆放农具、小区楼下乱丢
垃圾等情况时有发生。为此，李家溪
安置区完善社区网格治理，配套社区
服务。

搬迁户肖元会被选为楼栋长后，
马上建起了楼栋居民微信群。从对接
政府信息牵头帮人找工作，到组织搞
卫生调解居民矛盾，肖元会解决了不
少群众的急事难事。“在社区共治中，
大伙儿的生活习惯逐渐改善，关系也
越来越近，成了一家人。”肖元会说。

全市最大易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点李家溪安置区：

1500多名贫困人口搬出新生活

□本报记者 栗园园

4月 26日，秀山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隘口镇，在乡村扶贫产业园的黄
精加工厂里，工人们正忙碌地进行黄
精加工生产。工厂展示区里，则摆放
着黄精面、黄精果脯、黄精酒、黄精茶
等6种黄精加工产品。

一想到工厂下月将正式投产，隘
口镇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叶
茂内心又激动又兴奋——他心中的
黄精产业“蓝图”终于要实现了。

2015年，在当地政府号召下，在
药企工作的叶茂返回家乡东坪村参
加并通过了本土人才考试。他暗下
决心：要凭着对中药材市场的了解，
带领村民发展黄精产业共同致富。

黄精市场价格虽然比较稳定，但
生长周期长、见效慢，一般需要3-4
年才能看到成效，许多村民犹豫。

那就自己带头种！当年，叶茂向
村民流转了50余亩土地率先种植黄
精，随后有10多户种植大户也跟着
发展了50余亩。

接下来几年，黄精长势喜人，市
场价格也稳步上涨——2017年每
斤更是达到9块钱，较2015年翻了
一番，村民们纷纷加入种植队伍。

叶茂顺势实施黄精产业计划的
第二步：育苗。“种植其实是黄精产业
中价值最低的环节，最赚钱的是育苗
和深加工，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做的。”

2019年，已是村主任的叶茂利
用村集体经济组织，统筹涉农资金
400万元，建起了40余亩的黄精育
苗标准化大棚，全村黄精种植面积也
扩大到400亩，涉及农户100余户。

叶茂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一亩地
可育苗10万株，按一株1块钱计算，
一亩地一年半产值就能达到10万

元，远超其他许多种类农作物。这样
一来，东坪村黄精产业的年产值就能
达到700万元，村民们因此还给他取
了个外号“叶黄精”。

最近几年，隘口镇电商发展风生
水起，还建了一个乡村扶贫产业园。
2020年4月，在叶茂的牵线搭桥下，
秀山本地的黄精加工企业——合信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正式在产业园内
动工建厂。叶茂心中谋划的黄精产
业链就此终于成型。

今年1月，加工厂开始试运营，
借助市中药研究院、市药物种植研究
所的力量，现已开发出黄精酒等系列
产品6种。待产品正式投产后，年产
值可达2000万元。

叶茂告诉记者，关于东坪村黄精
产业的未来，他如今又有了新想法：
以大健康产业为方向，继续开发黄精
系列产品。

秀山隘口镇东坪村党支部书记兼村主任叶茂：

村民叫我“叶黄精”
候 选 人 物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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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溪安置区，小朋友在骑车玩
耍。（资料图片）

特约摄影 杨敏/视觉重庆

叶茂和种植户在查看黄精苗的
长势。（资料图片）

记者 齐岚森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郭晓静 崔曜）
近日，市城市管理局会同市规划与自
然资源局发布《新建住宅项目生活垃
圾分类收集厢房设计导则（试行）》（以
下简称《导则》）。《导则》对新建住宅项
目推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厢房设置的
具体要求及设计标准做出了规范和明
确。

随着全市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不
少小区集中投放点的垃圾容器容量不
够，密闭性不好，下雨天没有遮挡居民
扔垃圾常被淋湿等问题凸显。建设垃
圾分类收集厢房显得非常必要。

据了解，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是一类
供居民进出投放垃圾的建筑。厢房本
身配备各类垃圾桶，能够存放大件垃
圾，其排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新出台
的《导则》，明确了重庆市新建住宅项目
的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应纳入统一规划，
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同步建设、同步
验收；在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理模

式方面，鼓励居民直接将生活垃圾投放
至垃圾分类收集厢房。

《导则》还对垃圾分类收集厢房的
配建功能、配套给排水设施和废气处理
设施建设标准、设计规模计算方法及配
建规模的各项指标进行了明确。垃圾
分类收集厢房的设计规模应结合服务
区域垃圾产量、垃圾清运频率及采用的
垃圾收集容器容量进行计算，并能满足
服务范围内高峰时段的生活垃圾投放
和暂存要求。

此外，为提高垃圾分类收集厢房再
利用效率，《导则》还提出可采用集成、
装配式建筑，使垃圾分类收集厢房配置
模式化。为帮助居民投放，鼓励有条件
项目在垃圾分类收集厢房投掷点附近
增加带语音或视频方式提示设施；强调
投掷区地面应做好防滑、防渗漏处理，
投掷口上方应搭建生活垃圾分类亭，避
免雨水流入地下垃圾收集箱，方便居民
雨天投放垃圾。

我市明确新建住宅
应配建生活垃圾分类收集厢房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重庆市大足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7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销〔2021〕（大足）0002号

序号

1

2

矿山名称
重庆市大足天青石矿
业公司十字路锶矿
重庆市大足天青石矿
业公司土地奎锶矿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13055130130480

C5000002009045130015647

注销时间

2021年4月25日

2021年4月25日

以下采矿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采矿许可证注销公告
采销〔2021〕004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7日

序号

1

矿山名称

成都川商融
信小额贷款
有限责任公
司竹溪矿区

采矿许可证号

C50000020090421
30015690

注销时间

2021年3月30日

以下勘查许可证已经注销，特此公告。

勘查许可证注销公告
探销〔2021〕001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1年4月27日

序号

1

项目名称

重庆市九龙坡区
铜罐驿镇地热水
资源勘查（国家

出资）

勘查许可证号

T50120171201
054536

注销时间

2021年4月6日

市、区县教育
行政部门投诉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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