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3CHONGQING DAILY

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
编辑 何舒静 美编 黄景琳

黔江文明实践：模范效应赢来八方点赞

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是推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全国各地落地生根的重要
举措。

筑梦新时代，文明新实
践。自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建设试点以来，黔江区紧
扣“凝聚群众、引导群众，以
文化人、成风化俗”的目标
定位，深化拓展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建设工作，用新时
代文明实践浸润人心。新
时代文明实践活动犹如一
股永不停歇的春风，吹拂着
黔江的每个角落，温暖着人
心，传播着文明。

活动组织者：
从乏人问津到人声鼎沸

这段时间，黔江区城南街道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所长徐进与同事们正利
用社区居委会换届时机，到小组会现
场征求群众意见，为他们进行订单式
的输送志愿服务活动。

徐进坦言，以前志愿服务活动由政
府或组织主导，活动形式相对单一、群
众认可度不高、自觉参与到活动中来的
积极性不足，群众满意度、获得感较
低。“比如我们组织舞蹈队到各个社区
送演出，本以为应该很受群众喜欢，结
果演出内容众口难调，群众不‘埋
单’。我们做了事情得不到肯定，也很
郁闷。”他说。

徐进介绍，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
开展以来，城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创造性地提出了“五步五单五送”工
作法，每月开展一次，实现了10个社区
全覆盖。

第一步，采取文明实践站工作人
员、楼栋长入户了解、社区干部及社工
值班接访、群众意见箱征集、网络平台
点单等方式，收集社区群众需求，形成

“群众点单”。
第二步，由文明实践工作人员根

据“群众点单”和当前中心工作实际，
确定当月文明实践活动主题，并报社
区文明实践站负责人审定，形成“汇制
定单”。

第三步，按照汇制的“定单”，依托
“文明黔江”微信公众号等平台，每月
发布一次志愿服务活动信息，并转发
社区居民微信群，发动社区群众参与，
形成“定时发单”。

第四步，社区文明实践站根据志
愿服务内容将“定单”分派给社区志愿
服务小分队，由小分队召集志愿者开
展志愿服务活动，小分队不能完成的，
上报实践所直至中心，再由所或中心
调度志愿服务队伍协助完成，形成“定
向派单”。

第五步，工作人员发放活动意见
反馈表，将收集到的意见建议反馈给
志愿服务队伍，促质增效，形成“议效
评单”。

徐进说，“五步五单五送”工作机

制的形成，使全街道的新时代文明实
践活动更加贴近基层、贴近群众、贴近
实际，使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逐年
得到了提升。“我们对送演出的歌曲进
行更新、对编曲做了调整，并配合群众
的空余时间。以前来看的只有稀稀拉
拉二三十人，现在热热闹闹上百人，每
场演出都人声鼎沸。”

志愿者：
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黔江区邻鄂镇商会会长王庭英是
一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2018年，在邻鄂镇党委政府的宣
传发动下，她参加了人生的第一次志愿
服务活动，与留守儿童一起过端午节。

“我与孩子们一起包粽子、吃粽子，看到
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我第一次觉得内
心是那样的安宁，脑海里满满的都是孩
子脸上纯真、幸福的笑容，让我下定决
心在志愿服务这条路上走下去。”

去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后，眼看
就是农耕播种的季节，广大农户家里种

子、肥料都还没有备好，错过了这一季，
就只有等来年，老百姓损失不起。为了
更好地助力复耕复产，王庭英主动向政
府申请，为老百姓送农资到户，由各村
收集每个老百姓需要的农资，汇总后她
安排车辆统一送到每家每户。

3年来，王庭英一直积极参与邻鄂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组织的各项志愿
服务活动。不仅如此，她还带动丈夫、
身边的朋友以及商会的会员一起做志
愿服务活动。

现在，邻鄂镇商会志愿服务小分
队有队员13人，疫情防控、脱贫攻坚、
人居环境整治、关爱老人和留守儿童、
送农资到户、义务宣传员等都有志愿
者那一抹鲜红在跳跃。“志愿服务活动
让我的世界更丰富、生活更充实，被需
要是一种幸福。”她说。

群众：
举手之劳也能获点赞

城西街道水井湾社区居民杨祥是
一名出租车司机，过去，因业务繁忙，

他对社区建设、志愿服务不太关注，也
没多大兴趣。

2018年7月，杨祥将客人丢失的
1500元现金、银行卡、户口本、生育证
等重要证件送到黔江运输公司出租
办，又顶着烈日寻找到失主，原封不动
把提包里的东西交还。

这事不久后他到社区办事，水井
湾社区书记常祖国拉着他热情地说：

“兄弟，不错啊！昨天在电视上看到你
的报道，为你拾金不昧的精神点赞，给
你加20分。”

见杨祥一脸疑惑，常祖国解释：
“咱们社区实行的‘积分制’管理，正是
需要像你这样优秀的居民参与进来，
今后抽空多来参加咱们社区的活动，
做一名传播时代正能量的新居民。”

意外的20分奖励让杨祥深感自
豪。在社区的大力宣传和发动下，他
先后参加了关爱农民工志愿服务、文
明劝导、爱心护考、“扫黑除恶”宣传、
新冠疫情防控、关爱留守儿童以及特
殊困难群体等志愿服务活动80余次。

谁家老人或小孩生病急需上医

院、谁家需要到社区办事的，他总是随
叫随到、无偿接送。他的个人积分也
不断上涨，并在居民中遥遥领先。

“咱们水井湾社区的新时代文明
实践活动丰富又接地气，‘积分制’管
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杨祥说，他现
在爱往社区跑，看重的并不是积分，而
是得到帮助后居民回报的笑脸。

社区干部：
新时代文明实践让社区变了样

“城市环境卫生大大提升，社会治
安明显好转，社会风气持续向好；以前
乱堆乱摆的菜市场变得靓丽整洁，大
街小巷的谩骂声消失了，邻里间的关
系变得更加和谐。是新时代文明实践
让我们社区变了样。”正阳街道朝阳社
区党总支书记龚明昊感慨道。

龚明昊说，随着新城区的建设发
展，朝阳社区是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
的转型社区。过去小区生活乱堆乱
放，随地乱丢乱扔十分严重；居民在人
行横道乱穿乱行、公共场所乱写乱画，
大多数居民过着城里人的生活，却还
是农村人的生活习惯。

2020年，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成立以来，以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重点，组建了新
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小队，吸纳单
位职工、党员干部、居民群众等加入。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对老百姓文明素
养的提高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此
带来的成效也相当明显。

其一，建成小区管理规范，垃圾入
箱，门前三包制度明确。辖区内小广
告没了，现在的小区是一个清爽整洁、
文明和谐、互帮互助小区。其二，在城
中村，老百姓的房前屋后再也没有乱
堆乱放，院坝干净整洁，实行家禽圈
养，村道路有人护养，百姓过着安居乐
业的生活。其三，社区严格居规民约，
居民们相互监督。城市居民，文明路
上赶帮超；农村居民，文明路上有传帮
带。

唐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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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看巴渝文明实践看巴渝·黔江黔江

城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开展“情系端午节 爱驻李家溪”青坪社区活动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前几年因外出务工人员较多，大梁
子稻田撂荒了不少。现在，我们要全部开
垦出来，扩大有机水稻种植面积，壮大‘三
星香米’产业，打造大梁子最美梯田景
观。”近日，在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三星乡石
星村高兴组的大梁子梯田上，石柱茂禾农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郎启顺正组织村民忙
着垦荒、翻田。“这片撂荒地要在6月前全
部完成锄草、搭田埂、耕田、栽秧等工作。”
郎启顺说。

沿着蜿蜒山势而建的大梁子梯田，高
低错落、层层叠叠。在春耕时节，灌满了
水的梯田，波光粼粼，映着蓝天白云，美不
胜收。

近几年来，三星乡因地制宜发展“三
星香米”特色产业，助农增收。2020年，
全乡6个村共种植有机水稻3000亩，“三
星香米”总收入达600余万元，652个稻
农家庭户均收入4800余元，“三星香米”
的总收入、村集体经济收入和稻农家庭的
收入皆创历史新高。

为突出区域特色产业优势，做大做强
“三星香米”特色产业，促进农民稳定增

收，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加快乡村振兴
步伐，2021年，三星乡党委政府决定对石
星村高兴组大梁子荒芜的梯田进行开垦
复耕，再造百亩良田。

三星乡按照每亩补助500元的标准，加
强农田基础设施建设和有机肥使用，转移
部分外出农民工从事香米种植，解决群众
特别是困难群众就近就业，确保粮食安全。

重庆日报记者在撂荒多年的田地里
看到，村民们有的背起割草机清除杂草，
有的挥舞锄头清理枯枝败叶，有的则在修
筑垮塌的田埂……

结合革命老区、红色教育基地的优
势，三星乡将立足“以农立文、以文兴旅、
以旅促农”的发展思路，完善大梁子梯田
的灌溉设施，在这里新建旅游步道，倾力
打造“春种彩稻夏观景、冬种油菜春赏花”
的多彩田园美景。

石柱县石星村

撂荒地种“三星香米”再造百亩良田
本报讯 （记者 赵伟平）

5月 22日，西南大学与中国农
科院蔬菜花卉研究所在渝签订
战略合作协议，联合成立“长江
上游马铃薯联合实验室”（以下
简称“联合实验室”)，将在种质
资源创制、新品种研发、新技术
集成等领域开展基础及应用研
究，推动长江上游地区马铃薯产
业提质增效。

据悉，马铃薯在重庆常年种
植面积有500万亩左右，是重庆
的主栽作物之一。近年来，我市
积极开展马铃薯种质资源收集、
保护利用和新品种筛选培育工
作。目前，全市已形成以巫溪国
家区域性马铃薯良种繁育基地
为核心，以石柱、武隆等区县为
补充的马铃薯三级脱毒种薯繁
供体系，年生产脱毒种薯18.6
万吨，可满足130万亩马铃薯用
种需求。

西南大学在马铃薯科技创
新方面具有较强的优势，目前正
牵头联合相关种业企业组建我
市马铃薯科企联合体，重点开展
马铃薯的种质资源收集利用和

育种联合攻关；而中国农科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是我国农业领域
的“国家队”，具有强大的人才和
技术优势。此次双方联手建设

“长江上游马铃薯联合实验室”，
旨在为重庆注入更加强大的科
技力量，为重庆打好种业翻身仗
和助推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技术
和人才支撑。同时，也将致力于
推动马铃薯产业化，破解长江上
游地区马铃薯种质资源、品种、
技术等产业发展的共性问题与关
键技术瓶颈，推动马铃薯科技突
破性、跨越式发展，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保障区域粮食有效供给。

接下来，双方将依托该平
台，在仪器设备资源共享、研究
生联合招生、青年人才培养、平
台建设、项目联合申报、国际合
作、成果申报等方面展开合作。
此外，“联合实验室”还将充分依
托西南大学组织实施的“长江上
游种质资源库与工程化种质创制
大科学装置”项目，通过联合实验
室建设，有效促进校所紧密务实
合作，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长江上游马铃薯联合实验室”在渝成立
推动马铃薯产业提质增效

□本报记者 陈维灯

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何家
岩村，山高水长、土质富硒、光照充足，产
出来的大米滑而不腻、质白如玉。从唐宋
起，历代朝廷都把花田大米定为“贡米”，
专为皇室享用。

然而，花田贡米传承了600年，却险
些断了根脉。

“种地卖不出钱，村里留不住人，年
轻人都外出打工，村里的田好多撂荒
了……”对于何家岩村的未来，村民何绍
华曾经忧心忡忡，“只要活着就要种下去，
哪怕图个温饱我也认。”

近年来，通过“旱改水”试点工程，何
家岩村“旱改水”新增梯田707亩、整治撂
荒梯田195亩，修建灌溉渠2010米，完成
管道安装20361米，新建山坪塘一个，修
建生产路2624米，硬化田间道路5916
米，新建泥结石田间道3840米……

通过土地整治，何家岩村一下子增加
水田2000亩、整治水田3000亩，花田贡
米核心基地扩大到了5000亩。全村年产
有机水稻达到1250吨，总产值达2580万
元，贡米供不应求。

在此基础上，为拓展花田乡何家岩村
有机水稻生产规模，创建何家岩村360度
梯田景观，打造农旅融合示范样板，2020

年底，酉阳县土地整治中心与花田乡政府
进一步实施花田乡何家岩村“旱改水”土
地整治项目，通过表土剥离、人工放坡找
平、修筑田埂、泡田打浆翻耕、地力培肥等
技术措施，实施旱改水1437.7亩，又复耕
撂荒地380亩，全部用于优质水稻种植。

如今的何家岩村，不仅是村民们劳作
生息的家园，美丽的乡村图景也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旅游。

俯瞰之下，花田梯田像极了一幅水墨
丹青图，线条蜿蜒曲折，婀娜生姿，梯田水
波荡漾，在不同季节阳光的照射下，变幻
出不同的景致。

“农民是这幅艺术品的设计师和规
划师。”曾任花田乡党委书记、现任酉阳
县农村土地整治开发中心主任的冉拥
军说，当初土地整治项目规划时，就充
分尊重自然规律，请当地农民进行规划
设计。“梯田利用率如何最高、如何放水
最方便、如何依山就势打造……农民们
最懂。”

这两年，何家岩村返乡的外出打工年
轻人越来越多，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摄影
发烧友和观光客，从天南海北前来游览。

当地政府出资将这个千年古寨的屋顶进
行统一修缮，梯田观景台的建设正紧锣密
鼓地进行，乡间道路正加紧拓宽。

酉阳何家岩村

荒山荒坡“变身”景观梯田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5月22日至26日，“新文科背景
下的新闻学之路——第四届中
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暨首
届新闻教育圆桌会”在西南政法
大学举行。全国各地150余名
高校教师、业界记者、政府相关
部门负责人等参加研修，10余
位国内人文社科领域专家进行
专题授课。

据了解，本届研讨班暨圆桌
会由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
与西南政法大学联合主办。中
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于2014
年经国务院批准成立，是国家高
端智库建设培育单位。2017
年，该基金会创办中国特色新闻
学高级研讨班，每年举办一次。

本届研讨班上，清华大学人
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
汪晖等10余位国内人文社科领

域专家分别为大家进行《民族研
究的超民族视野》《中国共产党
与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等专题
授课。

“习近平总书记于2016年
明确提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
普遍意义的学科体系，其中列举
了11个学科，就包括新闻学。”
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孔丹
理事长介绍说。本届研讨会课
程从政治、经济、社会、历史等多
维角度立体展示中国道路和中
国实践，共同探讨中国特色新闻
学的理论和实践基础，推动中国
新闻学教育改革。

5月24日，在研讨班上，西
南政法大学成立新文科建设咨
询委员会，聘请孔丹为名誉主
席，聘请白钢等16位专家为委
员，以探讨新文科在专科型大学
的建设路径与特色发展。

第四届中国特色新闻学高级研讨班
暨首届新闻教育圆桌会在渝举行

撂荒地成了丰收田

石柱三星乡石星村，撂荒地复耕后不仅种出“三星香米”，还成为美丽梯田景观。
（石柱县委宣传部供图）

酉阳花田乡何家岩村的荒山荒坡复耕后变景观梯田。 通讯员 冉川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