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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州南雅镇：
琯溪蜜柚上市了

10月24日，在开州区南雅镇民安村8组胡
家鱼柚庄，游客正在果园里采摘蜜柚。

南雅镇山青水秀、生态环境优美。近年来
培育的万亩琯溪蜜柚已投产5000亩，年产2000
多吨。胡家鱼柚庄通过有机肥培育出的琯溪蜜
柚、文旦柚、红心蜜柚和三红柚目前已成熟上
市，果子品质优、口感佳，每只在1.5—2公斤之
间，市场价为每公斤2元左右。

联系人：周继发；电话：13896908444
开州融媒体中心 余清英

潼南丰产村：
猕猴桃丰收喊你来摘

眼下，在潼南大佛街道丰产村重庆莱雪农
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的猕猴桃基地里，一根根
藤蔓上挂满了圆润饱满、细腻多汁的猕猴桃，吸
引了不少市民慕名前来采摘。

目前，基地种植有猕猴桃200余亩，已全部
挂果，进入盛果期。采摘价格为每斤18元。

联系人：周正军；联系电话：13271971828
潼南融媒体中心 徐旭

巴南：
绿色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使用量

为了降低污染，提升稻田的综合利用，近年
来，巴南区积极推进绿色防治病虫害的方式，通
过统一防治病虫害，今年减少化肥施用量22
吨，减少农药使用量近2吨。

通过科技赶场、召开现场会等方式，巴南区
大力宣传化肥减量实用技术。同时，布置田间
试验和示范片建设，制定了主要作物施肥推荐
配方，并加大了对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力度，从而
确保农业投入品安全，从源头控制农业面源污
染。

今年，巴南区通过测土配方施肥、有机肥替
代、农作物秸秆还田等多种措施，减少化肥施用
量22吨；通过生态调控、物理防控等绿色防控
技术措施的落实，减少农药使用量近2吨。目
前，全区绿色防控覆盖率达50%以上，统防统
治率达40%以上。

巴南融媒体中心 罗莎

合川：
新能源公交车遍布城乡

笔者近日从合川区道路运输事务中心了解
到，截至目前，该区共有新能源公交车216台，
占公交车总数81.8%。

自《新能源公交车推广应用考核办法（试
行）》实施以来，该区逐步推进城区公交车更换
进度，对新增公交线路运营车辆，全部采购新能
源公交车。当地还顺利完成云门、大石、盐井、
草街、清平5条农村客运公交化改造。目前合
川区共有公交线路27条，公交车辆264台，智
能公交体系已初具规模，公交车辆均安装智能
监控报警及动态监控系统，实现公交车运行状
态实时掌握、实时调度。据悉，当地正有序推进
城乡公交车辆换代升级，力争明年内实现城区
公交车全新能源化。

合川融媒体中心 李文静

綦江：
农业生产废弃物有了“新家”

10月23日一大早，在綦江区赶水镇麻柳
村的鸿利有限公司肉兔养殖场，业主李勇打开
一个个水龙头，用流动水将兔粪便冲到圈舍外
的暂存池内进行干湿分离，变废为宝。

“粪便经过干湿分离，粪液进行厌氧发酵处
理产生沼液可以灌溉蔬果，干粪还可以成为有
机肥。场内肉兔存栏量常年在1.4万只左右，
日产粪污便可达1吨。”李勇介绍，这些“宝贝”
不仅使他的120余亩柚子林再没施加过其他的
肥料，还能卖给周边的蔬菜基地和农户，形成了

“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果蔬种植”新
型环保种养结合模式。

这是綦江区农业生产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管
理的一个缩影。近年来，綦江区加快养殖场污
染治理设施建设、推进秸秆饲料化利用、建立废
旧地膜回收利用体系，努力实现农业生产废弃
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循环利用，推动农
业生产节本增效，减少污染，持续改善农村人居
环境。

目前綦江已建成配套粪污治理设施养殖场
226个，设立农膜回收站21个、农膜回收点124
个。今年1-9月，当地实现畜禽粪污资源化利
用68万吨，回收废旧农膜238吨、农药包装废
弃物3.62吨。

綦江融媒体中心 赵竹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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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乡村动能激发乡村动能““三治三治””融合融合

□本报记者 王翔

10月 23日傍晚，听说三崇堂又要

开讲座，周边不少村民拿着凳子就往小

院赶。

“这在以前不敢想！”荣昌区安富街

道通安村党总支书记邓跃虎回忆，三崇

堂是一个有53户人家的传统农村大型

院落，以前叫“三重堂”，那时大多村民

对村里的事情并不关心。

近年来，荣昌全面推行“小院讲堂”

议事制度，把村民想要的和村里想做的

结合起来，大家面对面讨论问题商量办

法，村民真正成为了村子的主人，“三重

堂”也逐渐演变为“崇文、崇礼、崇信”的

“三崇堂”。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在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我市各区

县聚焦基层组织建设体系，坚持自治增

活力、法治强保障、德治扬正气，不断创

新和完善乡村治理体系，有效解决了新

时代乡村治理面临的不少新问题，让乡

村善治成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

事、大好事。

没有乡村的有效治理，就没
有乡村的全面振兴。重庆经济
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
存认为，加快推进乡村治理体系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关键在
于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
系。

一要发挥村党组织的统领
作用。充分发挥村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需要实施村党组织带
头人整体优化提升行动，持续整
顿软弱涣散村党组织；推行村党
组织书记和村委会主任“一肩

挑”、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
职，加强村党组织对村级各类组
织和各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强化
多元监督，正风肃纪，惩治小微
权力腐败。

二要激活村民自治的基础
作用。村民自治发挥着维护农
村社会和谐稳定、保障农民群众
民主权益的作用。激活村民自
治作用，需要规范村权责事项，
为村级组织赋权增能减负；畅通
村民反映意见建议渠道，探索

“恳谈会”、“说事会”等民主协商
形式和载体；激活“小组自治”、

“院落自治”、“楼栋自治”等“微
自治”。

三要强化乡村法治的保障
作用。当前乡村法治建设中，还
存在着农村法治人才紧缺、农民

“信访不信法”等问题。应因地
制宜开展农村法治宣教，深入实
施“法律进乡村”活动，提升农村
广大干部群众的法治素养；完善
农村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健全村
法律顾问制度，实施农村“法律
明白人”培养工程；坚持发展新
时代“枫桥经验”，发挥人民调解
主渠道作用，健全矛盾纠纷一站

式、多元化解决机制。
四要厚植文明乡风的教化

作用。涵养文明乡风，需要通过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村规民
约、家规家训等渠道和载体，培
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全面推行移风易
俗，破除丧葬陋习，整治高额彩
礼等陈规陋习；健全道德评议机
制，开展“好媳妇”、“好婆婆”等
道德模范评选表彰活动；开展科
普宣教，抵制封建迷信、非法宗
教、邪教等活动。

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执行所长温丙存：

释放乡村活力应发挥好四个作用

问题 群众缺乏参与平台
探索 荣昌建“新风小院”设“小院讲堂”

三崇堂大院有57栋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年久失修，破烂不堪。
“到处破破烂烂，污水横流，蚊蝇乱飞。”74岁的邱振权自小生活在三
崇堂，“脏乱差”的过往记忆深刻。

随着“新风小院”的建立，大家借助这一平台，群策群力，墙面怎
么刷、哪里的院子要修补、哪里的环境该清洁都安排得明明白白。
如今，每家每户墙体墙面焕然一新，庭院硬化，地面整洁，旱厕变成
冲水式厕所……

近年来，荣昌以10户以上的传统院落为单位，吸纳周边散居村
（居）民，结合当地特色建设不同主题的新型农村院落“新风小院”，
开设“小院讲堂”，村民选举出当地有声望的人当院长，负责院落的
日常管理、政策宣传、民情收集、矛盾化解、法律普及等工作，村民不
仅有了参与自治的平台，而且治理更加聚焦，更能调动村民的积极
性，从制度上破解了乡村治理的一系列老大难问题。

举办春节年会是三崇堂院落的一个传统，由院落“小院讲堂”议
事理事会负责统筹。就在春节前，在院落理事会组织下，全院经过
商议，决定自筹资金举办活动。可当活动资金、物品万事俱备时，突
如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计划，“春节年会暂停与否”的选择摆在村民们
面前。

通过“小院讲堂”线上会议，村民们一致同意叫停活动，整个过
程毫不拖泥带水，更没引起民怨。

目前，“新风小院”结合农村产业发展、农业技术培训、危旧房改
造、人居环境改善、城乡接合部整治、市民法治素养提升等工作，已
开展活动1000多场，全区12万户家庭参与，解决生产发展问题400
多个。一个个民居围成的“新风小院”正演变成自治、法治、德治“三
治结合”的乡村治理“大院”。

市委党校副校长周学馨表示，乡村基层治理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在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村民的自治意愿不断增强。但
在以前，由于缺乏有效的参与渠道和平台，不少地方出现了社
会矛盾多发、群众约束力不够、群众参与度不高等问题。

为此，各地积极探索，创新性地搭建了村民参与自治的平
台，畅通了沟通交流渠道，荣昌“新风小院”、永川“乡贤评理堂”
等，逐渐成为村民自治的有效载体。

问题 基层矛盾纠纷点多面广
探索 巴南“两网三治”让基层治理更精细化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驱车几分钟就能
到达周边的城市区域，其辖区内建有不少城市小区，各类矛盾问题
叠加，让先锋村基层治理显得颇为棘手。

“过去，我们的主要精力都花在了解决各类矛盾纠纷上。”先锋
村党委书记潘玲说，乱倒垃圾、土地占用、邻里纠纷、供水供电不均
等问题，可以说是千头万绪，有时一天要打上百个电话协调解决各
类问题，耳朵都已经嗡嗡响了，一些群众还觉得村里办事效率不高。

先锋新村小区是该村首个农转非安置小区，不少村民有在房前
屋后堆放杂物的习惯，使楼道变得十分狭窄，居民过路都不方便，还
严重影响消防等安全，邻里间时常发生口角。

为此，花溪街道在先锋村试点了“两网融合、三治协同”基层社
会治理模式，着力构建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的公共服务圈、群众自
治圈、社会共治圈。

“首先是将组织建在网格上，将党员融入楼栋中。”花溪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先锋村把党支部建在小区、党小组建在楼栋。每个
支部建立2个及以上党小组，由支部书记担任网格长，党小组长担任
网格员，打造“平安楼栋”“友善楼栋”“和谐楼栋”“诚信楼栋”“孝善
楼栋”等特色楼栋文化。

同时，实行“三治协同”精细化管理，形成《村民公约》，建立“村
民道德风尚卡”，奖罚分明，激励、督促村民自觉遵守村规民约、主动
参与村级活动；开设法治讲堂，打造一刻钟“法律服务圈”；成立“邻
姐工作室”，针对家庭关系、婚姻关系、邻里关系展开调解，实现矛盾
纠纷化解在一线。

该村村民王某和张某结婚已30多年，却因家庭琐事沟通不畅致
使家庭关系恶化。“邻姐工作室”得知后情况后，第一时间与两人交
心畅谈引导劝解，最终使两人真正认识到了错误，成功化解了这场

“家庭危机”。

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认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城
乡的快速融合，在近郊农村地区，基层治理涵盖的内容越来越
多，遇到的问题更加复杂，呈现出点多面广、千头万绪的局面，
给乡村基层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

为此，应不断探索法治、德治、自治“三治”融合的新方法、
新路径，不断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乡村治理体系，构建共建共治共
享的治理格局，走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乡村善治之路。

问题 乡村各类资源缺乏有效利用
探索 渝北试点建立生产互助合作社

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距离两路城区不到20公里，210国道、空
港南北大道贯穿其中。过去，因为大多数村民进城务工，村里的大
片土地闲置，是一个典型的“空壳村”。

“我们这离城区不远，道路等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好的，但不知为
何，就是没老板来，大家都很着急。”村民周文全说，他家三口人也都
在城区上班，家里闲置的土地和房屋一直是他的心病，“要是我家的
几亩地能流转出去，一年少说也能多个两三千元收入。”

2019年，渝北区开始试点探索成立村级生产互助农业股份合作
社（简称合作社），农民以土地等入股，其收益除用于扩大再生产、解
决民生需求外，剩余部分作为农户和村集体收益按股分红。

金刚村组建合作社两年来，已发展柑橘4000多亩，并建起了有
机肥厂、苗圃场，2020年实现净利润103万元，给全体村民分红50
万元。

在渝北，类似金刚村这样利用合作社盘活“沉睡”资源的村社不在
少数。古路镇乌牛村的3000余亩土地也全部入股合作社、全体村民
成为股东。“土地可以分红，务工还能挣钱。”乌牛村四组段成芳夫妇病
疾缠身，生活主要靠女儿务工接济。他们家三亩地入股后，每年除了
2500元左右的分红，两人在村里务工一年还能挣七八万元。

市供销合作总社负责人表示，随着乡村游、近郊游的发展，
近郊乡村村民越来越重视财产性收入的增加，特别是自家的土
地、宅基地，以及周边环境的价值提升，期盼能搭上发展的“快
车”。而现实的情况是，除了部分资源被活用之外，大量的土
地、宅基地、森林等资源都还处在“沉睡”的阶段。

应继续大力推动供销社、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信用社“三社”
融合发展，构建“普惠”的利益联结机制，同时，以“三变”改革为
核心，大力推动集体经济发展，让更多群众分享到了产业发展
的红利。

10月9日，在独具乡村
文化特色的永川黄瓜山中
华梨村广场，83岁的张善
族老人搀着老伴慢慢游览。

记者 张其宏 摄/
视觉重庆

巴南区花溪街道先锋村的群众自发参
与公共服务，经常组织为小区居民免费理
发。 （受访者供图）

10月18日，荣昌区安富中心小学，乡村
学校少年宫的孩子们正在制作夏布。

记者 崔力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