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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阳：“人才+”激发乡村振兴蓬勃力量
■朱 静

本报讯（通讯员 谭玲 记者 何军林）7 月 19
日，荣昌区龙集镇抱房村作为区委网信办在荣昌首
个网信普法试点村开展了首次“网信普法”活动，
为抱房村的村民带来了一场生动的普法培训，引导
村民安全上网、健康上网，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农
村网络空间。

随后，在抱房村吕家河坝，开展了一场网络普法
安全教育咨询会。网信办普法人员以互动问答的形
式为村民讲解什么是网信普法、如何辨别网络安全问
题、如何应用法律保护自身安全等问题。随后，抱房
村驻村法律顾问结合实际案例，针对村民提出的具体
困惑和疑问进行法律层面的答疑解惑。

在抱房村会议室，法律顾问为群众开展了一次
网信普法知识讲座，带领大家重点学习宣传习近平
法治思想，解读网络内容生态法律法规条文选编，
普及网络安全知识等。活动结束后，村民刘贵表
示：“我们平时上网少，不晓得网上哪些是真哪些是
假，今天听完这个讲座，以后就能有所防范，不会那

么容易被骗了。”
据了解，龙集镇抱房村作为荣昌首个网信普法试

点村，拥有良好的法治氛围和群众基础，后续将继续
开展更多形式更大范围的网信普法活动，切实做好网
信普法宣传教育工作，打通网信普法“最后一公里”，
满足人民群众法律需求。

“人才+乡情”双向奔赴
返乡创业助发展

“三峡阳菊黄酮含量非常高，能增强人体新陈代
谢。夏天上火燥热的时候，来一杯菊花茶，口感清香，
清热解暑。”盘龙街道革新村的菊农介绍，时下是菊花
幼苗管护的时节，这些幼苗将在十月成熟盛开，每亩
采下的菊朵会为他们带来近5000元的收入。

“三峡阳菊”的品牌创始人杨雪梅是一位靠读书
走出大山的80后，作为大学生返乡创业人才，她研发
的“三峡阳菊”种植面积已达4.3万余亩，涉及重庆市6
个区县41个村社，成功带动2.1万余户农民致富，产品
远销欧盟、北美、东南亚等国家。“看着家乡的荒山开
满金菊，村落重新热闹起来，才感觉没有辜负大家的
嘱托和信任。”

杨雪梅这样的故事正在云阳大地不断上演，云阳
县通过持续开展“乡情连线”“万人返乡百亿创业”行
动计划，已回引在外人才4000余名，签订投资项目65
个，落地投资80多亿元。

“人才+技术”同向发力
搭建干事大舞台

“要想留住优秀年轻人才，既要真心真情，更要给
他们提供有效的供技术指导和广阔的干事平台。”重
庆三峡云海药业公司技术负责人王铁军说。

为了更好地用才留才，近年来，三峡云海药业不
断强化人才培养载体建设，与中国药科大学成立联合
实验室，与重庆三峡学院、重庆三峡医高专等高校签
署了人才战略合作协议，共建职业教育基地、硕士研
究生基地、博士工作站、企业教研室，通过“产学研一
体化”的人才联合培养，实现订单培训、定向就业，减
少本地人才外流。

“授人以鱼的同时，更要授人以渔。我们希望研
发的技术能够传授给更多人指导实践。”三峡云海药
业党支部与县内36个有中药材种植项目的乡镇达成
帮扶协议，组织专家团队定期到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
导，强化技术帮带示范，按照“种子提供+技术服务+成

品采购”的模式，帮助农户发展中药材产业6万余亩。

“人才+电商”示范带动
激活创业新引擎

“之前枇杷成熟之际，大批游客选择下乡亲自体
验采摘枇杷的乐趣，现在有了直播，站在家门口就可
以卖枇杷。”巴阳镇望丰村枇杷种植户熊德清开心地
说。云阳县通过“电商网络基地+田园直播间”新兴电
商模式，打响了全市首个“天生云阳”区域公共品牌。

推动电商发展，归根结底要靠人才。云阳县建立
“天生云阳”直播团队和云阳邮政直播团队，实施万人
培训和电商精英培养计划，培育电商新农人和创业直
播技能人才3850多名，培训农村电商带头人和电商
实操人员1.2万人，形成村村有电商、户户有人带的电
商格局。

“之前我也在网上卖柑橘，但是自己对互联网不了
解，销量一直上不去，现在有专业的直播团队手把手教
我，销量一下子就翻倍了。每年12月份还可以参加电
商节，自己家种的好产品一定要拿出来分享。”自2015
年以来，云阳县已连续举办电商节庆活动7届，2021年

“重庆云阳”话题点击达9亿次，销售额2650万余元。
云阳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云阳县以人

才带动发展的目标已经初见成效，下一步将进一步
加大本土人才回引力度，积极推动人才资源向基层
下沉，不断激发人才在乡村振兴中的驱动作用。

网信普法试点村开展首次活动

“从采摘到送到消费者手中不能超过 48 小时”
中国邮政巫山县分公司等涉农单位，通过持续扩大
收寄范围、额外布放 50 个脆李收寄点，打通农产品
进城“最初一公里”。安排专人专车，上门为有需
求的果农服务，从果园采摘、预选、打包、装车直至
运输，进一步提升果品寄递效率。“快递进村”增加
了果农收入，壮大了集体经济，促进了脆李产业的
提质增效。

从进村公路通达到农特产出村“邮路”顺畅，为农
特产进城铺好“快车道”，是贯彻落实中央一号文件要
求，完善农村物流快递网点布局的应有之义。随着农
村生态环境日益改善，农特产的品质不断提高，以及
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日渐完善，让越来越多的城里人习
惯通过网络采购农特产。今年上半年，农村地区揽收
和投递包裹总量超过 210 亿件，再次证明农特产出
村、进城方兴未艾，畅通“快车道”助力提升农业“含金
量”，有益提升农民收获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打通“中梗阻”、修好“断头路”，畅通农特产进城
“快车道”，立足完善乡村的快递收揽和投递站点布

局，让村民切实体会到“快车道”惠民便利。发挥政府
公共资金的杠杆作用，运用提供站点、投递补贴、购买
服务等方式，有效撬动社会资本投入，激励快递行业
市场主体到农村去、朝村里走，让农特产进城“快车
道”真正动起来、跑起来。

畅通农特产出村、进城“快车道”，为农业高质量
发展、农民高品质生活赋能添彩“造血”。收寄农特产
的快递进了村，就不只是投寄土鸡蛋、李子等农特产，
还会逐步扩大运营范围、丰富服务业态。

近年来，国家持续加大投入完善道路、网络等基
础设施，为农特产进城“快车道”跑起来创造了良好条
件。通过设置农村快递员专项岗位补贴等方式，引导
大中专毕业生、转业退伍军人、外出打工年轻人等，返
乡投入到农特产进城“快车道”建设中来。愿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投身农特产进城物流运输体系，在畅通农
特产出村、进城“快车道”中焕发青春风采，让田野乡
间多一些矫健的身姿、欢快的步子，为农特产出村、进
城抢时间，为农特产闯市场创便利，以踏踏实实的勤
奋作业，为乡村振兴建功立业。

畅通农特产进城“快车道”
■朱芸锋

高温季节是闲茬焖棚、预防和防治病虫害发
生的好时机。种植户如能科学运用好焖棚方法，
就能在病虫害预防和防治工作中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高温焖棚的好处：
1.有利于杀灭病菌和虫源。
2.有利于提高有机肥肥效。为提高无害化、

标准化栽培水平，广大种植户大量增加鸡粪、牛马
粪等有机肥的使用量。

3.有利于提高药效和无残留。通过在闲茬棚
室内施用适当的低毒低残留、光解快、易挥发种类
的农药，既可以适量增加用量，提高药效，又能够
充分发挥高温强光的作用，把农药的残效期缩短，
达到对作物无害又不残留的效果。

4.有利于养地和培肥土壤。结合增加有机肥
和秸秆的使用量，科学配施一定量的发酵菌肥，改
善土壤结构，丰富团粒结构，降低板结，减轻、延缓
盐渍化程度。

高温焖棚的注意事项：
1.在焖棚前翻地施底肥时，一定不要把生物

菌肥一起施入蔬菜温室大棚中。如果在焖棚前施
入了生物菌肥，那么菌肥中的生物菌必然会在高
温焖棚的过程中被灼热的温度杀死，就发挥不了
生物菌肥应有的作用。

2.一般情况下温室大棚薄膜都是一年换一
次，菜农可在春茬蔬菜拔园后，及时深翻棚地，施
足鸡粪，利用旧膜高温焖棚。

3.根结线虫病严重的温室大棚，在高温焖棚
前更应将植株运出棚。

4.不少菜农在底肥中把所有的肥料一并施
入温室工程大棚，包括生物菌肥，这是不正确
的。有些菜农在施足含有生物菌肥的基肥后，使
用高温焖棚还配合溴甲烷熏蒸，这种做法更加不
值得提倡。

5.采用新膜，提温虽快，但薄膜受损也严重，
因此应控制焖棚时间。一般干焖过后，换上新膜，
湿焖15天即可。老棚焖棚时间可稍长一些，但尽
量不要超过20天。

（本报综合）

人才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基础。
近年来，云阳县聚焦“人才+”，以乡
情、技术、电商为切入点，全面激发乡
村振兴蓬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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