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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三招”促“三服”为民办实事
□黄河

乡村道路干净整洁，竹子编成的栅栏显得有趣味，庭
院随处可见的小景，点缀了和美乡村，也让百姓的生活更
有幸福感。池塘边的荷叶随风摇曳，远处的白鹭栖息在
水中……

近日，笔者走进涪陵区江北街道大渡村，浓郁的乡村
气息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玉米长势良好，三角梅绽放如
春，农家小院通过设计后显得更有格调。

目前，作为重庆首批“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涪陵区
江北街道大渡村长江大渡·巴渝家园——巴蜀美丽庭院
示范片区已完工，乡村环境旧貌换新颜。乡村环境大变
样，也让村民有了新的盼头。

大渡村4组村民况国娟说：“现在环境太好了，我们
这离城也近，还处在长江边，地理优势得天独厚，我准备
开一家农家乐。”

据了解，江北街道大渡村借巴蜀美丽庭院建成之际，
正在积极创建重庆市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新建了40个
垃圾分类平台，购买规范分类垃圾桶120个。

下一步，江北街道党工委将整合涉农资金对大渡村
1460余亩果园进行升级改造，打造成集休闲采摘、垂钓、
乡村旅游、民宿为一体的乡村旅游示范村。并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吸引青年人才进村创办
文化企业，推动乡村振兴。

此外，该街道为推动川渝两地建设“高品质生活宜居
地”，重庆和四川开展“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引领
川渝两地乡村建设。今年，全市大力启动实施乡村建设
行动，高水平推进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将建成14
个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

“巴蜀美丽庭院示范片”建设主要选择人口集聚程度
较高、自然文化资源丰富、地理区位优势突出和发展前景
广阔的村落组团，建设具有地域特点、民族特色、时代特
征，且充满烟火气息、乡愁记忆的高品质农房、高颜值院
落、高价值村落，打造川渝两地乡村“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示范窗口。

本报讯（通讯员 隆太良）自开展“三服
务”活动以来，石柱县西沱镇紧扣“感党恩、
跟党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党
员干部通过出真招、硬招、新招，切实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访民情、知民意，实处着力出“真招”

“老云梯街电线老化严重，存在安全
隐患，需要加强整改。”“商户占道经营现
象突出，需要规范管理。”“二轮车、三轮车
非法载客，需要加强整治……”近日，云梯
社区召开院坝会，征求为民办实事的意见
和建议时，居民们结合实际情况，纷纷畅
所欲言。

“为民办实事就是要从居民生活中的
小事、身边事入手，切实做到想民之所想、
担民之所忧、解民之所困。”西沱镇党委负
责人说。

今年以来，西沱镇持续完善和优化
《西沱镇密切联系群众工作制度》，将每名
政府干部职工下沉到各村（社区），以院坝
会为主要方式，定期开展民情民意收集、
助农助耕、人居环境整治、政策宣讲等主
题活动。

西沱镇通过实处着力出“真招”，截至目
前，该镇各村（社区）召开密切联系群众院坝
会44场次，收集涉及污水管网、二轮车三轮
车非法载客、老云梯街电线老化、商户占道
经营、垃圾及时清运等方面的社情民意41
条，解决水库清堵、农房排危、春耕助耕等群
众急难愁盼民生实事45件。

“现在干部的服务真是贴心。”该镇党员

干部用脚步丈量民情，用心“走”进群众心坎
里，“访”出了和谐新局面，以实干赢得民心，
架起了干群“连心桥”，着力提升了群众的幸
福感、满意度。

解民困、惠民生，靶向发力亮“硬招”

前不久，双桥社区一棵黄葛树的树枝被
风吹断，为确保过往行人的安全，社区“镇级

帮扶工作队”负责人随即组织人员展开了排
险工作，清除了这一安全隐患。

这只是西沱镇将老百姓的“问题清单”，
变为村（社区）“行动清单”的一个缩影。

为切实做好解民困、惠民生工作，今年
以来，西沱镇在11个村（社区）组建了11支

“镇级帮扶工作队”，由镇驻村（社区）领导牵
头，镇驻村工作组组长具体配合各村（社
区），深入开展场镇品质提升、道路交通安全

检查、住建房安全排查、人居环境整治、产业
发展规划等专项活动。

通过靶向发力亮“硬招”，截至目前，全
镇累计出动工作人员1000余人次，检查车辆
800余辆，消除安全隐患10余起，对校园周
边文化市场开展专项整治4次，查处非法售
卖游商摊贩1个。“专项活动开展以来，场镇
品质进一步提升，道路交通秩序进一步规
范，群众安全意识进一步加强……”西沱镇
相关负责人说，通过聚焦群众所急所忧所
盼，积极回应群众关切，让民生福祉更有质
感，打造出了“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的各
民族相互嵌入式的社会大环境。

连民情、润民心，精准施力谋“新招”

“感谢党和政府在社区安装了健身器
材，以后锻炼太方便了，真是一件大好事
啊！”近段时间以来，双桥社区负责人了解到
健身器材较少的实际情况，积极衔接党委政
府和相关部门，解决了辖区群众的所求所
盼，让大家欣喜不已。

又是一年芳草绿。今年以来，为将“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与志愿服务活动引
向深入，西沱镇以党建为引领，精准施力谋

“新招”，大力倡导“一线工作法”，把办公室
搬到一线，把会场放到一线，真正做到实情
在一线掌握、对策在一线研究、问题在一线
解决，实现联系服务群众零距离。

工作中，党员干部甘当群众的“螺丝
钉”，纷纷进社区、走村道、进院落、访群众，
到街头巷尾、田间地头问需问计问政，搭建
起了党员干部为群众服务的“直通车”，成为
该镇一道亮丽“风景线”。

园地。蓝莓适应性强，
喜酸性土壤，宜选择无遮
挡物的平地或缓坡地，湿
润但不积水，深度以40～
50厘米为宜。清除石块、
草根等杂物，再把地块耙
平，按东西或南北向，做成
高40厘米、宽约 1米的垄，
行距控制在2米。如果土壤板
结严重，要增施有机质或河沙土
改善结构，常用锯末、草炭灰或树叶腐殖质。

施肥。蓝莓正常生长需要的土壤中全氮含量为
0.1%～0.2%，低于该含量时可按每株50～100克的用量施
用硫酸铵，高于该含量时可施入同量的磷酸二氢钾。在
距树体20厘米处，挖20厘米深的穴，施后覆土。

修剪。在6月中旬之前，对蓝莓幼树进行夏季修剪
是决定来年产量及以后蓝莓树整体长势情况的关键环
节。修剪时，首先是对具体树形进行规范，一般保留5～
8个主枝，并对个别强旺枝进行短截，促使多发分枝而且
要疏掉幼树基部的水平枝、病弱枝、过密枝，尽量扩大树
冠，保持树势，有利于提高产量。在蓝莓种植过程中，水
肥如果控制合理、整枝修剪得当，一般不会发生病害，但
会发生不同程度的金龟子幼虫、果蝇幼虫等虫害，可人工
捕捉或在园中悬挂灭虫灯。

防寒。定植后的蓝莓幼树，在上冻之前要进行越冬
防寒工作，通常在11月之前做好防寒工作。操作时要顺
垄埋土，先在每丛蓝莓一侧，横向培起高约10厘米的土
枕，然后把蓝莓灌丛的枝条拢起，按顺垄方向，朝土枕后
面覆盖土层，一般土层厚13～15厘米为宜，进入丰产期后
的蓝莓树在冬季依然需要做防寒工作。 （本报综合）

为提升供销系统为农服务能力，推动农
机社会化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近日，丰都县包
鸾镇包鸾村4组白果湾召开以“区域协作为
农服务”为主题的供销系统农机社会化服务
现场会。

会议现场展示了雷沃轮式拖拉机、沃得
轮式拖拉机、大疆植保无人机、柳菱插秧机和
微耕机等农机设备30余台。据了解，该县各
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基层供销社负责人和

“新农人”代表100余人现场观摩机耕、机种、
机插、机撒等水稻种植全程社会化服务流程。

通讯员 熊波 摄

□周光辉

近日，笔者在梁平区荫平镇新拱桥村
的水稻种植基地看到，种粮大户吴立夫正
娴熟地驾驶着耕田机在水田中来回耕作，
机声隆隆，所过之处，留下一片平整松软
的田地。

今年44岁的吴立夫是荫平镇三坝村村
民，此前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在外务工。看到
国家对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发展越来越重
视，出台了一系列好政策，2016年，吴立夫积
极响应号召回到家乡，成立重庆谷霸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开始发展规模化水稻种植。
短短几年时间，靠着勤劳的双手和坚韧的毅

力，吴立夫成了有名的种粮大户。如今，敢
闯敢干的他还不断“升级”，成为了新型职业
农民的代表。

“刚开始种植了110余亩水稻，现在种植
面积已经翻了10倍，达到1000余亩，这还得
多亏高标准农田的建设。”回忆起自己的种
粮历程，吴立夫感慨万千。

近年来，随着“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
略的深入实施，荫平镇积极推进高标准农田
建设，吴立夫抢抓机遇，在高标准农田里走
出了新“稻”路。

“通过耕地集中连片整治，‘小田’变‘大
田’，形成了田成块、地成形的标准化农田，
土壤改良和粮食稳产有了保证，而且从耕

田、插秧到收割全程机械化，极大地提高了
生产效率。”吴立夫说，改善农田灌溉及耕作
条件，昔日的“望天丘”变成了如今的“高产
田”。2022年，吴立夫种植水稻1050亩，其
中高标准农田500多亩，总产量65万公斤，
收入也翻了倍。

尝到了高标准农田带来的好处，吴立夫
种粮的积极性越来越高，种植规模也逐年扩
大。今年，他采用“稻油轮作”的方式在荫平
镇拱桥村、七斗村、三坝村、柳荫社区4个村
（社区）种植了1200余亩水稻，其中高标准农
田600余亩，预计产量可达到70万公斤，实
现产值160万元。

在吴立夫看来，要想种好粮、多产粮，就

得继续发挥规模经营优势，利用好现代农业
科技，精细化管理农田，提高粮食产量和质
量，守好“米袋子”安全。

自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重庆谷霸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还积极为当地种粮大户、散
户提供机耕、机插、机防等社会化服务，耕田
机、插秧机、植保无人机、烘干机轮番上阵，
整个春耕播种过程实现机械化作业，高效又
便捷。

对于未来，吴立夫充满信心。“作为一
名新型职业农民，我要把重庆谷霸水稻种
植专业合作社发展好，走规模化、机械化、
现代化农业之路，为乡村振兴贡献力量。”
吴立夫说。

□谭显全

近日，在大足区宝顶镇铁马村的山坡上，油菜籽已到
收割季节，村民罗登碧在收割时，脸上露出了喜悦之情。

“2022年土地整治之前，铁马村的这1000多亩地都
是荒山荒地。”当天，正在现场指挥收获油菜籽的大足区
毛坪坡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陈治军说，“当时山
坡上遍地野草，而且道路也被杂草覆盖，山坡上的村民没
有收入来源，只有靠外出打工挣钱。”

2022年，宝顶镇党委政府在实施乡村振兴中，聚焦
产业发展，结合铁马村里山坡多的实际，将村里坡顶闲置
的近1000亩土地有机整合，多方筹措150万元，通过小改
大、坡改平宜机化整治，把原本“小零散”式的撂荒土地，
整治成为适合油菜、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的“金坡银
地”，有效种植面积增至1250亩。

为了大力发展油菜、大豆、玉米轮种产业，宝顶镇党
委政府创新产业模式，引导村里成立毛坪坡农作物种植
专业合作社，将铁马村1250亩土地流转整治成“金坡银
地”。还与重庆双福油脂有限公司开展深度合作，采取

“公司+合作社+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示范推广油菜、大
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采取夏秋季种植大豆、玉米，冬春
季种植油菜的模式，有效提高土地产出率。

“这是铁马村首次种植的‘庆油3号’优良油菜品
种。”毛坪坡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技术员吴勇说，“今年
虽然山坡面临干旱，但由于油菜品种好，平均亩产也能达
到150公斤左右，是一个丰收年，预计油菜籽产值收入达
到140万元。这几天趁着天气良好，正在运用机器加紧
收割。”

铁马村大力发展油菜、大豆、玉米轮种产业，在推进
乡村振兴中，让“荒坡地”喜变“金坡银地”，为村民带来福
音。52岁的姚用珍，收割油菜籽，为机器添料，每天收入
100多元。魏朝彬在田间地头忙碌，每天收入120元。如
今，铁马村30多名长期务工人员，去年土地流转和务工
增收达到20多万元。

□李慧敏

“刘诗菊，股权证一本。”“刘德久，这是
你家的股权证。”近日，在铜梁区侣俸镇保乡
村踏水桥“铜心小院”，一场特殊的院坝会正
在举行，村党支部书记张文峰大声地念着名
字，手里一摞“红本本”格外显眼。

听到自己名字刘德久几步走上去，
伸手接过红彤彤的股权证书，笑得喜气
洋洋。

袁成忠、刘骁、向以松……张文峰每念
一个名字，大家就鼓一阵掌，现场气氛热
烈。拿到股权证的村民们个个喜笑颜开，翻
开每一页仔细查看。

拿到证，就等着年底分红了。股权证就
相当于存折了……村民们你一句我一言，脸
上的笑容格外显眼。

据了解，自2022年，铜梁区在引导社会
资本参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上进行新探索，
按照“基层组织引领、工商资本进村、公司治
理赋能、综合经营增效、整村推进共富”思
路，开展“巴岳农庄”建设试点。该区侣俸镇
的文曲、保乡、石河、水龙4个村被纳入首批
试点建设范围。

在此过程中，以村集体经济组织为主
体，与社会投资人搭建股权平台，实行公司
法人治理，将所有资源要素投入量化作价
形成权益，并在最终分配中得到价值体现，

让社会投资人看得清投入转化逻辑、可开
展财务量化评估、能进行机会投资决策，推
进国有农业公司混改，参投农村集体经济
组织。

按照这一思路，4个村和铜梁国有公司
重庆龙裕城乡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共同组建
铜梁巴岳农庄侣俸现代农业公司。和以前
只能以土地入股不同，有地成员用土地入
股，无地成员可用资金入股，村集体用闲置
资产入股。分红方面，采取“保底分红+效
益分红”的方式，村民土地入股保底收益不
受巴岳农庄股份公司盈亏影响，在集体经
济产生利益时村集体内部二次分红。为确
保本村群众利益，以资金方式入股的只能

是本村村民，且入股金额不得超过全村平
均数。

“‘巴岳农庄’所涉及的村都召开了资产
入股村民代表大会，对每户居民资产入股和
分红模式形成了决议。每个村的可用资产
也都进行了清理摸排、建立台账。”侣俸镇副
镇长孙贤菊介绍，此次颁发股权证书，就是
让村民成为有“身份证”的股民，更好地保障
集体经济成员的利益。

据了解，侣俸镇“巴岳农庄”股权证发放
涉及4个村4000余户村民，其中保乡村近千
户。股权证发放将按照相关执行方案持续
进行，确保一户不落，一本不差，确保集体经
济“赚”了钱，集体经济成员来分享。

梁平“新农人”走出新“稻”路

铜梁：巴岳农庄建设热 村民喜领“股权证”

涪陵：“巴蜀美丽庭院”完工
乡村旧貌换新颜

大足：“荒地”变“金坡银地”
千亩油菜籽获丰收

双桥社区镇级帮扶工作队在清除安全隐患。 隆太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