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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郭扶镇：网格治理
让群众幸福“满格”

本报讯（记者 谢佳洁 通讯员 危云湘）基层治理如
何精细化？服务群众如何精准化？今年以来，綦江区郭
扶镇坚持党建统领，以网格化管理为抓手，推动重心下
移、力量下沉。

目前，郭扶镇建立了81个微网格，已处置各类矛盾纠
纷、群众诉求等问题78个，收集各类信息数据3000余条。

“网格化管理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举措，我们结合
各村（社区）实际，构建扁平化的基层治理组织构架，制定
了高效的问题事项交办流转机制，400余名干部和社会
力量根据任务清单全覆盖走访，化解网格内的矛盾、问
题，为更好地搜集群众意见建议、掌握群众所想所需、解
决群众急难愁盼奠定了良好基础。”郭扶镇党群办负责人
如是说。

实施网格化治理以来，郭扶镇建立了81个微网格，
每个微网格按照“一长三员”的要求配备专业网格力量，
180 余名社会力量配合镇、村和社区干部开展网格工
作。各村（社区）分网格开展网格治理动员会，通过宣传
动员凝聚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强大合力，保障网格化管理
服务工作有序运行。

在工作开展过程中，龙泉村微网格长杨中模谈道：
“我当微网格长以来，累计走访了90余户村民和游客，发
现并上报了问题3个，紧急程度一般的问题镇上两天之
内就指导我开展工作，大大提高了我们问题排查和解决
的效率，也让村上的工作开展起来更加得心应手。”

“之前下雨，我家屋旁边的水泥路出现很多泥石，又是
很急的陡坡，开车和走路有不小的风险。我就及时给网格
长打电话，第二天就有几个网格员来清理排险，效率很高。”
龙泉村村民倪祥波对网格治理这一便民事项相当认可。

“四好农村路”为沙坪坝乡村振兴赋能

□通讯员 何帆

秋色宜人，金穗飘香。走进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一
幅美丽的乡村画卷映入眼帘。平坦洁净的乡间小路蜿蜒
伸展，别致雅静的农家小院错落有致，广袤的稻田阡陌纵
横，俨然一幅秋意盎然、生机勃勃的美丽“丰”景。

“稻香秫熟暮秋天，阡陌纵横万亩连。”牛皇村的高标
准农田稻浪滚滚，这里田成片、路相通、渠相连，处处涌动
着浓烈的黄、灵动的绿，跳跃着丰收的乐符。从高空俯
瞰，以稻田为纸、水稻为墨的“稻田画”在田间铺展开来，
勾勒出壮美的丰收景象。

小青瓦、灰屋脊、白墙壁、三角檐，一幢幢洋溢着乡土
气息的巴渝民居点缀在青山绿水间，用鹅卵石和松木铺成
的栅栏格外显眼，前庭干净整洁、繁花似锦，后院湖光山
色、瓜果飘香，浓浓的田园牧歌式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美丽的庭院在这里随处可见，老院子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改造后的聚居地屋内窗明几净、院坝干净整洁、观
景亭闲趣别致，美丽乡村点亮了村民的幸福生活。

充满巴渝民居特色的礼朝屋基更是牛皇村的一大亮
点，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乘着乡村旅游的东
风，农家乐、特色民宿开得红红火火，李氏农家、遇龙湾、
渔园等都在当地小有名气。水果采摘、彩色稻田钓鱼、农
耕文化研学、露营基地、特色民宿、自行车环道骑行等旅
游体验项目深受游客喜爱。

乡村美、民风淳、产业兴。一幅村民生活更殷实、特
色产业更兴旺、新风文化更繁荣、绿色生态更优美的新画
卷正在这里徐徐展开。

渝北：秋色美如画
一片好“丰”景

□通讯员 何虹利 裴梓臣

从沙坪坝东部城区出发，一路向西，至
城市渐隐、青山合围，一条条“四好农村路”
环绕于山间、腾跃于河谷，在沃野田畴中一
路延伸，拉近城市与乡村距离，也为乡村振
兴赋能提速。

在沙坪坝区回龙坝镇回龙坝村，水清岸
绿的梁滩河流淌而过，崭新的柏油路上，村
民饭后悠闲地散步聊天……

“你看，我们村现在多漂亮，是不是有点
‘花园村’的感觉。”说起家乡的变化，回龙坝
村党委书记申杰宇有感而发。前些年，村里
的公路虽然硬化了，但全是水泥路，夏天灰
尘特别多，加上村里既没有垃圾站，也没有
污水排放沟，汛期一来，公路上污水横流。
别说城里人来乡村旅游，就连村民也不愿意
待。“现在，你再看看我们村，出门就是沥青
路，沿路还新建了排水设施，方便又舒适，大
家闲下来都喜欢沿路散步或者到文化大院

‘打个堆’。”
这些年，回龙坝镇抓住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及村庄清洁行动契机，将爱路护路、乡村
环境整治纳入村规民约，实施大杨路、四碚

路等沿山、沿河农村公路景观提升36公里，
安装太阳能路灯200余盏，建成乡村驿站、
土货市场5个，完成44户沿山农房风貌改
造，完善供电、自来水、垃圾站、污水处理、监
控等基础设施，“以点带面”改善提升村容村
貌，群众的生活越过越幸福。

公路两侧，在当地村干部带领下，群众
持续对公路沿线的垃圾、乱堆乱放、乱搭乱
建等进行整治，极大改善了农村公路环境。
路域环境好了，村民从畅安舒美的出行中感
受到了环境改善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更
加自发地对房前屋后进行规整，更加主动地
参加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

路要建得好，还得养护好。“为了养好公
路，我们落实农村公路‘路长制’，组建了15
人的公路管护网格员队伍，每天进行公路巡
查，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上报和解决。”回龙坝
镇农村公路管理人员介绍。同时，各村积极
引导广大群众自觉护路管路，营造良好的养
护管理氛围，实现农村公路常态化管、护、
养。近年来，回龙坝镇先后获得市级“四好
农村路”示范乡镇、“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等荣誉30多项。

而丰文街道三河村，原本是沙坪坝区一

无农特产品、二无文旅资源、三无新兴产业
的“三无”村。随着盐堰路的改造投用，才
三四年时间，便摇身变成了市民朋友难得
的走出城市喧嚣、寻觅乡野风情的“文化宝
地”。全长9.8公里的盐堰路，沿线串联了
三河村缙泉烧、远山有窑、渡兰居、萤火谷、
三合美术馆等文旅项目，打造出乡村旅游的
强劲引擎。

远山有窑，是复合型文化体验休闲空
间，每到周末总是挤满前来打卡体验的
人。“早些年，我们店可谓是‘藏在深山无
人知’，你看现在生意这么红火，其实跟
盐堰路的提升改造密切相关。”远山有窑
老板介绍。

盐堰路原道路状况“病害”较严重，弯多
坡陡，路面狭窄约 4~5 米宽……2018 年开
始，沙坪坝区将“四好农村路”建设作为助推
乡村振兴的突破口，盐堰路也在这一期间迎
来了“升级”，全线进行了线型优化，不仅将
路面宽度扩宽至8.5米，铺设了沥青，增设了
安防、太阳能路灯、排水设施，还增设了公交
车站和公路服务站点。

随着公路通行条件和路容路貌的显著
改善，三河村以盐堰路为纽带，一方面盘活

闲置资源资产，引入三合美术馆、伴山漆等
艺术产业项目；一方面推动三河村缙泉烧、
渡兰居、萤火谷等产业基地提档升级，让新
农村的“文艺范”越来越足，进一步促进山路
变风景、车流变导游、乘客变游客。据统计，
三河村年接待游客从2018年5万人次/年提
升到如今超过 30 万人次/年，收入达到
197.46万元/年。三河村的名声越来越响，飞
出“山窝窝”，成了“金凤凰”，吸引了川渝两
地乃至全国的目光，先后荣获“重庆市首批
美丽宜居乡村”“重庆市乡村旅游示范村”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等称号。
通过“四好农村路”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挖掘沿线生态、文化及产业空间资源实现蝶
变重生。盐堰路是沙坪坝区“四好农村路”
建设的缩影，近年来，沙坪坝区结合区内灿
若湖耕读研学、三河村艺术家村落、缙云文
创研学等文旅资源产业布局，投入资金6亿
元，进行“四好农村路”提升改造，打造了中
井路、盐堰路、缙云山环道、青凤路等10条特
色产业和乡村旅游示范线路，不断发挥以路
聚产的功能，做深路产融合，让一个个偏僻
山村焕颜重生，逆袭为现代都市中的“诗意
田园”。

黑胡椒喜欢富含有机质的酸性土壤。种植前，应在
种植区域下沉15~20厘米并加入适量的有机肥料。在种
植过程中，每月必须施加足量的肥料。

种子选择：可以使用整颗黑胡椒果实进行种植，也可
以使用黑胡椒的插枝进行繁殖。插枝应该包含至少一对
叶子和一个芽。如果使用黑胡椒的种子种植，应该在发
芽前将其在水中浸泡24小时。

种植和排列：黑胡椒种植应该在温暖的季节进行。
作物应该在树上进行绑定，并定期在作物周围铺上肥
料。黑胡椒应该种植在有伞形树冠的树木上，并与其他
作物保持适当距离。

病虫害管理：黑胡椒在遭受病虫害攻击时表现得非
常敏感。主要害虫有白粉虱、蚜虫和飞蛾。为了保持黑胡
椒的生长和健康，应该定期检查黑胡椒的叶子和果实，并
将受到污染的部位及时移除。 （本报综合）

□李波

近日，首批来自大足区的人工养殖南
美白对虾在盒马上市。该基地通过培育
类似海洋的封闭生态系统，实现海虾的规
模化、封闭式养殖，把海虾的产地缩短了
1000多公里，让重庆市民吃上了安全、鲜
活的海虾。

“长期以来，川渝市民吃的海虾，主要
从广东湛江、广西北海、江苏连云港等地长
途运输而来，不仅运输成本高，虾的活度也
不可控。”盒马重庆采购总监李多思介绍，
鲜虾在长时间的运输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变
弱或死亡的情况发生，再新鲜的虾，在经过
漫长的旅途过后都会失去自身的活力，没
有了消费者追求的“肥美度”。

为了让自己吃上真正新鲜的海虾，也
为了让重庆市民吃到真正新鲜的虾，定居
重庆的江苏人宦国新决定在山城重庆造海
养虾。

山城没有“海”，如何养“海虾”？“内陆
养殖海鲜一般采用‘海水养殖’模式。人工
调制海水不难，但如果只靠换水养殖，平均
养500克虾的换水量要达到50吨，简直天
方夜谭。”为此，宦国新花费6年时间，钻研
出生物絮团技术。该技术通过为人工海水
添加微生物，有效去除养殖水体中的粪便、
残饵等颗粒物，形成生物循环系统，相当于
打造了一个封闭的海洋生态系统。

此外，为达到生态平衡，养殖过程不能
添加任何抗生素，同时养殖“海水”可以循
环使用，无任何排放，不会对外部环境造成
污染。目前，该项目已连续两年通过BAP
（全球最佳规范水产养殖认证）及NSF（国
际无抗生素产品认证）。

2019年，多方考察过后，宦国新在大安
农业园区创建大足区零抗水产有限公司。

走进大足区零抗水产公司的养殖基
地，2000平方米的封闭厂房内，分布着近百
个虾塘，虾苗们自由游弋在30℃的“温泉”
中，空气中弥漫着海的味道。

“这就是我花费数年在重庆造的海。”
宦国新介绍，这片海从3年前第一批虾试
验性出塘，到现如今形成稳定规模，“基本
上每天保证出虾100~150千克，年产鲜虾约
5万千克。”

“大足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桥头堡
城市，区位优势显著，处于成渝两地中心节
点，分拨两地都有天然的交通优势。最快
一个半小时，鲜虾便能从池塘到餐桌，让川
渝市民体验鲜活的虾。”宦国新说，养殖基
地预计明年产能可达15万千克，供应成渝
两地30多家盒马门店，实现两地市民的吃
虾自由。

大足区零抗水产公司的成立也带动了
周边村民致富增收。村民沙子谷已经
在养殖基地工作了两年，主要从事

投料工作，除了有一份稳定的工资外，沙子
谷家里的4亩地也全部流转给了基地。每
年流转的费用按当年谷子的市价支付，一
次性流转了30年。

“有土地流转的费用，还有工资。”沙子
谷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工作不累，离家
还近。”

“当前，我们正在从事稻虾共生养殖
试验。”宦国新介绍，为了带动周边农户致
富增收，未来基地将在周边大面积推广稻
虾共生养殖。“我们提供技术和种苗，
农民按照要求进行养
殖，最终我们统一收购
出售。”

大足大足：：让鲜活让鲜活““海海””产跃上餐桌产跃上餐桌

石柱：新乐乡发展“三小产业”激活乡村发展“新动能”
□通讯员 隆太良

近日，在石柱县新乐乡，村民在房前屋
后栽种的山奈、石菖蒲、黄精，用新鲜玉米为
原料在作坊里忙着酿酒。用玉米和酒糟圈
养的生猪膘肥体壮……

“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种植有食
药两用的山奈、石菖蒲中药材共3亩，既美化
了环境，又在4年后亩产量达到了5000千克左
右。”谈到通过“小种植”发展庭院经济的收益，
家住新乐乡新建村新房子组的村民说个不停。

近年来，新乐乡结合地处深山无法规模
化发展产业的实际，以“庭院+特色种植”为
载体，引导在家群众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

地，通过发展山奈、石菖蒲、黄精、贡菊等“小
种植”产业，持续推动“庭院经济”发展，让村
民将家门口的“巴掌地”打造出“增收园”，托
起了广大村民的“致富梦”。

今年以来，新乐乡发展以山奈、黄精、贡
菊为主的中药材庭院产业共3000余亩。时
下，走进该乡的农家小院，原先杂乱无章的空
地，摇身变为充满希望的“黄金地”。

“近两年来，在乡党委政府的引导下，通过
自繁自养，我家每年要出栏肥猪20头，每头生
猪的重量在200千克左右。”新乐乡新建村谭
安营组的村民谈及养殖生猪脸上乐开了花。

新乐是一个高海拔乡，种植高山玉米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家村民每年种植玉米

2300余亩，为拉长玉米产业链条，促进资源
转化增值，该乡以“庭院+生态养殖”为抓手，
在做好环保工作的前提下，大力发展庭院生
猪、肉牛养殖产业，探索出了发展“小养殖”
产业的惠民路。

如今，该乡通过大力发展特色养殖庭院经济，
让越来越多的农民品尝到了增收致富的甜头。

入秋以来，行走在新乐乡的村组院落，成
堆的玉米映入眼帘，不时还能闻到醉人的酒
香。“我家的小酒作坊每年酿制的玉米酒有3
万千克左右，酒的质量好，销路也好，再将酒
糟用来养猪养牛，收入非常可观。”九蟒村斑
竹湾组村民说道。

新乐乡着眼资源循环利用，当地部分群

众以玉米为原料酿造白酒，利用酒糟规模化
养殖生猪和肉牛，用猪和牛的粪便种植玉
米，再将玉米用于酿酒，并将玉米秸秆用来
制作青贮饲料和饲养肉牛，通过资源循环利
用，实现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双赢。

如今，新乐乡培育的酿酒作坊有8家，
每年生产白酒100余吨，通过发展“小作坊”
产业，助力玉米产业和养殖产业配套发展，
让广大村民获得了实实在在的收益。

小种植、小养殖、小作坊，串联了起具有
新乐乡特色的庭院经济发展新模式，蓬勃兴
起的“庭院经济”推动该乡的农家小院变成

“致富院”“幸福院”，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了有力支撑。

日前，以“庆丰收·促和美”为主题的重庆
市2023 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丰都主场开幕式
在包鸾镇花地堡村举办。开幕式表彰了“十
佳新农人”和“十佳共富农场”并举行“礼赞丰
收·振兴乡村”大型实景文艺演出。各乡镇
（街道）组队参加“和美乡村健康跑”，举办“赏
非遗·庆丰收”非遗项目展演和水稻收割比
赛、龙狮表演赛、厨娘厨艺比赛等活动。

熊波 摄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金秋九月是丰收的季
节。

为切实做好秋季收割，近日，万州区恒合乡组织“助
农科普”志愿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抢抓农时、助农
增收”志愿服务活动，帮助群众收割，打消群众收割难、颗
粒掉田顾虑，确保颗粒归仓，解决农民群众后顾之忧。

志愿服务队翻山越岭解民忧。水口村一村民家中的
水稻已经熟透，眼看就要掉落田地却无人收割，村民心急
如焚。志愿服务队了解到村民家中情况后，立即安排队
员前往帮扶。收割结束后，村民的眼里噙着泪水，双手紧
紧握住志愿者的手哽咽道：“要不是大家来帮忙，我真的
担心今年收不到粮食。”

志愿服务不喊累，齐心协力为人民。志愿服务队队
员纷纷表示，作为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不喊累是应该的，为
民解忧也是应该的。经过一天的奋力收割，志愿服务队
共帮助4户群众收割15.6亩稻田。

此次志愿服务活动的开展，帮助农民群众解决了
劳动力缺乏的实际困难，使稻谷粮食及时收割，让群众
放心。志愿者们表示此次活动不仅服务了群众，还拉
近了他们与群众的距离，希望以他们微小的力量，助力
恒合乡乡村振兴。

（万州区恒合乡供销社供稿）

抢抓农时 助农增收
万州区恒合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