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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近日，云阳县高阳镇建全村保供基地里的蔬菜进
入采收期，俯瞰田间一片翠绿。

高阳镇建全村蔬菜保供基地依托建全村返乡创业
人员郑志福家庭农场扩建，目前建成的蔬菜总面积在
50亩以上，种植有菜心、空心菜、黄瓜等十多个品种，
蔬菜年产量 50万公斤，每年毛收入有上百万元，带动
当地20多名农户就业。

基地采取“村集体+家庭农场+农户”的利益联结
机制，建全村经济联合社与高阳镇郑家蔬菜种植家庭
农场合股经营，由家庭农场主郑志福负责实际经营，经
济联合社以大棚入股参与分红，头两年每年保底分红
5万元，两年后在保底分红5万元的基础上外加利润的
10%进行分红；52户农户以 43亩土地入股参与分红，
头两年每年每亩保底分红 500元，两年后在保底分红
的基础上外加10%的利润分红。

潼南：“四化”同步擦亮农业“芯片”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种业是保障

粮食安全的源头。近年来，潼南按照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大力实施现代种业
提升行动，通过政府引导、企业主导、特
色先导，坚持基地发展规模化、种业种源
科技化、制种全程机械化、主体培育多元
化“四化”同步，种业发展取得较好成效。

1万平方米连栋温室、1.6万平方米
蔬菜大棚、100余亩标准化示范种植展
示区……这是位于潼南区的重庆科光种
苗中心。

为促进农业科技成果转化、落地，潼
南区引进重庆科光种苗有限责任公司在
潼南修建种苗中心，依托市农科院技术
支撑，已生产、推广各类蔬菜、糯玉米品
种 100余个，年均转化科技新成果 10余
项。目前，该公司已经拥有独家开发的
渝粉、红帅系列番茄，渝椒、艳椒系列辣
椒，燕白黄瓜、春帅丝瓜、蜜宝南瓜系列
瓜类等科研成果。

“通过发展茄果类、瓜类、十字花科
类蔬菜集约化育苗，我们在蔬菜越冬育
苗、早春育苗、伏夏育苗等方面积累了丰
富经验，打造了嫁接茄子、嫁接番茄、嫁
接苦瓜等特色产品。”科光公司技术总监
钟建国介绍，中心每年可培育各类优质
蔬菜种苗达 5000余万株。同时，通过

“优良品种+优质种苗+绿色高效栽培技
术”的集成推广模式，该中心还向渝遂绵
蔬菜产业带的蔬菜生产企业、种植大户
等提供品种选择、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
等全程技术跟踪服务。

除了蔬菜，潼南还聚焦粮油、柑橘、水
产等特色农业产业，大力推进种业高质量
发展。目前，油菜制种面积达3.2万亩、产
量超过280万公斤，选育“庆油3号”“庆油
8号”“渝油28”等油菜种子质量达到国标
一级种，今年被认定为国家级油菜制种大
区。依托柠檬种苗繁育中心，提档建设柠
檬脱毒育苗基地240亩，培育柠檬、枳壳以
及爱媛38、明日见等各类柑橘种苗，年提

供良种接穗200余万枝，可为全市及周边
省市提供安全可靠种苗。

“水陆”同行，潼南的特色产业越来越
丰富。水产行业上，潼南是全国鳜鱼繁育
基地、西南地区水产苗种主要生产基地之
一，建有神禹水产引育种基地，基地年生
产鳜鱼、白乌鱼、黄颡鱼、虾类以及四大家
鱼等名特优新品种鱼苗5亿余尾。此外，
潼南拥有全国最大的桑树品种资源库，蚕
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西南大学等常年在潼
南区蚕桑基地开展蚕桑新品种试验示范、
桑树草本化种植试验等科研活动。

引进种业企业，搭建科创平台。华
智生物种业项目、中一种业粮油育苗项
目、三千种业蔬菜育苗项目、种苗科技示
范基地改造提升项目……今年 4月 28
日，潼南召开乡村振兴招商引资推介暨
重大项目签约活动，与多家种业企业达
成合作，将围绕“育繁推一体化”发展、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应用以及种业基地、创

新平台、重点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共同
推动潼南现代种业体系做大做强。

目前，潼南区已有制种龙头企业 9
家，带动发展各类制种专业合作社12家、
家庭农场28家、制种农户3042户。通过

推广“公司+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生
产模式，健全公司租赁、大户承包、土地
入股等利益联结机制，稳步提升制种效
益，制种农户亩均增收超 1000元，其中
173户低收入农户户均收入达7300余元。

6月 29日，重庆市种业振兴行动推
进会在潼南区举行，部署推动全市现代
种业发展重点工作，提出在2030年将重
庆全面建成西部种业高地的目标。

推进会明确，今后一段时期，我市将
突出全产业链、市场化“两个导向”，聚焦
稳粮保供、提质增效“两个重点”，加快种
业振兴，筑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种
业根基，全力打造西部种业高地。

这一目标将分三个阶段实现：到
2023年，种质资源普查任务全面完成，
一批种源关键核心技术取得突破，种业
振兴的基础更加牢固；到 2025年，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体系基本建立，农业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育种联合攻关取
得新进展，农业供种保障能力明显提
升；到2030年，种业振兴实现做大做强，
农业种质资源实现应保尽保，核心种源
自给率和市场竞争力稳步提升，西部种
业高地全面建成。

市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确保目标如期实现，我市将深化实施种
质保护、创新攻关、企业扶优、基地提
升、市场净化“五大行动”。

在种质保护方面，加强对种质资源
家底的摸排，做好收集保护并及时鉴定，
让重庆特色农业种质资源应收尽收，应
保尽保，并争取用10年时间将农作物资
源、畜禽品种鉴定比例分别提高到60%
和70%，夯实现代种业发展的根本。

在创新攻关方面，将以整合资源为关
键，推动组建“跨部门”的科企研联合体、

“跨学科”的多学科联合攻关机制、“跨区
域”的合作机制，力争培育15个以上突破
性新品种，并争取在基因编辑、分子育种
等前沿生物育种研究和应用上赢得先机。

在企业扶优方面，将以培育、引进、重
组为路径，培育2家以上全国有影响力的
骨干种业企业，优化种业资源配置和种业
企业布局，打造一支现代种业领军队伍。

在基地提升方面，通过建设一批种源
繁制基地，实现柑橘、榨菜、生猪、油菜、水
稻等大宗农产品种源供种能力明显提升。

在市场净化方面，将从加强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品种管理、种业执法监管方
面，为种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重庆将实施五大行动 全力打造西部种业高地

避暑高峰来临

各区县推出“潮汐式”医疗援助

6月29日，记者从市卫生健康委获悉，暑期避暑高
峰来临，我市推出“潮汐式”医疗援助，方便避暑群众就
近获得医疗服务。

据了解，目前，石柱黄水、武隆仙女山等景区人数激
增，就医需求也相应增加。为此，市卫生健康委印发了
《关于做好2022年避暑景区暑期“潮汐式”医疗援助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在暑期避暑期间，
根据景区人流变化情况，统筹辖区医疗资源，抽调医务人
员和必要的医疗设备，加大景区医疗机构帮扶力度。

按照计划，在 7月 1日前，各区县将结合景区医疗
机构实际情况，重点选派急救、老年、儿科、呼吸、消化、
心脑血管等方面医务人员驻点帮带，并调配救护车（监
护型）等急诊急救设施设备。

7月 1日—8月 31日，对黄水、仙女山等人流量大
的避暑景区，市卫生健康委通过整合市级优质医疗资
源，采取市级医院专家驻点帮带方式，抽调重医附一
院、重医附属儿童医院、市人民医院、市中医院、重医附
属口腔医院、市中医骨科医院专家驻点帮扶仙女山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和黄水镇卫生院。

日前，璧山高新区管委会组织辖区外贸企业召开
璧山公用型保税仓运营培训会，这标志着该区首家公
用型保税仓库正式投入运营。这意味着以后璧山区企
业在家门口就能提取进口物资。

过去，璧山的企业提取货物时需前往西永、两路、
江津等地的保税仓。为方便高新区内企业开展保税业
务，经重庆海关同意，璧山高新区在辖区内设立了保税
仓库，该保税仓主要依托西永综合保税区，由西永海关
直接管理，开展保税业务。

该仓库建筑面积2300平方米，可向璧山区内进出
口企业提供保税仓储服务，将持续结合区域产业优势，
重点发展保税加工、保税物流、保税维修等产业，更好满
足货物中转和储存的需要，真正降低企业营运成本，提
升企业国际贸易抗风险能力，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发展。

“对企业来说，最大的好处是缓税优惠，目前，保税
仓库进仓费为18元/单，出仓费为18元/单，仓储费为大
于等于 1吨·立方的，按重量体积计费，计费标准为 2
元/吨·立方/天；小于1吨·立方的，按件计费，计费标准
为 1.5元/件/天。”璧山高新区管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试运营期内（暂定 1 年）保税仓库还将执行优惠收
费，费用为原价的6折。

璧山

首家公用型保税仓库投用
□ 璧山报记者 曾青龙

近日记者获悉，江津区花椒综合交易市场自6月6
日开市以来，销售持续“火热”，高品质的江津花椒吸引
全国各地客商前来收购。截至 6月 28日，该市场已成
交干花椒6400余吨，保鲜花椒5000余吨。

当天，记者走进位于先锋镇的花椒综合交易市场，浓
郁的花椒香味扑面而来。整个花椒综合交易市场十分热
闹，几十台花椒筛选机“轰隆隆”地运转着，将花椒和花椒
籽分离开来。不少商贩正在椒农的摊位前挑选着自己中
意的花椒。市场内停放着许多悬挂外地车牌的大货车，
一袋又一袋的青花椒正忙着装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江津区是著名的“中国花椒之乡”，种植花椒的历
史悠久，花椒不仅是江津农业产业的重要支柱和农民
收入的重要来源，更是重庆农业的四大“名片”之一。
近年来，该区从良种繁育、科学种植、精深加工等方面
发力，推动花椒产业高质量发展。

江津

花椒综合交易市场
成交干花椒6400余吨
□ 江津日报记者 王鹏 通讯员 苏俊杰

□ 潼南日报记者 朱杨 文/图

□ 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云阳

蔬菜基地迎丰收
□ 云阳报记者 谭启云 汪婷婷 文/图

6月22日，万盛经开区关坝镇凉
风村，荷花相继绽放，吸引不少游客
赏荷游览。

万盛在采煤沉陷区治理中，把生
态治理和产业发展结合起来，大力发
展水果种植、生态鱼养殖等特色产业
和乡村旅游，形成“山上绿屏、半山绿
果、山下绿水”的绿色空间，推动生态
产业化，带动群众增收致富，昔日的
矿区成了远近闻名的生态旅游村。

重庆日报特约摄影 曹永龙/视
觉重庆

翡翠荷塘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科光种苗番茄培育大棚。

□ 渝中报记者 晏艳辉

保基本、兜底线、优服务、惠民生……
日子一天比一天舒坦，这是生活、工作在
渝中居民的共识。

近年来，渝中区紧紧围绕建设“四
化”现代都市、打造“四区”首善之地，坚
持以提升为民、便民、安民服务功能为出
发点，以服务精细化精准化为目标，持续
提升基层服务水平和治理能力，创新打
造“渝中怡家”社区综合服务体，切实增
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据了解，为解决社区服务空间被挤
压，社区服务“专业度、精准度”不高，居
民“认同感、归属感”偏弱等社区管理服
务难题，该区提出打造“渝中怡家”社区
综合服务体，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城
市社区治理新路径。

“渝中怡家”，顾名思义，寓指“渝中
一家人”，是依托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升级
重构的社区综合服务体，其功能复合齐
全、环境亲民和谐、服务便捷高效，全方
位满足居民从生活照顾到精神关爱的系
列需求，既是公共空间、服务场所，更是
党建阵地、治理平台。

兼具便民温馨特质
社区打造幸福美好空间

通透、开放式的空间，暖色系的灯
光，宽敞、明亮的办事服务区内沙发、圆
桌、茶几、书架等家具温馨整洁，养眼的
绿植花卉也是应有尽有……在解放碑街
道沧白路社区，墙上各类规章制度、标

语、标牌被电子屏代替，整个空间极简大
气，这里是集书吧、展厅、剧场、舞台、文
化沙龙于一体的社区服务阵地。

“升级后的社区很漂亮，在社区办完
事，还可以坐下来喝杯茶，翻翻报纸、看
看书，很是惬意！”蒋婆婆觉得现在的沧
白路社区有了“家”的味道。

拆台子去机关化、摘牌子去形式化、
腾房子去办公化，渝中区按照“办公场地
最小化、服务阵地最大化”原则腾退空
间，将社区办公面积控制在 10%以内，
节省空间全部用于增加群众活动场所，
提供教育、养老、医疗、文体、休闲等各
类服务。

有了充足的空间与力量支持，社区
走上探索特色化之路，“各展身手”“各美
其美”，因地制宜设置起“小微驿站”“四

点半课堂”“老年大学分校”“社区食堂”
等，持续开展“邻居节”“小小规划师”“梦
想课堂”“青春联谊”等特色活动，更引入
社会力量，推出咖啡、健身、茶艺、养老等
服务品牌和项目，满足社区居民多层次
需求，让“渝中怡家”成为居民“愿进入、
愿参与、愿共享”的社区美好家园。

社区工作者上门又上心
服务群众更有温度

社区“面子”焕新，“里子”也要兼顾，
服务升级是必经之路。

“我不是在去居民家的路上，就是刚
从居民家回来！”七星岗街道领事巷社区
工作人员吴勤笑着说。

为让社区工作人员变被动“坐等服
务”为主动“上门服务”，渝中区“三上三
清”服务机制应运而生，即“上门”做到民
情清楚，“上路”助推环境清爽，“上心”保
持干群“清亲”，社区工作人员带着感情
服务群众，主动作为、靠前服务，真心实
意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

服务机制是基础，队伍整合打辅助，
服务要做好，人手不能少。于是，区级力
量下基层、街道力量上一线、社区力量挑
大梁、辖区力量作补充，不仅配齐配足
1360名社区工作人员，更积极组织动员
辖区老党员、热心群众，整合发动社会单
位、业委会、专业社工、社会组织、志愿者
等力量，协助社区抓好管理和服务，让

“最小单元”凝聚“最强力量”，变社区单
打独斗为攥指成拳，确保“渝中怡家”有
人办事、能办好事。

“党建引领+居民自治”
赋能社区品质发展

“我家是整个小区第一户拆雨棚
的！我要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让更多
居民知晓小区改造后为我们带来的安全
便利，让大家生活得更好！”在老旧小区
改造之初，位于石油路街道的医学院路
小区内质疑声不断，热心肠的老党员李
淑英主动加入小区楼栋党小组，挨家挨
户讲政策、摆道理，针对性地化解矛盾，
打消居民顾虑。

由民乐村社区党委牵头，在楼栋党
小组的助力下，改造项目一个个得以实
施，电梯加装了，雨棚拆除了，路面宽敞
了，环境变美了，医学院路小区大变样，
居民直呼“改得其所”。

“这一切都得益于‘党建’的力量，党
小组成员发展壮大，群众的事解决得更
顺利。”民乐村社区党委书记何腾说。

近年来，渝中区完善以街道党工委、
社区党委为统领的多元基层治理体系，
全面落实社区党委书记、主任一肩挑，建
立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让党组织嵌
入社区治理基本单元，延伸组织触角、明
确治理责任，全面提升基层党组织统揽
执行能力，让群众真正感受到服务就在
家门口、党员就在我身边，强化保障赋能
社区品质发展，推动“渝中怡家”可持续、
品质化发展。

目前，渝中区79个社区已建成48个
“渝中怡家”，到明年将实现全覆盖，打造
出该区基层治理和服务特色品牌。

集公共空间、服务场所、党建阵地、治理平台于一体

“渝中怡家”成基层社会治理新路径

解放碑街道综合文化中心。
（渝中报资料图片）

蔬菜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