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涪陵楠木村一片土地被非法采矿破坏

刑事惩戒+民事赔偿 土地复垦绿起来 “雨露计划+”
助脱贫户子女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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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烟叶长势很好，再过半个多月就可
以收割了！”近日，涪陵区检察院长江生
态检察官李姣再次前往该区焦石镇楠木
村，望着土地里一行行绿油油的烟叶在
微风中摇曳生姿，心里愈发踏实。

而正是检察机关“刑事惩戒+民事
赔偿”的严格执法，才让这片土地复耕
绿起来。

“养牛场”变成采石场

之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样子。
楠木村地处武陵山麓，植被繁多，是

天然的养殖场。得天独厚的条件让袁某
动了心。2019年11月，袁某以妻子的名
义注册了涪陵区“养得多”肉牛养殖场。
立项备案手续完成后，后续各类事项推
进却没那么快。为加快进度获取经济利
益，袁某心生一计：“先施工再办手续”。

于是，在未取得合法手续的情况下，
袁某找来了施工方陶某，双方口头约定
达成了一个“两不来协议”，即陶某为修
建养牛场平整场地，挖出的石头由陶某
自行处理，同时袁某也不另行支付陶某
平场费用。随后，陶某又邀请了何某、罗
某二人参与施工。

不到 4个月，袁某等人已开采石头
1.7万余吨，销售金额超 70万元。原本
计划建设的养牛场，却变成了大型采石
场。2020年底，当地镇政府在调研期
间，发现袁某等人存在非法采矿行为，遂
将线索移送至公安机关。

精准定性“两不来协议”

袁某是否具有非法采矿的主观故
意？矿产价值怎么估算？“两不来协议”
又如何定性？公安机关立案后，涪陵区
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依法提前

介入引导侦查，并对证据的收集、提取、
固定、鉴定以及案件的侦查方向、法律适
用等提出具体意见。随后，公安机关侦
查完毕后，于 2021年 11月 8日，将该案
移送涪陵区检察院审查起诉。

“根据‘两不来协议’，我并没有贩卖
石头从中获利，怎么就是非法采矿了？”
承办检察官李姣在审查案件中发现，袁
某坚持声称“两不来协议”是双方签订的
养牛场平场工程承包合同，并不是非法
采矿。

如何界定“两不来协议”的性质成为
突破该案的关键点。根据行刑衔接机
制，李姣先后前往涪陵区规自局、涪陵区
发改委等行政机关和挖掘机协会走访调
研，厘清该份民事协议与非法采矿犯罪
行为之间的区别和联系。

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人不
得随意开采。经查，在该案中，袁某等人
修建养牛场并未办理相关手续。综合各
方意见，李姣判定，“两不来协议”因违反
了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

“我们自愿认罪认罚，之前还是不懂
法，没有意识到擅自采卖石头的行为已

经涉嫌犯罪。”在强有力的证据面前，袁
某等人主动承认了犯罪事实。

18天完成土地复垦

案件事实清楚了，袁某等人也认罪
认罚了，但采石场留下的深坑如何修复，
涪陵区检察院长江生态检察官办公室一
直思考着。

回忆起当时被破坏的情景，李姣仍
记忆犹新：养牛场的开采范围比原选址
范围扩大了10倍，非法占用土地面积近
1 万平方米，更是向地表下挖了 5—6
米。通过无人机拍摄，可见一个面积巨
大的深坑。

“非法采矿不仅破坏了土地资源和
生态环境，裸露的岩石地面还容易发生
水土流失和次生灾害，威胁当地老百姓
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李姣下定决心，要
在最短时间内推动袁某等人先行复垦。

“谁破坏、谁修复，你们要为自己的
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检察官对袁
某等人耐心细致地讲法理、摆道理，并将
其是否积极复垦作为量刑的重要考量因

素之一。随后，袁某等人逐渐转变了态
度，主动表示愿意修复受损土地。18天
后，大部分土地已初步复垦完成。

今年初，涪陵区检察院以非法采矿
罪对袁某等 4人提起公诉，并依法提起
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袁某
等4人支付林地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和
生态修复费。同年 5月，涪陵区法院对
本案作出判决，4名被告人因构成非法
采矿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七个月
不等的刑期，各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至一万五千元不等。

如何让“沉睡”的土地“活”起来？检
察机关与焦石镇政府达成了共识，考虑
到土地不再适合种植低效益的农作物，
便通过土地流转，调整种植结构，引进高
附加值经济作物，在复垦的土地上种植
烟叶，实现土地的有效利用，助力农民增
收致富，这才有了李姣见到的绿油油的
烟叶。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正式投运
将为重庆中心城区380万人提供生活应急供水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7月 26日，市乡村振兴局、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
共同启动“雨露计划+”就业促进行动，促进脱贫家庭子
女高质量就业。

本次启动实施的“雨露计划+”，将帮助对象由贫困
家庭拓展到脱贫家庭和防止返贫监测对象上，将支持
范围由职业教育环节延伸到了就业帮扶环节，实现从
教育培训到促进就业的一体式帮扶。

据悉，“雨露计划+”将建好脱贫家庭子女入读职业
院校意愿、在读学生情况、毕业生就业情况 3个清单，
鼓励企业联合职业院校举办定制班、定向班等职业规
划定制服务。市乡村振兴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雨露计
划+”还将用好东西部协作、定点帮扶、“万企兴万村”行
动等机制，持续提升“雨露计划+”学生技能水平和发展
空间。

“‘雨露计划+’将提升脱贫家庭子女技术技能水
平，实现高质量就业。”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进一步壮大乡村职业教育力量，培育一批服务乡村
振兴的优质职业院校，鼓励引导职业院校对接乡村产
业发展需求科学设置专业，为脱贫家庭子女就读职业
院校奠定基础。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建立“雨
露计划+”毕业生实名台账，通过走访摸排、数据比对，
摸清其就业失业状态、专业结构、求职意向、服务需求
等信息，对于有特殊困难的未就业毕业生，制定“一人
一策”帮扶计划。

渝北

盘活闲置农房
打造精品民宿集群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7月26日，渝北区大盛镇天险洞村廖家湾，改建一
新的宿于·龙槐山院民宿正式开门迎客。据悉，渝北将
以此为契机，依托云龟山景区盘活闲置农房，打造云龟
山精品民宿集群。

宿于·龙槐山院民宿所在的云龟山，最高海拔
1035.8米，平均海拔900米，遍布山林四处的野樱花树
龄普遍在 60年以上，还有树龄超过 200年的樱花王。
山上山下还有天险洞、复兴寨、白云寺、白莲教遗址、原
始林区、岩洞群、廖家湾等自然人文景观。

在云龟山景区，游客既可以看云海、观日出，还可
采摘高山蔬菜，品尝冷水鱼，选购老腊肉、土鸡、土鸭
等。目前，景区年接待游客达20多万人次。

重庆临空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杨航介
绍，渝北区坚持以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依托
云龟山景区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日益增长的游客群体，
采取“固定租金+收益分红”的形式对景区周边闲置的
农房进行改造升级，推进乡村振兴及“艺术乡村”建设，
打造云龟山精品民宿集群。

武隆

水上探险公园8月8日上线

近日，重庆首个AP水上探险公园在武隆区芙蓉江
“清凉”上线。

水上探险公园位于武隆区江口镇芙蓉江三河口码
头，设置了动力项目和非动力项目，共有水上飞人、摩
托艇、水上快艇、休闲皮划艇、休闲大帆船、漂移艇等
16 个体验项目，集运动、观赏、竞技和惊险刺激为一
体，游客可尽情在水中“驰骋”。

据了解，水上探险公园从即日起至8月8日为试运
营，并将于8月9日开业。试营业期间，游客可享受8
折优惠。 武隆日报记者 代娟 摄

观景口水库正式运行。

□ 巴南日报记者 刘纪湄 文/图

7月 25日，记者获悉，重庆市观景
口水利枢纽工程日前通过竣工验收，正
式开始运行，将为主城茶园——鹿角片
区供水，同时承担重庆市中心城区 380
万人的生活应急供水任务。

据悉，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是国务
院确定的 172项节水供水重大水利工
程之一，是国家发改委和水利部确定的
首批PPP投融资改革试点项目，该项目
通过竣工验收，标志着重庆主城再添一
项重点水源工程。

观景口水利枢纽工程位于长江一
级支流五布河干流，水库坝址位于巴
南区东温泉镇，为大（二）型Ⅱ等水利
枢纽工程，于 2016 年 3 月开工，2020
年 12月完成下闸蓄水阶段验收。观
景口水库主要承担向南岸区观景口
水厂输送优质原水的任务，可解决南
岸区江南新城 69 万人供水、沿线 12
万人饮水及 5万亩农田灌溉，同时承
担重庆市中心城区 380万人的生活应
急供水任务。

该工程在国内水利行业率先采用
微盾构顶管施工技术对输水线路进行
施工，被水利部列为“示范推广项目”和

“创新性施工研究与实施项目”。在整
个输水线路建设工程中，全长 3224米
的 3号无压隧洞创造了顶管施工单洞
最长世界纪录。同时，该工程在业内率
先使用清水混凝土、附加质量检测法、
CBS植被混凝土生态防护等新技术，工
程质量和外观均得到极大改善。

土地复垦整治前。 土地复垦整治后。 （涪陵区检察院供图）

合川

农村厨余垃圾变肥料
近日，在合川区渭沱镇白湾村厨余垃圾沤肥池建

设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戴着头盔，正忙着砌砖池墙体。
“沤肥池建好后，当地农户的腐叶尾菜、剩菜剩饭可以
就地处理，将从源头减少垃圾量。”渭沱镇建环办工作
人员刘强介绍。

为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成效，全力打造天蓝水清、清
洁秀美乡村，今年以来，渭沱镇以垃圾分类工作为抓
手，统筹推进辖区垃圾分类示范村厨余垃圾沤肥池建
设。目前该镇白湾、龙门、六角、七星、油桥等6个垃圾
分类示范村的厨余垃圾沤肥池建设已接近尾声，预计
7月底投用。每个沤肥池占地7.5平方米，容量8.25立
方米。建成后主要用于厨余垃圾降解发酵。

“厨余垃圾沤肥池投资少、易操作。堆肥过程在密
封环境内进行，比传统农家沤肥更干净卫生，是农村厨
余垃圾就地资源化非常有效的手段。”刘强说，“每吨
厨余垃圾在沤肥池经 1个月左右的降解发酵后，可
转化为 0.2—0.3吨有机肥，在减轻农村垃圾处理量的
同时，有效减少露天焚烧等污染环境的行为。”

据华龙网

近日，在开州区铁桥镇龙泉村的
树林高坎之间，一块块曾经闲置的地
块长出了嫩绿的魔芋枝叶。80亩闲置
地焕发生机，为当地特色产业发展注
入了活力。

眼下，驻村工作队已进驻龙泉村一
年多。刚驻村时，队员们多少有些失望。

“满眼都是坡坡坎坎，有种失落感。”
龙泉村驻村工作队队长莫有印从山顶往
下看，感受到了产业振兴的压力。

坡陡地不平，交通不便，不少地块杂
草丛生，闲置了多年，当地村民大都选择
外出务工。

产业如何振兴？成为摆在驻村工作
队面前的一道难关。

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村干部、村民代
表反复协商，立足变劣势为优势，寻求适
合村里种植的特色产业，走集约化、规模
化、现代化发展道路。

思路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驻村
工作队与村干部通过网上查、书上找、外
出学，最终决定在山坡上种植魔芋和中
药材。

确定了魔芋产业，谁来种植？问题

接踵而至。
村里的青壮年已外出务工，留守的

都是老人、儿童和妇女。魔芋产业靠谁
来领头发展？这让莫有印思考了很长一
段时间。

驻村工作队队员与村干部走进农户
家中，倾听村民的意见建议，动员大家积

极行动起来。虽然大家都支持发展魔芋
产业，却没人愿意领头。

“何不引回在外成功人士？”村里的
一位老年人提出建议，并给出了合适的
人选。

黄杰是从龙泉村走出去的一位年轻
人，会经营、懂管理，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如今在城区创业。驻村工作队队员、村
干部多次与黄杰交流，邀请他回村里种
植魔芋，没想到这位年轻人爽快答应了。

在驻村工作队和村支“两委”的支持
下，黄杰专注发展魔芋产业。他利用地
熟、人熟的优势，一口气拿下 80余亩闲
置地。更让黄杰感动的是，部分村民还
主动放弃第一年的土地流转费，让他更
加坚定了发展的信心。

今年春节刚过，挖掘机开进了龙泉
村，村民看着一根根杂树、一片片杂草连
根拔起，脸上挂满了笑容。

伴随着8000斤魔芋种种下地，80亩
闲置地渐渐披上了绿装，龙泉村的产业
发展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日常种植、管护需要大量用工，这让当

地村民在家门口有了“上班”挣钱的机会。
“农忙时节，每天要雇请30多人，日

劳务支出近3000元。”黄杰说，发展产业
的同时还能带动乡亲致富，这是他回村
的主要目的。今年上半，黄杰支付给村
民的劳务费达15万元。

马光荣是一名留守妇女，自从黄杰
回村发展产业，她就一直在基地务工。
现在，马光荣已成为魔芋基地里的技术
骨干。

“务工 4个月，我拿了 8000多元工
资。”马光荣说，她非常珍惜这份工作，一
定会精心管护好魔芋，让产业发展起来。

在龙泉村，与马光荣一样的村民不
在少数。现在，他们都成了产业工人，既
照顾了家庭，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夏日一场雷雨后，一株株魔芋在一
张张遮阳网的保护下肆意生长。

“明年，这片土地就会长出‘金疙
瘩’。”莫有印笑着说，预计魔芋亩产
6000斤，亩产值 6000元，年收入约 500
万元，可给村民每年带来60余万元的劳
务收入。

闲置地里的致富“魔力”□ 开州日报记者 谢国邦 文/图

黄杰给魔芋浇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