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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大足区举行“喜迎二
十大 文明实践在行动”志愿服务
活动。医务人员现场为群众义诊
义检，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耐心细致
地解答，并结合实际情况给出个体
化的诊疗建议。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曹栋 摄

健康义诊惠民生

新渝报讯（见习记者 崔晓玲）为发
展壮大集体经济，增加群众收入，8月25
日，大足区龙水镇横店村的蔬菜产业农
民合作社召开了入股大会，现场50余名
村民积极入股。

“合作社将创建自有品牌，实行统一
营销，进行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管理，
逐步壮大合作社、扩张门店。同时，吸引
更多年轻劳动力从事蔬菜生产。”横店村

党支部书记赵应良介绍。
据悉，蔬菜产业农民合作社的成

立，是结合当地村民喜爱种植蔬菜的传
统，因地制宜，打破菜农各种各的、各销
各的、落后的种植经营模式。合作社成
立后，可有效解决村民卖菜难、收入低
的问题。

“我们现在入股了合作社，种出来的
菜都是统一销售，不愁卖不出去，作为股

民，收入变高了，生活也有了保障。”菜农
谢友超对记者说。

合作社成立后，菜农能把产品作价
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菜农获得
基础价（蔬菜批发价）、返利、分红，实现
菜农利益最大化（老百姓占大部分，村
集体仅提取 10%的管理费），同时壮大
集体经济。

截至目前，合作社已注册“复隆横

店”牌蔬菜，供合作社和股东使用。接下
来，将在大足城区建1—3个横店蔬菜门
店，并逐渐向周边扩张。

“下一步，我们将吸收周边种植蔬菜
量大、质量好、口碑好的菜农入社入股，
为大家提供无残留、无公害、绿色有机的
蔬菜，做诚实守信、产品可追溯、负责任
的好门店，满足市民生活需求，丰富群众

‘菜篮子’。”赵应良说。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连日来，
大足区市场监管局组织执法人员对住
宅小区、商业场所等开展高温天气电梯
守护专项行动，保障居民乘梯安全。

记者了解到，此次电梯守护专项行
动中，督查组执法人员采取“不发通知、
不打招呼、不听汇报、不陪同接待，直奔
现场、直入基层”的“四不两直”方式，对
各基层使用的有机房电梯的机房是否安

装空气调节器、空气调节器是否正常运
作等进行检查。同时还通过微信工作
群、上门约谈、督导检查等方式，提醒使
用单位要加强日常巡查，督促电梯使用
单位制定落实高温期间电梯安全运行措
施及事故应急预案，严格值班值守，增加

电梯日常巡查检查次数，确保机房温度
保持在40℃以内，以满足设备正常使用
要求，保证电梯应急对讲装置有效，呼叫
信号能及时接听。截至目前，该局已经
检查42个小区的500余部电梯，发现安
全隐患29条，已全部责令改正。

同时，大足区市场监管局责成电
梯维保单位强化维护保养，加强对电
梯应急对讲装置、电气控制系统的检
查和维护，保证电话24小时畅通，一旦
发生电梯困人故障，做到救援及时高
效、处置规范有序。

2021年9月，大足区委书记陈一清在调研大足石
刻文化公园建设时强调，要加强宣传营销，着力“高引
低、外促内、小拉大、老带新”，利用线上线下平台广泛
宣传推介大足石刻国际旅游形象，向中国讲述大足石
刻的故事，向世界讲述大足石刻中国化的故事。因此，
建议编辑出版一本统一、权威、完备的大足故事荟，既
延续文脉、传承文明，又资政育人、服务现实。

一、整合资源，系统梳理。整合大足石刻研究院、
大足区志办、各镇街等现有史料资源，对大足区的历史
沿革、风俗人情、物产资源、山水土地、名胜古迹、文化
遗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
的巨大成就等进行梳理，按类别、分篇章，整理形成在
叙述方式上区别于地方志等传统文献的故事荟。此
外，待时机成熟，还可编辑出版适合不同年龄阶段的版
本，便于在本地中小学校或青少年研学活动中推广。

二、健全机制，有序出版。建议由大足区委宣传部牵
头，联合大足石刻研究院、大足区文化旅游委、大足区志
办等相关单位，整合本地名人名家名师，形成既有史料价
值、文化价值，又兼顾权威性和趣味性的本地故事荟。

三、强化宣传，讲好故事。编撰出版大足故事荟的
最终目的在于讲好大足故事、传播大足故事。因此，故
事荟的发行推广尤为重要。建议在大足故事荟出版发
行之后，整合全区媒体资源，通过文字、音频、视频、图
片、活动等多种形式开展系列宣传，让大足市民人人都
知道大足故事、人人都会讲大足故事、人人都传播大足
故事。 （大足区文化旅游委 陈奇林）

编辑出版大足故事荟

8月 26日 6时许，简单收拾后，大
足区龙岗街道龙岗村的护林员蒙富学
就骑着三轮车出门了。

“早上凉快，我抓紧时间先去巡一
遍山。”龙岗村的山林面积约有 5000
亩，蒙富学负责巡逻其中的一半。

骑车无法到达的地方，他就步行
前往，转完一个山坡，衣服就全湿了，

“骑车，风一吹，又干了。”
50岁的蒙富学是村里的脱贫户，

2018年开始当起了村里的护林员。4
年来，村里的每一片林地，每一个山坡
都留下了他的脚印。他不仅对地形地
貌熟悉，还有丰富的巡山防火经验。

巡一遍山，10多公里，蒙富学要花
近3个小时，巡完再到村里的森林防火
劝导站值守。吃完午饭，他会再去巡

逻一次，一直到晚上 10 点以后才回
家。身上的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
湿。这样忙碌辛苦的巡山日常，蒙富
学已经坚持了快两个月。

包括蒙富学在内，龙岗村有两名
专职护林员以及10余名兼职护林员。

“北山石刻就在我们村，山上植被
又好，防火任务非常重。”龙岗村党委副
书记严武强介绍，村里将 5000亩山林
分为了 22个小网格，并成立了村民防
火工作小组，党员、社长任组长，严防森
林火灾的发生。同时，村里还有 50人
的森林防火应急救援队，24小时待命。

严防森林火灾，龙岗村只是龙岗
街道的一个缩影。龙岗街道辖区的山
林面积 3.2万余亩，点多面广，林区住
户较多，世界文化遗产南北二山也在
其中，近期连晴高温，森林防火形式异
常严峻。为此，在原有 10人专职护林

员的基础上，龙岗街道又增加了 58人
充实防火队伍，并将这些护林员分配
在10个大网格内，巡护宣传，确保每一
片山林的安全。

“除了24小时值班值守，街道还成

立了30人的应急队伍。”龙岗街道办事
处副主任李其川介绍，街道制订了应
急预案，与每个村签订了森林防火责
任书，还添置了灭火器、割草机等防火
物资。

防火队员巡逻。

他们用汗水浇筑森林“防火墙”

专项行动守护群众乘梯安全

横店村：成立合作社 菜农变“股东”

今年 64岁的徐培孝，因身体原因已退休一年有
余。在民建大足区委龙水支部工作的三十余年间，他
不计得失、不提要求、不添麻烦，一心就想把工作干
好。退休后，他仍不褪色，依旧以民建会员的身份，聚
焦民生，为民履职提建议。

1988年，徐培孝加入民建大足区委龙水支部，与
民建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要让我们支部在大足的发
展中充分发挥参政议政的作用。”1996年支部换届，徐
培孝被选为龙水支部副主委，深感责任重大。

多年来，徐培孝克服民建大足区委龙水支部人员
少、影响力不足的困难，发挥带头作用，积极弘扬民建
精神，吸纳优秀人才，将一个原本只有8人的队伍发展
到如今的63人。

支部会员不断增加的同时，民建大足区委龙水支部
的身影也越来越活跃在各个社会服务中。不论是贫困
家庭、贫困学生捐款帮助，还是公益活动，抑或是爱心走
访慰问，总是能看到徐培孝忙碌又坚定的身影。民建大
足区委龙水支部也多次被民建重庆市委评为优秀支部。

“甘于奉献，勇于担当。”是支部会员对徐培孝的统
一评价。不论是在任期间还是退休后，他都积极参政
议政，提出民建良策，为群众办实事、谋实利。

龙水综合市场因辐射面广、规模大、商户多的特
点，每天产生的尾菜垃圾高达上百吨，垃圾得不到及
时有效处理，市场里时常弥漫着难闻的气味，周边的
路面总有烂菜烂叶。徐培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
向党委、政府提交改进龙水综合市场环境的意见建
议，并积极奔走，监督实施。如今的龙水综合市场，垃
圾有了固定的存放位置，并且有专人定时运输，路面
干净整洁。

退休这一年，像这种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的意
见建议，徐培孝一共提交了 5件，并得到了党委、政府
的大力支持。“工作了三十年，为民提建议的习惯是改
不了了。”徐培孝笑着说，“即便退休了，我也还是民建
人，将继续发挥余热，继续发扬民建精神，为民建事业
奉献力量。”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李艳丽）8月28日，
随着“科妙启智·暑期科学课”第八期主题课《低碳环保
小卫士》在科创空间成功开展，2022年度大足区科技
馆暑期科学课系列活动也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据了解，大足区科技馆的“科妙启智·暑期科学
课”系列活动于每周日 15时 30分举行，一共 8期，主
题涵盖“电梯安全知多少”“声音传播的奥秘”“风的
力量”等多个科普内容，累计近 200名少年儿童来到
现场参与活动。系列活动以科普讲座、科普实验和
科普小制作相结合的形式，从身边科学切入，通过较
强的参与性与互动性让青少年学习科学知识、感知
科技奥秘。

通过开展此次活动，有效拓宽了青少年的科技视
野，更好地满足了青少年的科普需求，营造了热爱科学
的良好社会氛围。

“科妙启智·暑期科学课”
系列活动落幕
吸引200余名少年儿童参加

连晴高温天气下，大足全域防火
有哪些硬举措、好办法，重点防火单
位能否经受考验？新渝报记者 8月 28
日从大足区应急管理局、区林业局、
大足石刻研究院等单位获悉，大足区
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全区上
下时刻绷紧防火安全弦，稳扎稳打、
严阵以待，通过综合施策，筑牢基层
防火屏障。

形成严密防火阵势

世界文化遗产——大足石刻是全
国重点保护文物，保护它们不受山火侵
害是全体大足人惦记的大事。记者通
过实地走访了解到，大足石刻景区通过
构建技防、物防、人防三位一体的防火
机制，为景区文物筑牢坚实的防火墙。

技防方面，景区综合运用红外线烟
感报警器、高清摄像、无人机等技术手
段，加强对文物及景区林地的实时监
测。物防方面，配足配齐灭火器、消防
机、消防水带等防火物资，开辟防火隔
离带 700余米，全面清理林区枯枝败
叶、矿泉水瓶等垃圾，7月以来坚持每日

凌晨浇灌 300余亩林地，实现抗旱保
苗。人防方面，实行点、线、面结合方
式，对石刻核心区、大足石刻博物馆等
区域进行划片管理，安排200余人定点
定员驻守，以及进行机动巡查，实现24
小时轮岗严防死守。

“最近，宝顶镇政府还支援了一辆
消防车，驻扎在宝顶山景区，进一步增
强了灭火实力。”宝顶山石刻管理中心
副主任王正直表示，他们会全面履行
大足石刻守护人职责，做到守土有责、
守土尽责。

同时，大足石刻研究院还与属地镇
街实行联防联动，对大足五山石刻、季
家镇妙高山石刻、中敖镇舒成岩石刻协
同保护，确保文物和森林消防安全。

镇街防火获多方支援

8月28日下午，大足区融媒体中心
干部付朝刚、李峰在蹲点支援大足棠香
街道五星社区防火工作时，与社区党员
干部和群众一道，及时扑灭了一场小型
山火。

“党员先锋突击队来支援我们防
火，发挥了重要作用，十分感谢。”五星
社区干部为他们点赞。

8月 24日以来，经大足区委组织
部统一部署，来自大足区机关企事业
单位的 3100多名党员，组成一支支党
员先锋突击队，下沉到全区 27个镇街
309个村（社区），帮助基层防火。

大足区林业局副局长谢玲介绍，
原本大足 27个镇街每天安排了 4000
余名人员在各镇街巡防巡护，严防山
火等火情发生，加上这批 3100多人的
党员先锋突击队，基层防火灭火能力
和信心显著增强。同时，大足区应急
管理局还联合大足区林业局，组织了
40名专业救援人员，开展带装巡护与
集中驻防待命，能够及时处理火情。

目前，大足正在实施封山禁火令，
全区设置了259个防火检查卡（站点），
全部实行24小时值守，切实阻断火源。

打击乱作为不作为

“高温下的防火，人命关天，是一
场实打实的硬仗，容不得一点‘掺水’
行为，必须逗硬。”大足区林业局有关
负责人直言。

大足区对于防火领域顶风作案、
扯后腿等乱作为、不行为的行为说

“不”，果断采取行政执法和执纪问责

两把杀手锏。
一方面，强化行政执法和打击力

度。大足区林业、环保、农业部门联合开
展对违规野外农事用火的专项行动，重
点对焚烧秸秆、烧灰积肥等违规野外用
火进行处罚。公安、应急、林业部门也联
合开展违规用火专项打击行动。“自8月
10日以来，共查处违规野外用火典型案
例5起，起到了较好的震慑作用。”谢玲
介绍。

另一方面，强化督查检查和执纪
问责。大足区委督查办、大足区纪委
监委机关、大足区公安局、大足区林业
局等部门组成了森林防灭火检查组 4
个，奔赴各镇街对落实市、区关于森林
防灭火工作部署情况进行检查。检查
组对不履职、落实不到位、敷衍塞责、
推诿扯皮等情况进行追责问责，对于
造成人员伤亡和重大损失的，将依法
依规追究相关责任。

防火没有暂停时，必须时时在行
动、在作为。接下来，大足区还将采取
更多措施，包括组建100人的专业森林
消防队伍、新增 36套林火视频智能监
控系统、开工修建 5条共计 18公里的
隔离带、在“五山”石刻林区建移动水
池10个等。

大足筑牢基层防火屏障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徐培孝：

献三十余载青春
退休仍是民建人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实习生 彭茜

重庆市大足区古龙镇古龙村3组蓝兴会（身
份证号：510230194106056203）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41060562036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棠香街道水丰村5组173号肖
博文（身份证号500225200708130314）遗失其残疾
证（编号：50022520070813031443），特此声明。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