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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随着大足区城镇化建设加快，征地拆迁进程
提速，许多征地拆迁的农村居民，由区里统筹安置在远
离原居住地的地方，形成基层治理的“飞地”，这在城乡
接合部、经济发展较快的镇街比较常见。例如邮亭镇
烈火村和天堂村部分村民小组被整体安置在双桥经开
区。由于居住地和原住地村（社区）职责交叉导致群众
办事不方便，更不便于管理。为解决“飞地”治理的难
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一是全面调研摸底，掌握情况要准。成立大足区
“飞地”治理专项领导小组，由分管区领导任组长，部门
主要领导任副组长，相关镇街主要领导为成员，全面开
展“飞地”核查工作，系统梳理“飞地”居民基本情况、管
理现状、风险矛盾隐患情况，形成详细信息台账，以便
下一步分类整改。

二是聚焦治理重难点，解决问题要实。针对“飞
地”普遍存在管理混乱、人居环境差、社会治安差等共
性问题，各相关镇街、社区要与民政部门积极协商，厘
清工作权责。针对异地安置村民可就近将户口迁入，
既方便管理也方便居民办事。同时，压实基层治理属
地管理责任，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强化“飞地”治安
巡逻，确保治理取得实效。

三是坚持党建引领，建立治理长效机制。强化党
组织引领带动作用，构建区、镇、村、组四级协调联动机
制，结合“云号手”工程，实行大数据+网格化管理+群
众路线的基层治理模式，切实推动“飞地”居民大事全
网联动、小事一格解决。 （大足区委党校 唐昌群）

□ 江津日报记者 吕晓 通讯员 周旭

日前，记者从江津区水利局获悉，依托鹅公水库数
字孪生建设成果，结合远程视频系统、大坝智能碾压系
统、手机App系统，鹅公水库技术人员实现远程办公，
实时全面掌握项目现场进展状态。

据悉，鹅公水库远程视频监控系统已实现项目法
人与江津区水利局、重庆市水利局三级联动。各级人
员可以通过电脑网页端或者鹅公水库手机端，进入视
频监控应用，即可对现场 30个监控进行调用，使用过
程中还可以对监控进行控制，具备操控其进行旋转、缩
放、截屏、录像等多项功能。

通过大坝智能碾压监控系统，可实时远程监控压
路机的轨迹、振动频率、碾压速率、压实度等参数，系统
自动计算碾压遍数，生成碾压次数热力图，并将碾压数
据实时通过BIM模型进行可视化展示。根据热力图计
算各碾压遍数占比，对于施工过程中漏碾、过碾等情况
进行实时告警推送。碾压设备操作人员根据驾驶舱内
碾压系统显示屏的碾压次数热力图，可直接查看碾压
层漏碾位置，操作人员根据系统提示进行补碾，同时可
以避免过碾作业。

江津

鹅公水库数字孪生建设
助力实现远程办公

11月17日，在巫山县境内长江
三峡巫峡段，江面往来船只如梭，呈
现一派繁忙景象。近年来，巫山县
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
置，深入贯彻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
念，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
强化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修复和地质
监测整治，确保一江碧水、两岸青
山，维护长江黄金航道畅通。

巫山报记者 卢先庆 摄

长江三峡航运忙

关于推动“飞地”治理的建议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对大足区第五期中青年干部培训班
的49名学员们来说，这注定是一次特殊
而刻骨铭心的培训。

当前，大足区突发新冠疫情。中青
班学员们临危受命，快速变身为抗疫战
士，他们参与闭环转运，到高速公路下道
口执勤，值守封控小区，协助核酸检测，
排查密接次密接人员，忙碌于高风险地
区和临时封控区，服务于大足区疫情防
控指挥部。在各个岗位上，他们用积极
而有力的担当作为，书写了第五期中青
班学员的抗疫答卷。

“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去哪里”

疫情突如其来，多点散发。哪里需
要抗疫工作人员，大足区第五期中青班
学员们就第一时间冲锋在前，快速到位
防疫。

“大足有了新的疫情，我们本周主
要任务是配合棠香街道开展工作。大
家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高速公路下道
口，查核过往车辆上的人员渝康码、行
程码。”11月 2日 11时 10分，第五期中
青班学员联络群里发布了这样一条信
息。此时，学员们刚刚完成对大足城
区香山美地、蓝湖星空两个小区连续
三天的信息摸排、核酸检测等工作，虽
然疲惫，学员们马上接受任务，并于当
晚 12时准时到岗，在渝蓉高速大足东
下道口和西下道口执勤，筑牢“外防输
入”的防线。

11月3日21时45分，学员联络群里
再次发布一条紧急通知：“现在需要 16
名同志立即赶到海棠香国天宁小区，参
加疫情防控工作。请能参加的同志接
龙。”这一次，短短 20分钟，16名学员完

成集结，即刻上岗。
……
一次次紧急召唤，一次次快速响

应。全班学员有个自觉意识，那就是要
把这个班级打造成一支抗疫劲旅，所谓

“呼之则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做到
行动迅速、工作尽责、攻坚克难、忠诚可
靠——这是属于他们的一种集体荣誉
感，要全力以赴予以维护。

用心用力做好每一件事

防疫是在与时间赛跑，慢条斯理是大
忌，慌乱浮躁同样应力戒。面对繁重、繁
杂的工作，中青班学员们努力做到忙而不
乱，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注重细节以
减少瑕疵，用心做好手上的每一件事。

11月 8日以来，在大足区棠香街道
各个核酸检测点，中青班学员们成为现
场的中坚力量，他们负责维护现场秩序、
登记待检人员信息。从凌晨7时30分到
下午 18时，学员们在现场一直忙碌着，
衣衫常常被汗水打湿。一天下来，对着
上千名群众，学员们嗓子都说哑了。午
饭时间，为了不暂停登记，学员们匆匆交
替吃完。他们用马不停蹄的工作，跑出
了核酸检测的“加速度”。

除了在工作中展现耐力、韧劲，中青
班学员们也开动脑筋，努力提高工作效
率。在排查隔离密接人员时，学员们优化
分工合作，展现出防疫工作的科学性和精
准性。来自大足区住建委的学员刘云对
大足城区的每一个小区、每一栋楼房都十
分熟悉，根据他的意见，设计出了更高效
合理的人员分组和排查路线设置。

“工作不能只求快，还要求稳，求细
致，要准确无误。”在学员们进小区跑楼层
排查时，中青班支部书记黄涛在联络群里
不忘再三提醒：“要按第九版《新型冠状病

毒防控方案》规定，要求密接人员遵守隔
离各项规定；要认真询问登记居家隔离密
接人员的困难和问题；排查人员要采取科
学、安全的排查方法，做好自身防护；要尽
量不给隔离人员周边住户带来影响，注意
保护隔离人员隐私，不得将隔离人员个人
信息外传。”学员们对此积极响应，规范高
效地完成每一天的任务。

让群众感受到防疫工作的温度

防疫工作要以人民为中心。中青班
学员们努力体现防疫工作的温度，在基
层化解矛盾，抚慰心理，增强群众抗疫必
胜的信心。

在大足区石马镇支援抗疫时，学员
郭嘉锡遭遇了一次“委屈”。他所在的党
员先锋队2组负责的核酸检测点位于一
处高速路桥洞下，路很不好找，地图定位
不准。第一天做核酸采样时，医生转了
很久都没找对地方，而不少群众已经赶
到了现场，随着时间推移，群众越积越
多，有人开始抱怨，有人冲志愿者们发起
火来。尽管郭嘉锡内心委屈，他还是一
遍又一遍地用温言细语安抚群众，维持
现场秩序，同时继续联系医生，向指挥部
反映情况。在郭嘉锡和其他志愿者劝慰
下，等待的群众逐渐安定下来。

不只是郭嘉锡如此，不少学员也有
同样经历。每当面对不理解不支持工作
的群众，他们总是耐心地做好解释和安
抚工作，动之以理，晓之以情，说到群众
心坎上。“疫情期间，部分群众烦躁不安，
情绪复杂，可以理解。我们要用良好的
态度感化他们，可不能用强硬对无礼。
要千方百计给他们信心，让他们安心，处
变不惊。”学员们说道。

与群众打交道时，中青班学员们随
手做好事，处处帮一把。他们会帮给行

动不便的老年人推轮椅，为不便下楼的
群众做协调……他们用细心、耐心和微
笑提供了便利，温暖了群众，让群众减少
了抱怨，多了些理解和支持，凝聚起了抗
疫的最大合力。

“吃这点苦不算什么”

防疫一线，连续奋战是家常便饭；吃
苦，在所难免。在中青班学员们看来，参
加抗疫早就有了吃苦的心理预期，“这点
苦算不了什么”。

学员蒋丽萍负了一次伤。在大足区
海棠香国临时封控区，蒋丽萍和其他两
名学员负责上门提醒群众做核酸检测。
在排查过程中，负责信息核对的蒋丽萍
走在最后，边走边用手机核查楼层的居
住情况，结果不慎从第三级台阶跌落至
楼道。走在前面的两名学员在完成两户
上门提醒后，才发现瘫坐在地的蒋丽
萍。当晚，一瘸一拐的蒋丽萍坚持进行
住户的排查表录入工作，至第二天凌晨
才完成任务。

支援石马镇的多名学员“脚走痛
了”。学员张宣鲜、甯光莉、刘晓琴值守的
卡点都在山上。由于车辆不能通行，她们
每天从驻地赶到值守的卡点，要走一个小
时的山路。中午也只能吃些干粮和泡
面。她们脚走疼了，却乐观地说：“天天这
么走，腿都走细了，都不用减肥了。”

“不被理解时心里苦，连续工作后身
体苦。”不过，防疫一线的学员们已经习
惯了吃苦，没有一句怨言。

“危急时刻，群众把党员看作‘主心
骨’。我们责无旁贷，要用自己的辛勤指
数，换群众的安全指数、幸福指数。”出发
抗疫时，这是学员们的共同心声。半个
多月的抗疫事实证明，这也是他们步调
一致的实际行动。

乡村建设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任务，也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近年来，全市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决策部署，以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
生建设为重点，探索了“共建、共管、共享”
机制推进乡村硬件建设，持续改善农村
生产生活条件，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如今，全市上下正如火如荼加快推
进乡村硬件设施建设，坚持“数量服从质
量，求好不求快”原则，做到干一件成一
件，努力让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成为人人
向往的地方。

共建
坚持规划引领统筹生产生活

冬日暖阳下，站在北碚区天宫村金
果园山顶，郁郁葱葱的柑橘园尽收眼底，
彩色便道在林间蜿蜒，不远处的乡村驿
站热闹非凡。天宫村三社村民王建军
说：“这条 4公里长的彩色便道既是产
业路，也是游客休憩游玩的幸福路、村
民出村的入户便道。大家都觉得这条路
修得好！”

“在前期规划时，我们就结合村民的
意愿，通过充分论证和调研后，觉得把钱
都花在刀刃上，集中修这样一条彩色便
道。”天宫村驻村第一书记邓春华自豪地
说。同时，按照农民急难盼的需求，优先
考虑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难点，并利
用农民投工投劳统筹抓好乡村基础设施
建设，补齐硬件短板避免乡村的无序建
设、重复建设。

市农村社会事业工作专班有关负责
人表示，近年来，全市坚持规划引领，统
筹抓好农民生产生活，先后通过实施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五年行动，全市农村硬件设
施短板加快补齐，乡村水、电、路、气、网
等基础设施更加完善。比如农村“厕所
革命”方面，全市编制完善了相关标准规
范，确定了以三格式户厕为主，集中下水
道收集户厕、沼气池式户厕为辅的多种
改厕模式，累计建成农村卫生厕所
140.91万户，农村公厕 7885座，卫生厕
所普及率达 82.9%，农村生产生活条件
持续改善，乡村面貌发生巨大变化。

共管
调动积极性实现长效管护

修建一座公厕，安装一定数量的路灯，
建设多条入户道路……“要彻底改变一个
村子脏乱差的人居环境，补齐这些农村基
础设施短板是前提，但更应该关注的是如
何实现农村基础设施的长效管护、如何引
导农民群众养成良好的生产生活习惯。”市
农村社会事业工作专班有关负责人说。

为此，全市在“建管”上狠下功夫，先后
建立了全市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管、
农村生活垃圾作业管理等长效机制，推广
农村人居环境“积分制”，建立“垃圾兑换银
行”、管护经费收缴配套制度等等。这一
点，梁平区星桥镇两路村早有探索。

在两路村，村里将2000多亩稻田流
转给 4个大户耕种，后期管护除了村民
实行“门前三包”、村集体出一部分资金
外，主要由种粮大户按照60元/亩的标准
交纳村级设施设备管理费。这样一来，
村上的公共环境卫生有了专人管理，稻
田沟渠、便道也纳入管理。

“通过激发群众参与乡村建设的积极

性，创新探索了一系列建管并重机制的同
时，我市还利用大数据赋能户厕设施建设
与管理。比如，针对农村户厕管护难问
题，市级部门专门开发了一款‘码’上办软
件。”市农村社会事业工作专班有关负责
人说，接下来，全市将加快补齐乡村硬件
短板，做好乡村基础设施的提档升级。同
时，更加注重乡村硬件的有效管护，做到
乡村基础设施的建管并重和科学运维。

共享
把美丽环境变成“美好钱景”

“美”是我市乡村最具有同质性的表
现。但是不是每个村都大搞建设、大搞
开发。我市明确在“渝味”上下功夫，比
如，村规划编制要注重保护乡情美景，充
分挖掘、保存好乡村文化、民族文化等具
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基因，着力打造富有
巴渝特色的农村原生态画廊，最大限度
地留下乡愁。

比如，我市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方面，发挥“环境整治+”作用，创新探
索出“环境整治+产业振兴”“环境整治+
脱贫攻坚”“环境整治+乡村旅游”“环境
整治+乡村治理”等多种协同推动农业农
村发展的工作模式。

以“环境整治+乡村旅游”为例，按照
“可看、可玩、可参与”原则，配套完善以
院落为基础的污水处理和垃圾收运等设
施，从而形成集“吃、住、行、游、购、娱”于
一体的生态绿色产业链。

垫江县毕桥村依托干净整洁的村
容村貌，结合当地的箩兜文化、农耕文
化以及山水田园景观，引进了 5家企业
到村里来发展休闲采摘业。为丰富业
态，去年村集体整合涉农资金，还修建
了一座占地 480平方米的乡愁博物馆，
同时配套修建了占地 1万亩的油菜大
观园，市民不仅可以前来观光游玩，还
能开展种蔬菜、收油菜等多种农事体验
活动，走出了一条把美丽环境变成“美
好钱景”的路子。

张亚飞 刘玉珮 杨敏

让和美乡村成为人人向往的地方
——重庆探索“共建、共管、共享”机制推进乡村硬件建设

打造一支劲旅 筑牢战疫防线
——大足区第五期中青班战疫记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陈荣逸）冰冷的河
水中，一名少年正在不停挣扎，民警飞跃护栏，跳入水
中，与岸上的同事合力将少年救了起来。跳水救人的
民警正是大足区公安局龙石派出所副所长刘国东。

据介绍，11月17日，警方接到一男子的报警电话，
对方情绪低落，疑似有轻生念头，但他拒绝透露自己的
位置。刘国东等民警与男子保持通话，安抚其情绪，并
驱车四处寻找。当他们赶到大足区龙石镇龙兴路1号
附近河段时，看见一名少年突然跳入河中。

刘国东见状，来不及脱下警服便跳入水中，奋力游
到少年身旁，单手搂住他的身体，将其托出水面。由于
河水较深，刘国东无法踩到底，一不留神便呛了水。这
时，同事将救生圈抛到水中，刘国东一手抓住救生圈，
一手托起少年，二人合力将少年救上了岸，此时刘国东
已浑身湿透，大口喘着粗气。

经了解，少年姓吴，今年13岁，当天因与外公外婆
发生矛盾，一时情绪激动便产生轻生念头。经过民警
的疏导，小吴终于解开心结，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大足民警这一跃 挽救了一个家庭

美丽的垫江县毕桥村。

□ 渝北时报记者 杨青

近日，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 220千伏皂角村变
电站 110千伏皂郭牵线路冲击合闸三次，兴郭牵开关
合闸成功，母差保护、极性经核对无误后，标志重庆铁
路枢纽东环线古路镇郭家沱牵引变电站外部供电工程
正式竣工投运。

作为重庆市重点配套工程，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起于江津区珞璜南站，止于襄渝铁路磨心坡北场，全长
约 158公里，设计时速 160公里。全线贯通后，将串联
起重庆东、重庆西、重庆北、江北国际机场等综合交通
枢纽，构成重庆市主城都市区东北部城市快速通道，承
担未来市郊铁路引入重庆中心城区的衔接转换功能。

据了解，东环铁路主线将于 11月 30日正式通车，
东环铁路支线将于 12月 30日正式通车。此次投运的
古路镇郭家沱牵引变电站外部供电工程和11月9日投
运的统景牵引变电站外部供电工程将为重庆铁路枢纽
东环线如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

据悉，古路镇郭家沱和统景牵引站外部供电工程
线路全长 68.3公里，塔基 195基，跨越高速交通要道 2
条，现场施工、管理及属地协调工作任务重、难度大，历
时三年完成建设。在项目工程建设、竣工投运的最紧
要关头，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在人员管理、设备运
维、工程进度管控等方面均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
对当前的形势，国网重庆市北供电公司精准施策，确保
电网建设工程目标不变、任务不减。

渝北

两座牵引变电站外部供电工程竣工投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