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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时报记者 李静

“以前开办企业得跑多个地方，整
个环节下来得花上好几天时间，现在
可真是方便，只需要在一个窗口，填
写一份资料即可，半天就给办好了。
这就是‘万州速度’，我要为市场监管
部门工作人员的高效服务点赞。”近
日，重庆首畅生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的向先生在万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
开办综合服务大厅领到了现场打印出
来的“热乎乎”的营业执照。与此同
时，系统还自动“打包”了向先生新成
立企业的信息给相关部门，同步办完
了公章刻制备案、税务发票申领、银
行预约开户、社保备案、公积金备案
服务等业务。

向先生点赞的是 0.5 个工作日企
业开办全流程服务。其实，在万州区
市场监管局登记注册窗口这样的例子
经常发生，这是万州区持续优化营商
环境的一个缩影，也是更好地服务办
事群众，将工作做细做实、便民利企的
具体举措。

企业开办0.5个工作日内办结

一个地方的发展，短期靠项目，中期
靠政策，长期靠环境，而城市发展的竞
争，本质是营商环境的竞争。近日，记者
在万州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开办综合服
务大厅看到，在“开办企业专窗”附近，部
分市民正在填写工商登记等信息，为开
办企业业务办理准备材料。而在专窗附
近的“帮办区”，一些市民则利用区域内
设置的电脑等设备进行网上信息登记，
通过线上平台进行开办企业业务办理。

“线下+线上并驾齐驱”的业务办理模式，
让不少来到“开办企业专窗”的市民很快
就办好了各项手续。

据介绍，万州区市场监管局设立的
“开办企业专窗”，通过优化流程、业务协
调、信息共享等多种方式，将企业商事登
记、刻章申请、申领发票、社保登记、公积
金开户和银行预约开户等多环节整合为1
个环节，解决了开办企业环节繁多、流程
办理时限较长等问题。同时，在专窗附近
设立了“帮办区”，积极利用“渝快办”线上
自主办理平台，实现一次登录、一次认证、

一表填报，一网通办开办企业各个事项，
线上各项办事结果“出炉”后，即可通过专
窗窗口一次发放，营造了更加便利、更低
成本、更优体验的准入、准营政务服务机
制，企业开办实现0.5个工作日内办结。

如今，一个“快”字，成为万州区优化
营商环境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最快半天
办结“照（营业执照）章（刻制印章）税（申
领发票）银（银行开户预约）保（就业社保
登记）金（公积金缴存登记）”六大事项，

“一窗”领取开办企业“大礼包”，为新开
办企业免费发放公章、法人章、财务章及
发票章，进一步优化开办流程，实现企业
开办“减环节、缩时间、零成本”。

企业开办便利度再提升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万州区着
力破解企业开办堵点、痛点、难点问题，
整合市场监管、发票申领、印章刻制等流
程，大力推行一次办、一网办、专窗办，力
争“简”出效率、“快”出竞争力，实现企业
开办全流程“一件事、一窗口、一次办、零
成本”。同时，万州区市场监管局还积极

推动“放管服”改革，将个人独资企业设
立等原本属于区级管理权限的受理、审
批、发证流程全部下放至辖区市场监管
所办理，使审批服务更优化、群众办事更
便捷。此外，还不断提升线上业务办理
能力，推动更多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
减少企业、群众办理政务服务事项到现
场的跑动次数，有力提升了企业开办的
便利度和获得感。

“办理证照程序减少，审批效率提高，
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商户的运营成本。”
万州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和许可科科长易
晓东告诉记者，除需到窗口办理事项外，
对企业登记、食品经营许可、药品经营许
可、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许可等事项大力
推行网上申请，明确了网上申请流程及注
意事项，确保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路。

据统计，截至目前，万州区共有市场
主体13.8万户，今年新增市场主体1.6万
户，其中新增私营企业 3877户，新增农
民专业合作社 34户，新增个体工商户
12294户。同时，今年以来，累计为3915
家新开办企业提供免费刻章服务，为企
业节约成本266万元。

村民正在分级包装采摘的蜡梅。（受访者供图）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大家注意啦！我们在做插花时，一
般有 3种搭配方式，浓色的花朵应插低
点，淡色的花朵要插高点，这样插花看起
来才有立体感……”

11月 26日下午 1点过，刚吃完午饭
的北碚区静观镇素心村花农邓远富还没
来得及洗碗，又拿起手机在一旁看得津
津有味，不时还直点头。

原来，受疫情影响，居家封控的重庆
丽庭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邓纪
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向村民讲解蜡梅
插花知识。为了让自家的蜡梅增值，邓
远富场场不落。

谈话间，邓远富向记者讲述起了静
观蜡梅的升级迭代之路。

单打独斗 蜡梅花凋谢在地里

北碚区静观镇有500多年的蜡梅栽
培历史，蜡梅种植面积有2万余亩，是我
国栽培面积最大、品种资源最丰富的蜡
梅栽培区，被誉为“中国蜡梅之乡”。

上世纪八十年代，邓远富等一批村
民逐渐发现蜡梅是“稀罕货”，重庆乃至
国内其他地方很少有把蜡梅种植当成产
业来做。于是，他们开始尝试压条繁殖
腊梅，并在寒冬时节砍下蜡梅花枝，拉到
北碚街头和主城去卖。

依托于此，邓远富家的收入从最初
的一年几百元逐渐增加到 2000年前后
的近万元，家里盖起了新房子，房后7亩
多山坡地也全种上了蜡梅。渐渐地，村
里砍枝条卖鲜花、做干花的农户也多了
起来，产业发展的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

由于花农单打独斗分散经营，村民
辛辛苦苦把蜡梅花运到北碚城区去卖，
有时还不够车费，后来花农只好“忍痛割

爱”，将大部分花自然凋谢烂在地里。

三产融合 蜡梅迎来蓬勃发展

好端端的蜡梅产业却一步步凋零，
这让北碚区静观镇素心村党支部书记李
伟很是痛心。看着漫山遍野的蜡梅，他
想办法从北京请来了专家为当地蜡梅产
业把脉。园艺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陈
俊榆教授对静观蜡梅进行鉴定后认为，
静观种植的花瓣厚、香味浓、色泽鲜艳的
品种是蜡梅中的极品——素心蜡梅。这
样的结果让大家很振奋。

为解决相互压价问题，北碚区将蜡
梅种植核心区的斜石村、川心村、龙洞村
三个村合并为素心村，2008年11月村里
又组建了重庆素心蜡梅种植专业合作
社，邓远富等400余户村民第一批加入。

2014年村上通过冰块加泡沫的保
鲜技术，将蜡梅鲜切花空运卖到了千里
之外的江浙一带，成功拓展了销售市
场。2016年，北碚区又联合西南大学，
通过后者的生物科技，对蜡梅的有效成
分进行萃取，先后开发出蜡梅香水、面
膜、洁面皂等 20多个产品，走蜡梅深加
工之路。

同时，为了促进蜡梅产业“接二连
三”，当地大力发展乡村游：一方面通过
打造静观古街、爱情文化主题公园等配
套设施，举办蜡梅赏花旅游文化节。另
一方面从外地引来业主，建成多个蜡梅
观赏园。借助三产融合，静观蜡梅迎来
蓬勃发展。

花艺赋能 静观蜡梅香飘全国

静观蜡梅三产融合发展之时，2019
年，返乡创业的邓纪会通过花艺赋能的
方式，又为其找到一条新的发展之路。

邓纪会是土生土长的北碚区静观镇
人。大学毕业后，她做过花商，创办过花
艺培训学校。2017年，她在广州进行蜡
梅花主题花艺表演时，现场不少人觉得
蜡梅漂亮，但大家却叫不出花名。“表演
结束后，有观众询问蜡梅的购买方式，当
即我就觉得蜡梅花有市场，便萌生了将
家乡的蜡梅切花推向全国的念头。”

返乡后的邓纪会，采取“市场+公
司+合作社+村集体+农户+科普+赋闲”
的形式，对切花的数量、粗细、长短都做
了规定和要求，并定期召开院坝会对花
农进行指导。她还为农户提供蜡梅及其
他花材的优质品种、低价购买农资，对产
品进行兜底收购。

为提升蜡梅附加值，邓纪会先后开
发了切花礼盒、花茶、蜡梅盆景、蜡梅品
种苗、蜡梅文创等特色产品。通过花艺
加工，以前卖几元一把的蜡梅花卖到了
20—50元，新开发的蜡梅礼品盒甚至卖

到了200元一盒。
合作社除了卖蜡梅切花，还打造了

一些衍生产品，比如永生花、手机壳、胸针
等，提高附加值。同时还承办了“静观杯”
传统插花大赛等，让静观蜡梅香飘全国。

如今，蜡梅已成为北碚区静观镇的
农业支柱产业，带动农民户均增收 1万
余元。当地依托蜡梅产业，年接待游客
达 300万人次，全产业链年产值近 10亿
元。“下一步，我们将建立中国蜡梅种子
资源库，把全国所有的蜡梅品种，种到
500亩的蜡梅核心基地进行保存。同
时，建立一座蜡梅博物馆，把蜡梅的历史
文化，包括静观蜡梅的发展历程进行归
纳整理，带动农民多渠道增收。”北碚区
静观镇相关负责人说。

近日，在永川区临江镇龙安村
四合头村民小组高标准农田施工
现场，挖掘机正在来回作业。临江
镇是永川区的农业大镇，2022年承
接永川区万亩高标准农田建设试
点工作，规划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
15902亩，覆盖该镇5个村。目前，
该项目已开工建设1200余亩，预计
明年2月底完工。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仕川 摄

永川：

加紧建设万亩
高标准农田

□ 石柱融媒体中心记者 隆太良

一排排红黄相间的“小木屋”错落有
致，一阵阵嗡嗡嘤嘤的“蜂语”萦绕耳畔，
培训中心、蜂具室、储存室等功能房一应
俱全……近日，记者来到石柱县大歇镇
龙王村，一个新打造出来的标准化中蜂
养殖基地让人眼前一亮。

据介绍，这是石柱县公安局驻大歇
镇龙王村工作队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以党建
为引领，依托当地蜜源植被丰富，多次联
系石柱县畜牧产业中心，于今年 5月争
取到了中蜂养殖项目，经过紧锣密鼓施
工，在前不久打造出占地面积10余亩的
中蜂养殖基地，并注册成立了石柱县高

庄蜜蜂养殖家庭农场（下称高庄蜂场），
跑出了中蜂产业发展的“加速度”。

“在高庄蜂场内还建有管理房，内设
培训中心、办公室、蜂具室、储存室等功
能房。”石柱县大歇镇龙王村党支部副书
记廖宣斌边带记者在现场参观边介绍，
基地内还配套建设有20立方米的水池、
300余米的养蜂道、500余米的围栏、400
米公路。目前养殖有 100余群中蜂，每
群中蜂按每年产糖10斤计算，年产蜂糖
总量在1000斤以上，总收入约15万元。

记者在现场看到，基地四周山高谷
深，植被茂密。基地内的管理房干净整

洁，道路畅通，基地内及周围的洋槐、乌
泡、五倍子等蜜源植物品种繁多，发展中
蜂产业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

为走深走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路，石柱县公安
局驻大歇镇龙王村工作队和龙王村“两
委”因地制宜，依托高庄蜂场，通过向当
地马世斌、刘益兵等10户脱贫户传授中
蜂养殖技术，带动他们在自家房屋周围
养殖中蜂有100余群。

在高庄蜂场技术人员的传帮带下，
马世斌养殖有中蜂 13群。他乐滋滋地
告诉记者，现在对发展中蜂产业很有信

心，要通过自繁育自养殖，继续扩大养蜂
规模，走上新希望、甜生活之路。

“中蜂蜂箱占地少，养殖中蜂不需要饲
料，更不污染环境，还可为农作物、果树传
授花粉促进增产增收，是一项朝阳产业。”
石柱县公安局驻大歇镇龙王村工作队干部
谭中洪表示，将秉承“生态产业化、产业生
态化”的发展理念，采用双管齐下办法，既
要助力高庄蜂场扩规模、抓质控、树品牌，
发展好中蜂这一特色产业，还要带动更多
的群众养殖中蜂，将其打造成该村乡村振
兴的支柱产业，实现产业增效、农民增收、
村集体经济增强，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北碚：静观蜡梅开出“产业之花”

石柱：中蜂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

万州：企业开办实现半天办结

合川区体育中心项目
获得1.66亿元贷款
□ 重庆日报记者 黄光红

11月27日，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为重庆中建八局
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合川区体育中心及配套工程PPP项
目，发放了1.66亿元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

这是重庆市首笔体育领域符合专项再贷款支持条件
的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开创了重庆市政府和社会
资本合作（PPP）项下的设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新模式。

据悉，今年9月28日，中国人民银行宣布设立设备
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专项支持金融机构以不高于
3.2%的利率，向制造业、社会服务领域和中小微企业、
个体工商户等实施设备更新改造提供贷款。为推动设
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顺利在渝落地，重庆建立了跨
部门、市区两级联动的协调机制，积极组织设备更新改
造项目贷款需求申报，推动辖区金融机构第一时间开
展“一对一”项目对接，开辟绿色审批通道，加快贷款投
放。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高度重视，快速反应，成立了
由分管公司和审批的行领导牵头，公司、机构、审批、信
管、普惠、法律和资负等部门组成的工作专班，推动设
备更新改造专项再贷款加快落地。

其中，该行支持的合川区体育中心及配套工程PPP
项目，是承办重庆市第七届运动会的运动场馆，建成后
将有利于提高区域内体育基础设施水平，为市民提供健
身运动场所。为助力该项目建设，工商银行重庆市分行
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启动应急预案，加班加点做好客
户沟通对接，快速完成了贷款的审批、发放等程序。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11月 27日，记者从涪陵区榨菜发展中心获悉，当
地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农业生产，今年发展种植的
73万亩青菜头于近日完成移栽，为今冬明春青菜头丰
收奠定基础。

11月25日天刚亮，涪陵区百胜镇中心村二组村民
袁永兵和妻子就忙着移栽青菜头秧苗。打窝、浇水、栽
苗，夫妻俩分工合作，花了几天时间将 13亩青菜头完
成移栽。

“由于今年冬季气温偏高，青菜头移栽比往年推迟
了1个月。”袁永兵说，为了减少不利天气影响，政府在
组织村民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时不误农时，先后调度了
701个山坪塘、3座水库、132口水井等灌溉水源，确保
他们自主育苗和直播育种的用水需求。

涪陵有“中国榨菜之乡”的美誉，榨菜已成为涪陵乃
至重庆农村经济优势特色支柱产业。仅涪陵就有23个
街镇的16万余农户、197家榨菜股份合作社从事榨菜种
植、加工和出口。青菜头是榨菜加工的主要原材料，目
前通过抢抓农时，当地73万亩青菜头秧苗已完成移栽。

据了解，根据涪陵榨菜产销计划，今年发展的 73
万亩青菜头中，有30万亩鲜销青菜头和43万亩加工青
菜头，预计将实现外运鲜销青菜头 60万吨左右，产销
成品榨菜51万吨左右。

涪陵

73万亩青菜头完成移栽

银杏染初冬 美景入画来

初冬时节，南川区德隆镇银杏村的古银杏群落迎来
了最佳观赏期。银杏树纷纷呈现出一片金黄，飘落的树
叶更给地面铺上了一层“黄金毯”，在山间格外显眼。

南川日报特约通讯员 胡波 摄

□ 梁平日报记者 郎兴花

连日来，梁平区龙象寺水库枢纽工程项目部坚持
疫情防控和项目建设“两手抓、两不误”，统筹规划、合
理安排，确保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目前，已完成工程总
进度的40%，预计本月底进行导截流验收。

记者在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在进行取水塔基
础钢筋制作安装、溢流坝段Ⅲ模板安装、重力坝段Ⅲ基
础清理、门库坝段仓面清理和混凝土浇筑等作业，现场
忙碌有序。

近段时间以来，为抢抓工程进度，该工程项目部严
格落实各项措施。“通过大家的努力，目前，龙象寺水库
枢纽工程已完成进场道路开挖、管理房边坡开挖和支
护工作，坝基土石方开挖也已完工，坝体目前浇筑高度
约21米，预计本月底进行导截流验收。”该项目部相关
负责人说，下一步，他们将加快消滤池施工，确保明年
安全度汛。

此外，记者了解到，龙象寺水库枢纽工程征地移民
工作已完成各类永久土地征收工作和房屋拆迁工作，
下一步将进行城区供水工程和灌区输水工程的临时占
地征收工作。

据介绍，龙象寺水库工程位于梁平区合兴街道、复
平镇境内的普里河上游，距梁平城区 20公里，主要由
枢纽工程、城区供水工程和灌区输水工程三部分组成，
是一座以城区供水为主，兼有农业灌溉、农村供水等综合
利用功能的Ⅲ等中型水利工程，也是被列入国家“十三
五”水利规划的重点水源工程，预计2024年建成投用。

梁平

龙象寺水库枢纽工程完工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