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潼南日报记者 谭春兰 刘文静

“有点像狐狸，又有点像猫。”“应该
是野生动物，只要没受伤，就不要打扰
它。”“潼南生态是越来越好了，野生动物
一波接着一波。”……11月初，热心市民
的一个视频在朋友圈引发热议，称在潼
南区福山公园发现一只没有见过的动
物。

视频中，这只浑身灰色、尾巴长长的
小家伙东窜西跑，活动敏捷，似乎正在觅
食。次日，经潼南区林业专家确认，这是
一只果子狸，又名花面狸，为国家二级保
护动物，同时已被列入中国“三有名录”、
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等目录。

“这只果子狸精神状态良好，体力也

都很正常，具备野外生存能力。”潼南区
林业局资源管理科负责人吴卫峰说，人
为的干扰对它生长不利，建议市民朋友
做到不打扰、不伤害。

不仅是果子狸，夜鹭、红嘴鸥、鼬獾
等野生动物也频频出现。自全面推行林
长制以来，潼南区生态建设成效明显，国
土绿化建设稳步推进，森林覆盖率大幅
度增加，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各种动物提
供了自然生态的栖息场所，描绘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

同时，为了全力维护辖区生物多样
性，潼南区多措并举，认真贯彻落实《野
生动物保护法》，加强救助、普法、宣传、
检查力度，持续推进野生动植物资源保
护工作。每年平均救助野生动物 60余

只，有效保护了全区野生动物资源，促进
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局面。

今年 9月，潼南区林业局接桂林派
出所案件线索移交，查获违法行为人使
用捕网捕获的领角鸮1只。经过初步检
查确认，这只领角鸮没有外伤，但身体状
况不佳，执法人员小心翼翼地剪除缠绕
在领角鸮颈、足的网线，经过喂水、喂食
等悉心照料后，待领角鸮恢复野外生存
能力，将其放生至城镇周围的山林中。

据了解，今年以来，潼南区组建执法
小组开展“2022清风行动”，打击野生动
物交易及饲养等非法行为。同时实时开
展宣传教育，切实落实“谁执法谁普法”
责任制，引导群众拒捕、拒食、拒卖、拒买
野生动物，进一步增强广大群众保护野

生动物的意识。
此外，潼南区还通过“营造生态绿

洲，保护动物回家”“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巡山清套清网”“爱鸟周”等系列宣传活
动，形成了人人参与保护野生动物的良
好社会氛围。

生态环境持续好，人民幸福不断涨，
野生动物日趋增。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只有起
点没有终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我们将持续发挥林长制在野生动植物保
护工作中的作用，积极开展野生动植物
资源监测和保护，强化野生动物栖息地
建设，切实保护好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
多样性。”

武隆喀斯特旅游区获评
“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 武隆日报记者 罗雪琴

近日，成渝文旅发展交流活动暨“成渝十大文旅新
地标”颁奖典礼举行，活动揭晓了“2021成渝十大文旅
产业地标”榜单，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榜上有名，成功获
评“成渝十大文旅产业地标”。

据悉，去年10月，为了让川渝两地人民，在今天洪
崖洞、明天太古里的双城生活之外，拥有更多选择，封
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启动“国际范、中国味、巴蜀韵——
寻找 2021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系列报道，在巴蜀地
区，大规模寻找文旅地标。经过初选、线上投票、专家
评审等阶段，最终评选出“2021成渝十大文旅新地
标”，重庆市共有包括武隆喀斯特旅游区在内的4处文
旅地标入选。

据了解，武隆喀斯特旅游区为国家 5A级景区，作
为重庆市的后花园，其独具魅力的高山草原、南国罕见
的林海雪原、雄浑壮观的天生石桥、辉煌壮观的地下溶
洞等自然景观，成为成渝乃至全国各地游客的必打卡
之地。此外，武隆全境串珠式密布景观多达260多处，
已开发生态观光、休闲度假、乡村体验、户外运动等多
种类型的旅游产品。凭借着丰富独特的旅游资源，武
隆也成为众多影视剧的拍摄首选地，《满城尽带黄金
甲》、《变形金刚 4》、《爸爸去哪儿》、《三生三世十里桃
花》等拍摄都取景于此。

□ 重庆日报记者 彭瑜

上月，位于奉节生态工业园区的重
庆目奢克光学眼镜公司（下称目奢克公
司）做出最新决定，进一步扩大产能！

5个月前，目奢克公司才刚刚完成
投产后首笔订单，为啥又要追加投资？
12月1日，公司负责人马培勇坦言，奉节
县营商环境好，是干事创业的好地方。

党的二十大提出，优化民营企业发
展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
家权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近年
来，奉节县实施”营商环境改善”工程，以
创建“奉公办·更快节”服务品牌为总抓
手，用行政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
的“加法”，用为企服务的“真心”换取企
业发展的“放心”，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最
优县”。

今年上半年，奉节县招商引资考核
暂居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第一名。截
至目前，全县招商引资今年新增签约项
目196个，合同投资额223.3亿元。

组建4个驻外招商组出门
精准招商

几年前，目奢克公司就有投资西部
地区的计划。马培勇带着团队跑遍多个
省市考察，都没有找到理想的地方。直
到遇到袁旻、肖寒等奉节人。

袁旻是奉节县驻粤港澳招商办主
任，他和肖寒等常年活跃在深圳和大湾
区内地主要城市，拜访老乡、结识客商，
精准寻找能为奉节带来飞速发展的“产
业血液”。

“一场座谈会后就决定落户奉节
了。”马培勇称，当地政府提供2000多平
方米的厂房，三年免租、两年租金减半；
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在奉节每年仅工
人工资就节省300多万元。他说，“奉节
政策优惠、服务热情，招商专业。”

惠州市博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将整
厂搬回奉节、临海市万大眼镜公司通过
以商招商在奉节投资亿元项目……一年
来，奉节县驻粤港澳招商办共成功签约
36个项目、引入投资12.4亿元。

“‘奉公办’，就要有奉献的精神、奉
命的严谨。”奉节县县长巩义胜称，招商
引资要有“等不起、坐不住、跑起来”的心
态，坚持“两眼向外”，全力以赴抓招商。
他介绍，全县组建4个驻外招商组，分赴
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中部城市群精
准招商。“主攻重大项目对接、重点企业
走访、重要人才招引。”

11月 8日，奉节县举行 2022年第三
次招商引资集中签约仪式，共签约 125

个项目总投资130.46亿元。百度数据标
注中心和罗普特算力中心落户运营，重
庆第一座县域万达广场和京东（奉节）数
字经济产业园、人才服务中心等相继签
约落户奉节。

与此同时，奉节县实行“一个签约项
目、一名县领导领衔、一个行业主管部门
牵头抓总、一批参与单位支持配合、一个
推进方案”多对一服务机制，实现项目
30个工作日内签订正式投资协议，60个
工作日内落地开工建设。

截至目前，奉节县今年举行集中签
约、集中开工活动8次，签约项目239个、
开工项目181个，新增开工项目91个，新
增开工项目投资额77.3亿元。

“四减”推动签约项目实
现”三早”

前不久，重庆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眼镜制造及原材料加工项目落户奉节。
作为社会投资小型低风险建设项目，代
办专员主动作为，仅用3天就办结了《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地质工程勘察报
告》等相关手续。

“‘更快节’，就是要流程更简单、服务
更高效、成本更节约、办事更快捷。”奉节
县常务副县长胡云清介绍，奉节县推进政
务服务标准化建设、规范化管理，通过减
时间、减材料、减环节、减跑动，全力推动
签约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真正
做到为企业和群众省时间、省成本。”

现在，奉节22个县级单位进驻行政
服务中心设立服务窗口，13个单位将事
项授权到大厅实行“一窗综办”无差别受
理；同时坚持亮身份、亮事项、亮规范，持
续开展预约服务、延时服务、代办服务、
上门服务、随到随办、急事急办，认真落
实“一窗式受理、一次性告知、一站式办
结”工作制度，全力营造克己奉公、公正
廉政的政务服务氛围。

据统计，奉节县行政服务中心大厅
可办事项达1348项，推进减时间比例达
86.3%，全程网办率91.2%、即办率60%、
平均跑动次数 0.12次，“零跑动”事项
1156项，“只跑一次”事项239项。

靠前服务，创新不断，只为群众办事
“更快节”。奉节县税务局对连续三年纳
税信用A级纳税人发放“3A便民办税服
务卡”，提供免叫号免排队“一对一”税务
服务。市场监管局向新开办企业免费提
供印章，实现开办全流程免费，推进企业
开办最多 1个工作日、最快 2小时办结；
会同公安、税务、人社、公积金等单位开
展“一件事一次办”；与中邮奉节分公司
合作，开展个体工商户、内资企业的设

立、变更、注销等代办服务；搭建“政银
企”对接平台，解决市场主体融资难题。

今年初，奉节在县行政服务中心大
厅创新设立返乡入乡创业综合服务窗
口，为返乡入乡创业提供注册登记、政策
咨询、创业指导、报备登记等服务，实现
返乡入乡开办企业“一链办结、一次办
好”，企业核准类、备案类均在 1个工作
日内办结。

今年以来，奉节县新增市场主体
11754户，实有市场主体 83033户，较去
年底增长 16.5%，增速居渝东北第 1位，
净增量居渝东北第3位。

在全市率先成立民营经济
促进中心

“拨打‘96018’管用！”今年 8月，奉
节遭遇高温极端天气，朱衣镇庄稼人水
果种植农场用水十分紧张。农场负责人
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通 96018”求助，

“政府随后就落实了人工渡船送水，缓解
了农场生产用水难题。”

“96018”是奉节县民营经济服务热
线电话，24小时专人负责接听，按照“统
一受理、分类处置、限时办结、评价反馈、
行政问责”运行方式，受理企业在生产经
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诉求。

截至目前，“96018”共收到 205家市
场主体反映问题248个，已办结241个，及
时破除了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堵点”。

“‘奉公办’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企
业、为群众办事，对企业好。”奉节县委
统战部副部长王海龙介绍，今年初，奉
节县成立县民营经济促进中心，主要负
责收集整理涉及民营经济的法律法规、

督促各项惠企政策落实、帮助民营市场
主体维权服务以及交办督办民营企业
反映的问题。“同时还要做到克己 守
节、公平公正，既不能有松劲想法，也不
能有贪欲私欲。”

“96018”只是民营经济促进中心创
新举措之一。现在，奉节县还开通了“奉
节民企之家”民营经济智能服务平台，发
布中央、市、县惠企政策，打通惠企政策
从部门到企业的绿色通道；创新“党建+
商会”模式，凝聚 8300余名民营经济人
士，打响全国夔商品牌。

“请上来交流经验，沉下去化解难
题。”王海龙介绍，全县还开展干部精准
联系帮促市场主体行动，走进企业车间，
帮助落实政策、纾困解难、出谋划策，促
进管理规范、诚信经营、增效降本、发展
壮大。他表示，“‘面对面’走访服务，全
县市场主体实现了联系帮促全覆盖。”

尽管今年遭遇高温连晴天气，奉节
县谈夔生态农业公司150亩猕猴桃还是
增产增收。公司负责人谈平海坦言，奉
节县公平镇党政办主任熊超两次走访，
第一次走访解决了2300米引水管道，解
决了果园抗旱问题；第二次走访帮忙线
上直播、线下叫卖，20多天就卖完了7万
斤滞销猕猴桃。

截至目前，奉节县今年招引投资商
家 173名，回引农民工等就业创业 2943
人，新增“四上”企业 92家，新培育科技
型企业21家。

奉节：打造“营商环境最优县”

群众在奉节县行政服务中心办事。受访者供图

11 月30 日，江津白沙工业园武
骏光能生产车间，光伏玻璃生产线
一派忙碌景象。连日来，武骏光能
885名干部员工坚守在生产一线，确
保在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下稳定生
产。据了解，武骏（重庆）光能有限
公司年产 8GW 光伏材料及组件项
目，总投资 42 亿元，占地 900 亩，全
面达产后可实现产值110亿元。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通讯员
苏盛宇 摄

潼南：保护野生动物 共筑和谐生态

□ 巫山报记者 卢先庆 鲁作炳

初冬，行走在巫山县大昌镇光明村，村头巷尾鸟语
花香，田畴载绿瓜果清香，一湖碧水、两岸青山犹如一
个大花园，一幅幅美丽宜居乡村画卷徐徐铺开。

巫山县大昌镇光明村龙池渡口处水域，在大昌湖
成湖后成为一处回水沱，大量垃圾曾在此汇聚。

“湖面的垃圾有一两米厚，人踩在上面都不得沉下
去。”这是留在村民脑海中的记忆。以前，这里堆积的
垃圾滋生了大量蚊蝇，臭气熏天。与此同时，三峡水库
丰水期和枯水期交替，在大昌湖湖岸形成了高差30米
的消落带，枯水期，周边村民在消落带上种菜、养猪和
鸡鸭；丰水期，菜地残留物、畜禽粪便就被带入水中。

2021年 10月，巫山县大昌镇光明村积极探索“湿
地+”模式和消落带治理，依托湿地生态半岛的建设，启
动了该村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项目。项目以湿地保护
和修复为主，恢复项目区植被，保持大昌湖主体现有的
良好水质，改善局部区域水质。在 175米水位线以下
实验种植中山杉，形成环湖“彩叶”林带，在消落带间种
植香蒲、花颜芦竹、灯芯草、芦苇等沉水植物，丰富库岸
植物种类，形成良性的鸟类栖息环境。同时，以此为契
机，着力实施村落的生态化改造及传统乡村要素的恢
复与重建，同步发展柑橘等生态产业，打造山地共生型
农业复合体，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经过一年多生态治理和修复，巫山县大昌镇光明
村变成了一个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如今该村三面环
水，是 143种鸟类戏水游弋的乐园。已完成植被护岸
4.8万平方米、崖加固 1.1万立方米，湿地植物园 2公
顷、森林植被封育21.9万平方米、鸟类栖息地营造5公
顷、人工鸟巢 80个等，一个集生态涵养、湿地科普宣
教、湿地文化弘扬的湿地展示区初具雏形。

巫山

乡村振兴示范点建设显成效

今年来，万州太白街道白岩路社区、青羊宫社区新
铺设了人行道地砖、安装了护栏、打造了文化墙等，小
巷环境大幅提升。万州不断对城区老旧的背街小巷进
行整治、改造，居民出行通道大变样。

三峡都市报记者 付作侨 摄

万州

背街小巷换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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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舒婷

“钱也挣了，家也照顾了，还能建设家乡，这份工作
不错。”近日，家住长寿区万顺镇院子村的黄国才谈起
在家门口上班就能挣到钱时高兴不已。

今年以来，长寿区万顺镇院子村把“以工代赈”作
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效手段之一，以“劳务”代“赈
济”，有效激发了群众自主发展的内生动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新修的排水沟渠底部进行了混
凝土浇筑，蜿蜒曲折环绕在村落周围。

“我们结合院子村湾落排水不畅、污水积存等问
题，争取到人居环境补短板项目补助资金 50万元，采
取‘以工代赈’方式在村内进行人居环境基础设施补短
板建设。”该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刘刚说，该项目涉及院
子村4个组的排水沟渠建设，总长3000米，今年5月份
开工，10月份完工。

“每天有 170元工资，还能就近照顾生病的家属，
比出去打工强多了。”该村脱贫户吕广良笑着说。

李刘刚介绍，该项目的实施不仅改善了村内人居
环境，也为当地村民带来 10余个就业岗位，有效巩固
了脱贫攻坚成果，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和幸福感。

长寿

“以工代赈”让村民幸福感翻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