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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颜安

鲜笋爱好者张小姐最近发现，在凛
冬时节居然还能在超市买到新鲜的方竹
笋，这让她颇感意外，“往年一旦过了 10
月，基本上只能买到干笋了。”

方竹笋是南川金佛山的特产之一，
一年只有八九月份出产，采摘时间极短，
且易变质。正因如此，尽管方竹笋被誉
为“笋中之王”，但保鲜时间短一直制约
了其产业发展壮大。

对此，当地建立起一套液氮保鲜系
统，通过液氮锁住方竹笋的口感和营养，
使其销售期延长到全年，让市民一年四
季都能吃到鲜笋。

保鲜期太短
方竹笋产业难以做大

方竹笋产季短，一年不足一个月，且
保鲜期不足 3天，过去笋农们要么当日
采摘、当日卖走，要么自行加工，以延长
保鲜期。

“毛笋可以保存一个星期，如果剥了
壳那就最多只有3天（保鲜期）。”在金山
镇金狮村经管了 4000多亩方竹笋的村
民李传发说，过去他们在采摘季通常忙
得疲惫不堪，早上天不亮就要进山，晚上
8点多钟天黑尽了才回来。

这还不算完，因为方竹笋保鲜时间
短，所以笋农们要在深山笋棚里筑起大
锅，用两天两夜，把鲜笋炕成干笋，大约
12斤鲜笋可炕一斤干笋。这套传统工
艺，不仅费时费力，干笋的市场价值还比
鲜笋低了 30%。以李传发为例，他的鲜
笋能卖5—6元/斤，加工成干笋后每斤的
售价约为100元，算上人工、时间等成本
后，利润反而降低了不少。

近年来，随着冷链物流和电商的飞速
发展，方竹笋已走出大山，端上了全国吃货
的餐桌。但一个月的常鲜季实在太短，加
上运输耽搁，鲜笋的销售比例还是很低。

据南川区林业产业发展服务中心主
任梁明兰粗略统计，金佛山每年产笋近
3万吨，其中只有 10%是作为鲜笋销售。

“方竹笋是少有的秋收、秋食的笋，弥补
了春笋断季的市场空缺，如能延长销售
期，尤其是在冬季很有市场。”她表示。

液氮保鲜
“一月食”变为“全年吃”

富含大量粗纤维，让方竹笋的口感
脆嫩，但也让它极易氧化。在常温条件
下，方竹笋采摘后 2—3天就会变味发
酸，想长期保鲜面临着巨大挑战。

对此，从 1993年就开始销售方竹笋
的重庆市轩瑞食品有限公司（简称轩瑞食

品）总经理贺族刚深有体会，为此他也一
直在探索如何延长方竹笋的保鲜时间。

“我从低温保存药品和海鲜的案例
上得到了灵感，又从西南大学得到了技
术支持，建立起了一套由液氮机、液氮
罐、冻库等组成的液氮保鲜系统。”他
告诉记者，这套系统从 2020年开始提
出，2021 年试运行，至今年已逐渐完
善、成熟。

采用该技术后，在采笋季节，每天清
晨6点左右，笋农上山打来的带壳鲜笋，
会被立即运往轩瑞食品位于山下的加工
中心，分拣、洗净后，再注入零下196℃的
液氮，送进零下18℃的冻库储存。

“液氮速冻的优势在于保护了笋的生
物组织，只需自然解冻，就能还原95%以
上的口感和营养。”在贺族刚看来，液氮鲜
笋更大的价值在于打破了方竹笋秋采、
秋卖的局限，让“一月食”变为“全年吃”，
为错季节销售、提质增价提供了保障。

利用该技术，今年轩瑞食品存储鲜
笋在 800吨以上，明年这个数据更有望
增加到3500吨，让更多消费者一年四季
都能吃上鲜笋。

错季销售
方竹笋的身价倍增

保鲜“黑科技”的加持，让村民们

不再需要将鲜笋加工成干笋，销售上
多了一道可靠的保障。“今年我自己收
了 140吨鲜笋，加上从其它地方收来的
笋子共计 200吨以上，其中 80%卖给了
轩瑞。”李传发说，对方的收购价为每
斤 5元左右，“我们放弃了炕笋的大锅，
人力节省一半以上，比自己卖干笋划
算多了。”

在市场方面，因为实现了错季销售，
方竹笋的身价倍增。12月 7日，记者在
新世纪超市金山大道店看见，250克鲜
笋的售价达到了 9.9元，且选购者众多。
在新世纪超市客户端上查询可知，其月
销售量达到了6866件，显然受到了市民
的青睐。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盒马鲜
生，该超市一采购员预计，方竹笋在冬季
的最高价格将达到每公斤30元，是秋季
的三倍。

而在轩瑞食品方面，鲜笋收购、存
储量加大，也让其在市场开拓方面更有
底气。上个月，他们就运了 20多吨鲜
笋到美国洛杉矶，而这个月还将往韩国
首尔发一个货柜的鲜笋，海外市场逐渐
打开。

“我们将继续推动 3500吨方竹笋鲜
笋速冻保鲜生产线稳产达产，不断提高
林产品附加值，做大做强方竹笋特色产
业。”梁明兰表示。

鲜方竹笋从“一月食”变为“全年吃”

□ 江津日报记者 吕晓

对于一座城市而言，小到一个垃圾
桶的设置，大到一个城市的精密运转，背
后都是一篇社会基层治理大文章。如何
写好这篇文章？江津区鼎山街道紧紧围
绕“为民”二字，创新治理路径和办法，一
条条基层治理效能高、服务群众能力强
的基层治理路径逐渐显现。

开展基层治理试点工作以来，该
街道依托居民网格和四类专属网格两
张网覆盖，深化社区民主自治，探索开
展“三事分流”创新行动，推动居民从

“旁观者”到“参与者”，真正成为社区
治理的主角，在全域着力打造“有事多
商量、遇事多商量、做事多商量”的基
层自治格局。

近日，记者走进江津区鼎山街道，探
寻率先开启“三事分流”创新行动的鼎山
自治实践。

“三事分流”
推进民事民议民管

群众事，群众议、群众管——这是鼎
山街道深化居民群众自治的基本原则。

为搭建群众议事平台，厘清自治组
织架构，今年 1月，鼎山街道推行“三事
分流”创新行动——搭建三级民主协商
议事平台，坚持“三事分流”解决。三级
民主协商议事平台分别是街道联席会、
社区评议会、网格邻里会，“三事”即公
事、共事、家事。

每天，居民网格员和商铺网格员将
收集的社情民意和矛盾诉求进行梳理、
分类、汇总，根据划分细则合理划分为公
事、共事、家事。“公事”主要为政府管理
和基本公共服务事项，由街道党工委、办
事处牵头召开街道联席会协商解决；“共
事”主要为本治理单元内居民之间的共
同事务，由社区党委、居委会牵头召开社
区评议会讨论解决；“家事”主要为居民
个人事务，党支部书记、网格长牵头进行
网格邻里会，直接引导居民自行解决或
寻求市场途径解决。

“以前，小区更换电梯就像‘扯牛皮
糖’，明明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大家却都
像是事不关己，进度拖拖拉拉。推行‘三
事分流’之后，公共事务推进顺畅多了。”

鼎山街道江州社区西西里小区居民尹德
感慨道。

作为一个有着超过 10年历史的小
区，今年年初，西西里小区 11号楼的电
梯时常出现故障，住户们对此怨声载
道。网格员收集住户意见后，将其划分
为共事上报到江州社区。

很快，江州社区召集物业公司、业委
会成员、住户代表、网格员召开社区评议
会，讨论提出电梯更换、维修两种方案。
业委会成员、网格员再挨家挨户征求
264户住户意见，明确大多数住户选择
更换方案。

后来，社区又牵头召开网格邻里会
3次、社区评议会 3次，让居民充分发表
意见建议。“电梯的方案设计、出资比例、
品牌型号，都由居民们民主协商决定。”
鼎山街道江州社区党委书记张旭介绍，
有事一起议、一起管，居民们都有了“主
人翁”意识，电梯更换工作进展十分迅
速，在半个月内就筹集资金 40万元，完
成了品牌型号选定等前期工作。

“依托街道联席会、社区评议会、网
格邻里会，推进民事民议、民办、民管，社
区里矛盾少了，活力多了。”张旭说。

今年以来，该街道开展大走访行动，
召开网格邻里会710次、社区评议会117
次、街道联席会3次，新建居民议事场所
17 处，居民自主协商解决矛盾纠纷
1124件，“自己事、自己办”社会氛围已
初步形成。

“三步议事法”
实现全程参与式治理

鼎山街道探索推行“三步议事法”，
引导群众既议事、又办事、还评事，实现

“共同协商出主意、多方联动协同办、张
榜公示大家评”的“三步”自治强基路径，
变基层事务“事后反应式管理”为居民群
众“全程参与式治理”。

在该街道高牙社区服务中心，通知
公告栏里张贴着一份龙井湾修路的“项
目书”，上面清晰列明出资人员名单、建
设人员名单、资金使用明细等信息。社
区居民黄学兵认真翻阅这份“项目书”，
找到了自己的名字，并连连感叹“好久没
有见到大家同心协力，干得热火朝天的
场面了。”

原来，高牙社区龙井湾有1000余亩
的花椒地，却只有一条没有硬化的毛
路。雨水长期冲刷后，路面坑洼不平，坡
陡路滑。到了花椒采摘时节，椒农开着
三轮车去拉花椒，走得歪歪扭扭，很容易
侧翻，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网格长钟新全和韩灿阳发现该问题
后，立即召开网格邻里会，召集椒农商议
解决。大家一致决定，有钱的出钱、有力
的出力，对陡坡路段近 200米的路面进
行维修。会后，钟新全和韩灿阳迅速准
备好石子、石粉等材料，30余名群众齐
上阵，热火朝天地干了三天，坑洼的路面
变平整了！

道路问题的迅速解决，得益于鼎山
街道在“三事分流”协商基础上探索开展
的“三步议事法”——第一步，共同协商

“出主意”，通过街道联席会、社区评议
会、网格邻里会，居民群众围绕议题充分
发表意见建议，形成解决方案；第二步，
多方联动“协同办”，街道、社区负责协调
居民群众、相关单位及时实施办理，并在
规定期限内向协商主体、利益相关方和
居民反馈落实情况；第三步，张榜公示

“大家评”，评议会将办理结果在社区和
小区张榜公示，接受居民监督评价。

强化保障
居民自治更有底气

如今，活跃在基层的“三事分流”和
“三步议事法”，让自治逐渐成为鼎山街
道干部群众的思想共识和行动共识。作

为一方兼有城市和农村的区域，鼎山街
道还通过一系列举措，强化精管细管制
度保障，扩大群众对社区事务的“知情
面”，进一步健全基层群众自治体系。

——完善社区人民调解、治安保卫、
环境和物业等职能职责和人员配备，环境
和物业专干实现从无到有，实现自治精管
细管；将社区集体收益管理、民生实事等
8项事项新纳入“四议两公开”范畴。

——深化城市物业规范治理，街道
成立物管办统筹物业管理工作，将辖区
小区按照物业小区、自治小区、过渡小
区、安置小区等进行分类管理，促进物业
服务升级。

——深化农村“三资”民主治理，将
村民关心的辖区资源、资产、资金收归集
体管理经营，做好“三资”摸底清理、公开
公示、建立台账；通过三级民主协商议事
平台，扩大村民对“三资”的知情权、参与
权、分配权。

今年 5月，江州社区西西里小区将
上届业委会任期内全部公共收益和专项
资金收支使用情况进行委托审计，并将
审计结果向小区全体业主张榜公示。小
区业主们看到后纷纷表示：“这么多年
了，我们终于清楚地了解了小区公共收
益支出情况，这让我们更清楚小区的实
际情况。”

近日，万州北滨大道十七码头
至万安大桥段，市民在滨江步道享
受冬日暖阳。升级改造后的万州
北滨大道十七码头至万安大桥段
已全面开放，宽敞靓丽的滨江步道
成市民享受亲水生活的好去处。

三峡都市报记者 冉孟军 摄

江津：执自治之笔 绘幸福画卷

万州
亲水生活好去处

西西里小区更换电梯公开招标会西西里小区更换电梯公开招标会。。江津区鼎山街道供图江津区鼎山街道供图

“现在吃了晚饭，还可以穿起布鞋出去散步，要是
在过去，门都不敢出。”近日，在北碚区施家梁镇三胜村
新建成的重跃路上，村民陈胜群高兴地告诉记者。

陈胜群的家就在公路边上，屋后种植了很多柑
橘。之前，每到水果成熟的时候，她就愁柑橘的销路。

“之前的路烂得很，遇到下雨天，穿水靴才能出门。”陈
胜群说，“现在好了，公路修通后，有不少市民自驾前来
采摘水果，就算挑下山去销售，也就是几分钟的事情。”

北碚区交通局规划与建设管理科负责人曾理告诉
记者，今年这条路在原有的路基上进行路面拓宽和硬
化，建成了这条宽5.5米的“四好农村路”。

今年以来，北碚区紧扣“民生出行”课题，坚持问题
导向与需求导向，将提升群众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
安全感作为头等大事，为群众出行谋福祉。目前，北碚
区静观镇、三圣镇、龙凤桥街道等地的32条“四好农村
路”正有序推进。到 2022年底，北碚区将完成 80公里

“四好农村公路”建设任务。 据华龙网

北碚

2022年将建成80公里“四好农村路”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12月7日，九龙坡区陶家镇敬老院，96岁的魏征远
老人坐在院医务室的电脑前，通过“九龙坡云医院”平
台，进行线上问诊。“以前搭几趟公交车才能去医院，现
在不出门就能看病，真方便。”魏征远高兴地说。

身体不舒服可线上问诊，医生开的处方药还能派
送到家。为推进“医共体”建设，近年来，九龙坡区卫健
委在西南片区率先推出了“九龙坡云医院”服务平台，
为群众提供“线上诊疗、远程医疗、慢病管理”等互联网
诊疗服务。

目前，九龙坡已将辖区 7家公立医院，以及街道
（乡镇）卫生院、社区（村）卫生室等全部纳入“云医院”
服务平台，并引入上海华山医院、北京天坛医院等8家
全国顶级医院的专科医疗资源入驻，探索建立起诊疗
共享、资源共享、服务共享的远程医疗服务体系。

记者在陶家镇敬老院看到，老人们在护工帮助下进
入平台后，即可根据自身病情预约科室专家进行线上就
诊。平台开设了内科、外科、妇科、肿瘤科等各类科室，
签约医生有800多名，不仅能提供线上诊疗服务，还推
出了“互联网+护理”“互联网+供药”等服务，解决了以往
群众“挂号难”“面诊难”“缴费难”“取药难”等问题。

该平台自正式上线以来，已累计开展远程医疗服
务 2万余例，服务居民 40余万人次，基本实现“看病不
出社区，处方药共享上门，居家护理舒心”的远程医疗
模式。

九龙坡建成西南首个
“云医院”服务平台

□ 华龙网通讯员 石威 鲁冀

12月 6日，在黔江过境高速公路工业园隧道建设
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抓紧安装供电设备。目前，黔江过
境高速已完成全线路面摊铺、交安设施安装作业，进入
扫尾冲刺阶段，预计本月底将按期建成投用。

黔江过境高速是我市一条重要的城市过境环线高
速公路，起于黔恩高速公路窑坪附近，与渝湘高速公路
相连。项目全长 20.38公里，设互通立交 4处，19座桥
梁，2座隧道，桥隧占比达38%，建成通车后，将成为渝
东南、黔东北地区通往中原地区的交通转换联线，促进
武陵山区经济发展。

“黔江过境项目已经完成建设进度的99%，进入了
扫尾冲刺阶段，目前我们在做好疫情防控的情况下，组
织各专业 500多人进行互通口的收边收口，预计本月
底按期完成通车目标。”中铁建渝东南公司副总经理刘
汉银告诉记者。为保证施工进度，施工方在落实疫情
防控各项要求的同时，科学调配施工人手，加快推进扫
尾工程。

黔江过境高速公路预计本月底建成投用

“真没想到，示范田在经历了今年夏季极端高温伏
旱天气，还能实现增收。”永川区来苏镇观音井村正在
收割再生稻的乡亲们，无不称赞再生稻是帮助农民增
收的“增收稻”。

近日，重庆市农学会组织有关专家前往重庆市农业
科学院在永川区来苏镇主持实施的市科技局专项——
再生稻减灾增产增收关键技术示范片进行田间验收。

由于今年7—8月晴热高温极端天气严重影响重庆
主要口粮作物——水稻的产量和品质，为确保全市口粮
安全，本着“早秋粮损晚秋补”的原则，市科技局启动实
施了科技应急专项——再生稻减灾关键技术集成与应
用项目，该项目由重庆市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依托长
期从事杂交中稻—再生稻两季丰产高效育种栽培创新
研究的渝优水稻创新团队，集成了“抗旱保水剂施用、肥
水耦合、外源激素调节、病虫害防控以及机收减损”等单
项减灾技术，并开展技术核心示范和辐射应用。

“该示范片平均海拔 290米，再生稻有收面积 105
亩，选用强再生力优质杂交水稻‘渝香 203’为示范品
种。”据项目负责人介绍，他们运用了抗旱保水剂施用
技术，该技术是在头季稻收获后，立即喷施多糖醇类抗
旱剂，提高稻桩抗旱能力，保护稻桩水分，此外还在头
季稻机收后7天内实施了肥水耦合技术等。

重庆市农学会组织重庆市农业机械鉴定站、重庆
市农业技术推广协会等单位的专家，以全田机收的方
式对项目示范片进行了田间测产验收，认为项目实现
了百亩示范片再生稻实际亩产153.6公斤的目标，辐射
带动了全区 5万余亩再生稻丰产增效，全区再生稻平
均亩产 93.5公斤，预计增收优质再生稻谷 400余万公
斤，再生季每亩平均增收440元。 据重庆日报网

永川

再生稻增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