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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云阳县七曜山生态自然保护区
内的泥溪镇，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土地贫
瘠，曾是重庆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

近年来，泥溪镇从产业和民风等多
方入手，激发老百姓内生动力，汇聚起乡
村振兴的磅礴力量。如今，致富之花遍
开泥溪热土，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洋
溢在村民们心间，泥溪镇也走出了一条
乡村振兴新路子。

产业兴旺
无花果鼓了百姓腰包

11月中旬，云阳县泥溪镇胜利村的
无花果基地一片热闹。游客提着篮子在
两米多高的果树间，采摘紫红饱满的无
花果。他们一边品尝鲜香甜美的果子，
一边采摘鲜果放入篮子。

“我们住在云阳县城，听说这里无花
果品质好，特意带着一家老小来采摘游
玩。”游客熊先生说，他尝了几个果子，味
道非常不错。

在果树间忙碌的除了游客，还有不

少工人。
“摘果子、打叶子、切果干，都是手边

事情，70元一天，在家门口就能赚钱，还
可以照顾一家老小。”村民张英兰对这份
工作非常满意。

据基地负责人张碧春介绍，他以前
在外地就在种植无花果，2021年在当地
政府的带动下，决定在家门口创业。目
前，基地占地50亩，建有50个标准大棚，
种了1万多棵树。

“我们种植的无花果品种主要是玛
斯义陶芬和芭劳奈，今年总产量约4万公
斤，鲜果采摘期从 6月持续到 12月。”张
碧春介绍，除了鲜果采摘，他还购买了一
台烘干机专门制作无花果干果，经过长
达10多个小时的连续低温烘烤，果干保持
了原滋原味，吃起来更香甜软糯，也更易
于保存。通过现场采摘、制售果干和网
络销售，今年无花果产值可达70余万元。

除了发展无花果，泥溪镇还建成标

准化晚熟柑橘产业园5500亩、乌梅产业
园3000亩、累计发展黑木耳100万段，建
成香菇产业园，年生产能力达60万袋。

这些实实在在的产业，让老百姓底
气十足。

民风淳朴
微“积分”算出文明值

“老辈子，我给您家算算第三季度的
乡风文明积分：娃儿考起211本科大学积
20分，环境卫生评比三个月积15分……
一共积了 57分。”这是泥溪镇石缸村积
分评议员在给村民黄承奎算第三季度的
乡风文明积分账。“您家前三季度共积了
230分，达到2A户家庭标准了！”

黄承奎一听，笑得合不拢嘴，“那我
争取再挣 70分，年底评个 3A户”，黄承
奎一脸自信地说。

原来，泥溪镇为响应县农业农村委的

号召，在全镇推行乡风文明积分制工作，
每个家庭通过“增强内生动力、环境卫生、
公益事业、移风易俗、遵纪守法、表彰奖
励”等正向激励进行加分，还有整“无事
酒”等扣分项，每季度末村民凭积分可到
积分超市兑换小商品，群众积极性和参与度
非常高。“新时代，大家挣积分，争当先进。”
石缸村支部书记在积分兑换大会上说。

泥溪镇农户的积分，不光可以免费
兑换实用小商品，还运用积分评定信用
等级。比如达到A级以上的农户，优先
享受惠民政策、选树推介诚信典型等。

泥溪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一年
的乡风文明积分制探索，基层社会治理
有了抓手，部分村民家庭脏乱差的情况得
到了极大的改善，邻里之间矛盾纠纷明显
减少，参加学习、会议等集体活动的积极
性提高。“全镇人人争先进、当先进的氛
围浓厚，村民的文明素质不断提升。”

（冉长军）

云阳县泥溪镇：产业兴民风淳 走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 万州时报记者 别玥 文/图

今年来，重庆市万州区住房和城乡
建委扎实推进“三集中三到位”改革，将
审批服务事项集中到行政服务大厅办
理，让办事群众只进“一扇门”，让政务服
务更有速度，让营商环境更有温度，生动
展现出营商环境改善带给企业和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集中事项一“厅”办
让企业群众“少跑路”

8月25日，海成集团成功竞得万州五
桥一优质地块后，就在当天，便紧锣密鼓地
开展项目施工作业，真正实现了“拿地即
动工”，再次刷新了项目建设的“加速度”。

今年来，为提升项目落地效率，万州
区持续推出了“签约即供地”“交地即交
证”“拿证即开工”等一系列创新举措。
同时落实工程建设领域行政审批“三集
中三到位”改革，对涉及住建领域的 93
项政务服务事项全部集中至行政审批中
心，授权首席代表在窗口签发所有审批
事项，变“多个科室层层审签”为“一个窗
口即办即结”，真正实现了“办件不出大
厅”，审批效率提升80%。

“企业、群众的难点堵点痛点，就是我
们改革的切入点。”区住房和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不同方式进行分
类，并明确了联办细则。涉及需现场踏
勘、专家评审等特殊环节的由窗口会同业
务科室（直属单位）进行联办，针对需联办
事项明确联办时限、联办所需资料清单、反
馈意见等，进一步规范了联办事项的运行。

例如，联合验收“一口受理”，进一步
优化工程建设项目联合验收方式，简化
竣工验收备案手续，试行对已满足使用
功能的单位工程开展单独竣工验收等，
极大地方便了企业和群众，让办事群众
只进“一扇门”，就能把事情办妥；施工图
审查备案等事项企业在窗口提交资料后
最快半个小时就能领取审批结果。

此外，区住房和城乡建委在日常工
作中，还准确掌握、全面落实各级惠企纾

困政策，切实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跟进洽谈一批重大项目，加强与央企沟
通对接，着力推进一批重点签约项目尽
快落地，确保招商引资取得实效，不断增
强经济发展动能，全力打造全市一流、渝
东北最佳营商环境。

实行“容缺制”办理验收
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

“今年，我们项目就在现场实现了竣
工联合验收，政府各部门通过内部协助的
方式，让我们企业少跑路，项目建设更高
效。”万萃城一期A组团18#（幼儿园）项目
负责人表示，万州推进营商环境创新试点
改革工作以来，18#（幼儿园）项目在施工现
场实现了竣工联合验收，让企业实实在在
感受到了政务服务升级和营商环境提升。

“在开展工程档案验收时，如果项目
提交的工程档案大部分齐全，仅差个别
资料因特殊情况无法在短期内补充完
善，可由建设单位出具书面承诺，承诺在

一定时限内补充完善所差资料，即可实
行容缺办理，先行出具档案验收认可意
见。”区住房和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在开展建设工程档案验收过程中，经常
存在工程项目因为各种原因，个别档案
资料不能在短期内补充完善的情况。针
对此类情况，区住房和城乡建委转变观
念，增强服务意识，对涉及招商引资、信
访稳定及服务对象需求较急的项目，探索
实行“容缺制”办理建设工程档案验收。

据了解，营商环境创新试点改革工
作涉及 8个大项 12个子项。包括：联合
验收“一口受理”、进一步优化工程建设
项目联合验收方式、简化竣工验收备案
手续、试行对已满足使用功能的单位工
程开展单独竣工验收、承接部分工程资
质行政审批权限（工程勘察设计、工程施
工、工程监理）、建立完善建筑师负责制
工作方案等，促使万州区营商环境大幅
提升，让企业办事更便捷、更有获得感。

为进一步做好改革宣传、贯彻工作，
区住房和城乡建委还编制了《万州区营

商环境创新试点工作文件汇编》《万州区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联合
验收改革举措详解》等宣传资料，在政务
服务窗口、微信平台等，扩大宣传面，多
渠道宣传。组建宣传培训骨干小组，大
力开展培训宣讲，对相关业务科室、下属
事业单位、审批大厅部门人员开展学习
培训，安排专人深入企业开展“面对面”
的政策宣讲，使企业更加详细了解政策。

截至目前，万州区已对未来城三期
32#楼及车库工程、万萃城一期 A组团
18#（幼儿园）等 36个项目实行联合验
收，有效缩短了验收办理时间。已完成
受理47个企业的施工资质申请，进一步
推进建设工程档案领域“放管服”改革，
落实优化营商环境要求，不断提高办事
效率和服务质量，不断增强服务对象便
利度和获得感，打造营商环境“升级版”。

“兰花智能大棚内的兰花在冬天气温下降后，棚内
的 10000多株兰花仍然长势良好，春节前能够走向市
场，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日前，綦江三角镇巴渝南苑
国兰基地负责人敖琴贵向记者介绍。

据了解，为了提高兰花的生产附加值，巴渝南苑在綦
江区农业农村委、三角镇农技人员的支持下，投资20多万
元，新建了三个智能化兰房，配置了温控系统、自动喷淋系
统、补光系统等设施，实现了365天对兰花生长所需的水、
肥、光、温自动化控制，满足了国兰全系的育苗需求，兰花
的生长期由每年的180天提升到300天，水电等生产成本
每年节约15%以上，生产效益每年可提升30%以上。

“兰花平时浇水的时间需要3个多小时，现在通过
自动喷淋系统只需要半个小时就能完成浇水，节省了
人力和时间，并且比人工浇水的效果好得多。”敖琴贵
介绍，目前兰花基地共有万山红缘、紫霞仙子等国兰品
种 300多个 5万余株，通过智能化兰房的升级改造，科
学控制温度、光照、湿度，兰花生长得更加充满生机，形
态和香味更加优雅，将为市民生活带来更多的美丽。

据綦江日报

□ 沙坪坝融媒体中心记者 陈博

“现在新修小区，都不一定比我们的漂亮！”近日，重
庆市沙坪坝区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居民王朝东在小
区散步，看着新修的康养跑道、休闲座椅，喜滋滋地说。

团结坝社区建于20世纪70年代，曾是原重庆特殊
钢集团职工社区所在地，辖区有居民6万余人，其中一
半居民是老年人。今年 7月，石井坡街道启动团结坝
社区适老化改造项目建设，这也是团结坝社区配套服
务功能再一次“升级”。

团结坝社区改造针对居民诉求，以提高适老化水平
为切入点，在社区设置康养跑道、静心疗养区、康体健身
区，并在林下康养区的基础上增设儿童活动、休闲社交以
及富氧健身三大功能区，今年10月项目通过竣工验收。

除了团结坝社区外，沙坪坝区的双碑堆金村片区、
中心湾片区适老化改造也于本月16日进行竣工验收，
广电小区适老化改造项目正抓紧施工，争取在元旦前
完成收尾工作。

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城镇老旧小区
改造不仅是 2022年重庆市重点建设项目，也是区委、
区政府大力推进的重点民生实事之一。今年，全区计
划新开工城镇老旧小区101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3万
余户；已开工115万平方米，惠及居民1.5万余户，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沙坪坝

今年改造老旧小区115万平方米

近日，由中铁四局集团第六工程分公司承建的重
庆渝湘复线高速公路巴（南）彭（水）5标段水江北互通
立交跨G65包茂高速E匝道 2号桥钢箱梁第四节段正
式开始架设。

此次施工的E匝道2号桥为一联钢箱梁，上部结构
为两跨钢箱梁，钢箱梁工程量为525吨。桥梁上跨G65包
茂高速，与包茂高速斜交136.5度，全长92.3米，宽9.5米。

据介绍，既有G65包茂高速日常车流量较大，涉及
钢箱梁架设施工会对其正常行驶造成部分影响，特别
是吊装作业，风险较高，为确保安全，项目部精心组织，
周密部署，严格按照施工方案报批和技术规范要求施
工，多次组织方案评审会和安全技术交底培训，开展作
业进行班前安全讲话，以确保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E匝道 2号桥钢箱梁的顺利架设施工，打通了架梁通
道，为后续推动主线4号桥架梁施工任务奠定基础。

据南川日报

□ 江津融媒体中心记者 庞滔滔

为切实做好对新业态、新就业群体
的服务工作，重庆市江津区鼎山街道党
工委整合辖区内党群服务中心场所资
源，联合江津区委组织部打造了有暖心
齐全设施、关怀备至服务的“小哥驿站”
示范点，为外卖、快递小哥提供休整场
所，构建了完善新就业群体党群服务体
系，营造了关心关爱新业态的浓厚氛围。

筑牢“蜂巢式”阵地

近日下午 1点过，江津区鼎山街道
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陆续来了十余名
外卖小哥，在送完中午高峰期的外卖后，
外卖员张悦林和他的同事们不约而同出

现在“小哥驿站”进行休整。
“以前跑完高峰期的单只能在街头找

个角落休息，日晒雨淋别提多难受，现在
一有空我们就往这里跑。”谈起设施功能
齐全的“小哥驿站”，张悦林满意地说道。

今年 1月，江津区委组织部联合鼎
山街道党工委在柳林社区打造了“小哥
驿站”，成为全区试点之一。驿站在柳林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大厅内，占地约40平
方米，配有空调、沙发、电视、冰箱、书报、
饮水机、微波炉、医药箱等设备。

“快递、外卖等新就业群体日渐庞
大，党群服务必须要及时跟上。”鼎山街
道党工委书记唐晓敏介绍，街道在社区、
商超、楼宇还分别设立了 35个“志愿服
务岗”，让新就业群体有了“蜂巢式”阵地
和家园。

提供“点单式”服务

“我是从今年夏天开始经常到这里
来的，这里不仅提供很多免费服务，还能
在这休息，有家的感觉。”“小哥驿站”为
什么能吸引大家来？快递小哥李国栋给
出了答案。

在柳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小哥
驿站”，全天候提供临时休息、饮用热水、
食物加热、手机充电、书籍阅读、急救包
扎等服务。自“小哥驿站”建成后，每天
有数十名小哥在这里休息“充电”。

“除了常规服务，我们还设立了‘小
哥心愿墙’，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以‘点
单’的方式摸清小哥的诉求，并提供服务
帮他们完成心愿。”鼎山街道组织委员陈
厚桦介绍。

今年来，通过“小哥心愿墙”共收集
意见建议127条，落实解决121条。

开展“互助式”活动

“快递车箱体不能私自增高，不然过弯
时容易滑倒。”近日，鼎山街道联合江津区
交巡警把交通法规、冬季行车注意事项等
送进“小哥驿站”，小哥们听得津津有味。

此外，“小哥驿站”对辖区快递、外卖
公司里的 7名党员、入党积极分子进行
了统计建档，并以“我为小哥讲党课”为
载体，开展了心理辅导、青年交友、亲子
观影等活动20余场。

“小哥们平时走街串巷，能快速发现
社区的问题，是基层治理的好帮手。”柳
林社区“小哥驿站”负责人周宇轩介绍。

□ 黔江融媒体中心记者 李诗素

“我在山旮旯生活了大半辈子，第
一次看到把发电基地建在山坡上的。”
近日，重庆市黔江区黎水镇新花村 64
岁的李贤发说，以前电站是选在水流量
大的深山峡谷里，现在山顶上也可以建
电站。

李贤发说的山坡上的发电基地，为
光伏发电，位于新花村3组董家坪，占地
4亩，属于新花村集体经济 2022年的一
个“亮点”项目。

其他村（社区）的集体经济项目，几
乎都是以种养殖业作为支撑，新花村却

别出心裁地，用科技赋能集体经济。
据了解，光伏发电，是利用半导体界

面的光生伏特效应，而将光能直接转变
为电能的一种技术。光伏发电符合当前
国家节能减排的政策，是一种清洁可再
生能源，有利于乡村环境及生态保护。

新花村党总支书记聂冬菊介绍，新
花村地处一面坡，平均海拔在700米，辖
7个村民小组，全村共有村民 2033人。
村里每年在外务工人员占三分之二，在
家的村民从事以栽桑养蚕、养殖肉牛、生

猪、土鸡为主的产业，但规模都很小。
“我是去年 3月当选为村支部书记

的，我上任时村集体经济为零。”聂冬菊
说，为了村集体经济实现零的突破，他组
织村委会班子成员到外村考察，今年通
过镇党委、政府领导牵线搭桥，引进光伏
发电项目。

该项目于今年 9月开工建设，12月
上旬完工。现已并网正式供电，预计年
输送电量14万千瓦，年产值7万元。

正式投用后，新花村成立了理事会、

监事会、理财小组，负责运作及管理，在
除去土地流转和管理费用外，所得收益
全部归村集体所有。

“光伏电站建设快、风险低、见效快、
不占农田，让村民的撂荒地有了收入。”
聂冬菊说，新花村的光伏发电项目，是村
集体经济发展首次尝试获得的成功。如
果明年再争取到扶持资金，将投入光伏
发电的二期建设，在原址附近再扩建 6
亩面积，力争实现年售电量达到30万千
瓦，集体经济年产值突破15万元。

黔江：科技赋能让集体经济“亮”起来

江津：“阵地+服务+活动”打造温馨“小哥驿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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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

科技赋能 兰花产业提质增效

渝湘复线高速水江北互通进展顺利

华龙网通讯员 杨安东 文/图

110千伏三紫线66号塔电力迁改项目是重庆丰都
工业园区 2022年的重点工程之一，该工程已于 12月
21日全部完成施工并送电，此举进一步优化了电力营
商环境，提升了服务水平。

近日，笔者在镇江工业园看到多个电力工人攀爬上
铁塔钢架，正在组立电力高塔和拆除旧线路，据了解，原
来此处是丰都县110千伏三紫线（三合变电站到紫光化
工）66号塔电力迁改项目施工现场其中作业点之一，该
项目新立两基全高 87.5米和 90.5米的直线塔，更换原
64号直线杆为耐张塔，共计新建架空线路1.15千米。

“本项目导线采用钢芯铝绞线，地线采用2根铝包
钢绞线。全线共计新立铁塔 3基，拆除杆塔 2基、铁塔
3基。”重庆硕源电力实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向宇说。

重庆丰都工业园区项目建设部部长蒋仕蓉表示，
本次塔迁改项目投用后，不仅为镇江工业园提供更可
靠的电力供应保障，而且还促进了镇江工业园产业结
构升级。同时确保了镇江工业园内的三座船厂的生产
安全，也保证了紫光化工拆除后，其危化物处理装置持
续供给电力，保持其稳定运行。

电力工人在高塔上施工作业。

丰都

高效推进电力线路迁改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万州:政务服务有“速度”营商环境有“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