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32023年1月5日 星期四
责编 熊雅雯 美编 阳晖天下大足

1月3日，渝蓉高速与大内高速
纵横交错，车辆川流不息。近年来，
大足区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形成
集城乡公路、高速公路、高速铁路于
一体的立体交通网络，为经济社会发
展和乡村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立体交通助发展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张玮 文/图）新年
伊始，除了走亲访友、吃饭团圆，追求精神的富足已成
为越来越多大足市民的选择。昨日，记者在香国公园
24小时城市书房看到，不少市民正在这里看书学习。

香国公园 24小时城市书房位于香国公园大千坡
体花艺长廊旁，是集“藏、展、阅、享”为一体的多元化空
间。书房运用合理的空间布局，恰当的光影设计，营造
出“人在书中，书在人旁，库阅合一”的美好意境。

该书房面积50.23平方米，室内有18个座位，室外
25个，藏书 3000余册，具备自助借还书、自助办证、查
询服务等图书馆的基本服务功能，后续还会不定期开
展文化沙龙、读书分享会、亲子阅读等活动。

正带着儿子在此看书的市民李银说：“我家就住
在附近，寒假来了，带孩子到公园玩，发现这里有个
书房，环境优美，还能培养孩子的阅读习惯，我觉得
挺好的。”

截至目前，大足区建有3座24小时城市书房，分别
位于大足区图书馆旁、昌州古城和香国公园内。“除了
在24小时书房阅读，市民还可以通过大足区图书馆的
借阅卡，将图书借回家阅读。”大足区图书馆工作人员
陈才霜介绍，市民一次可以借阅5本，在一个月内归还
到图书馆或者各个社会分馆。

“大足是一座文化之城，更是一座书香之城。”大足
区图书馆负责人表示，24小时城市书房作为一种崭新
的公共文化服务形态，是打造全民阅读的重要平台，也
是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的重要文化保障。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随着新年的到
来，近郊采摘成了不少市民朋友的热门选项。近日，
大足区智凤街道一律红草莓种植基地里，一派热闹
景象。

记者在该基地看到，红彤彤的果实个大饱满。目
前，该基地拥有近50亩草莓种植地，品种主要有红颜、
妙七和法兰蒂，都已经成熟进入了采摘季。

“为了保障草莓的口感与品质，今年基地投用了补
光设备。因为重庆地区冬天光照不足，补光灯可以让
草莓保持口感。”基地负责人周祖彪介绍说，草莓基地
线上订单同样火热，仅同城配送的出货量每天都保持
在150公斤左右。

市民热摘冬草莓

大足24小时城市书房
让阅读“不打烊”

市民在书房看书。

□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文/图

美丽文明、整洁舒适的居住环境是
百姓们的期盼。2022年，大足区高升镇
探索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
模式，通过扮美扮靓家园，挣取奖励积
分，兑换出乡村“高颜值”，促进了乡村
文明建设。

“农村人居环境的转变始于整治积
分制。”高升镇党委书记宋晓燕说，

“2022年，我们在旭光村推行积分制模
式，群众从‘一旁看’转向‘一起干’，从

‘要我整治’变为‘我要整治’，农村颜值
刷出新高度。”

为进一步健全完善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成果，高升镇在坚持让群众

“唱主角”方面，积极探索，创新思路，在
旭光村试点推行“积分制+爱心超市”新
模式，将村民的日常行为以积分累计形
式进行量化考评，将村民包卫生、包秩
序、包文明“三包”列入积分项，采取“线
上”上传整治照片到爱大足 App、“线
下”邀请网格长的形式进行考评打分，
所得分值存入各户积分账号兑换生活
用品。通过在积分超市兑换生活物品
的方式，鼓励广大群众积极投身村集体

公益活动，参与公共卫生保洁、村容村貌
整治、绿化美化等村级公益事业，形成人
人参与、户户争先，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
风尚。同时，充分发挥“红黑榜”激励警
示作用，针对突出问题，全镇组织力量加
强督查，建立完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整
治工作常态化。截至目前，创建“美丽庭
院”示范户 39户，考评出五星文明户 50
户，形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美丽乡村建
设新格局。

从以前房前屋后乱堆杂物，到现在
把家园清理得干净整洁。旭光村七旬老
人陈其良在当地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积分制后，改掉不良习惯，持续维护卫
生，获得积分再到爱心积分超市兑换奖
品，这让他高兴不已。

“本来打扫卫生也是我们应尽的职
责，现在还能用积分兑换东西，给大家带
来了大实惠。”旭光村村民蒋其芳说，
2022年，她通过积极参与环境卫生整
治、绿化美化等公益事业共获得积分 86
分，如期兑换了牙膏、洗衣液、油等生活
用品。

“我们现在环境卫生整治已形成了
常态化管理机制，每周二村上动员群众
进行一次集中整治，整治后集体观摩评
比，并用积分制激励群众养成良好卫生

整治习惯，自觉维护公共卫生。实行“积
分制”后，村容村貌有了极大改善，群众
精神面貌也更好了。”旭光村监委会主任
周家英说。

“推行积分制的目的不在于兑换奖
品，也不在于惩罚个人，而是要让乡风

文明有‘镜’可照、有‘尺’可量、有‘标
杆’可比。”宋晓燕说，2023年，高升镇将
不断优化乡村治理积分制管理模式，持
续开展人居环境整治，在全镇营造“环
境整治人人参与、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的良好氛围。

整治后的旭光村一角。

“小积分”换出乡村“高颜值”
高升镇推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积分制”

大足区委三届五次全会全面对标对
表党的二十大精神，紧扣市委《决定》，立
足大足实际，在大足区第三次党代会部
署的基础上，研究制定《中共重庆市大足
区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新大足的决定》，对今后五年发展
目标作了进一步优化完善，提出能量化、
群众有感的目标。要实现这些目标，就
要深刻理解，在新时代新征程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新大足的重要内涵。

建设现代化新大足，要“新”在全面
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取得的新成效。新征程需要确立
新航标，制定新的任务书、路线图。我们
要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
定前行，一以贯之贯彻落实好总书记对
重庆作出的系列重要指示要求，落实好

“一定要把大足石刻保护好”的殷殷嘱
托，在思想上不断深化新的认识，在实践
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果。

建设现代化新大足，要“新”在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争创的新地位。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已进入新的发
展阶段，我们要始终胸怀“国之大者”、把
握“市之大事”、牢记“区之要事”，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更加主动办好合作的
事，切实扛起新使命、书写新篇章。要主
动谋划今年重点工作，对已经确定的共
建项目要快速推进，早见成效、早出效
果，争做巴蜀文化旅游走廊、成渝现代特
色高效农业、川渝地区世界级产业集群、
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毗邻地区率先示范合作的桥头堡。要秉
持“一家亲”理念、强化“一盘棋”思想，项
目化、事项化、清单式纵深推进各项工
作，探索体制机制改革，抓好重大平台和
重大项目建设，唱好“双城记”、共建“经
济圈”，打好文旅牌，当好桥头堡，争做排
头兵。

建设现代化新大足，要“新”在推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重庆中作出的

新贡献。大足是重庆主城都市区的桥头
堡城市，我们大力弘扬担当精神，知担当、
能担当、敢担当，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积
极融入和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打造
推动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大
力弘扬实干精神，直面困难主动干、甩开
膀子加油干、勇于突破创新干，用新视角
观察问题，用新思维分析问题，用新方法
解决问题，在有效应对各项挑战中把工作
不断推向前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作
出应有贡献。大力弘扬进取精神，坚定攻
坚克难、加快发展的信心和决心，争做“头
雁”、争当“标兵”、争取“出彩”，真正做到以
一域之光为全局增彩。

建设现代化新大足，要“新”在人民
群众对更加幸福美好生活实实在在的新
感受。社稷之道，民为重。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是评判领导干
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政绩的重要标准。我
们要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
裕，找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突破性抓

手，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美好社会建设，寻找更具普遍意义的“共
富经验”。

建设现代化新大足，要“新”在深入
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中展
现的新气象。新时代新征程，需要新作
为新气象。当前，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完
成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蹄疾步稳
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发起冲击，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途上。
目标高远、任务艰巨繁重。同时，面临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考验和机遇，我
们更要牢记经验教训，始终坚持党对一
切工作的领导，增强四“四个意识”、坚定

“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牢记“国
之大者”，坚定不移第推进新时代党的建
设新的伟大工程，不断推进以党的自我
革命引领社会革命在大足生动实践，把
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队伍锻造得
更加坚强有力。

深刻理解建设现代化新大足的重要内涵
——论学习贯彻大足区委三届五次全会精神③

□《新渝报》评论员

在新时代新征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大足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1月 3日，记者从大足区
市场监管局获悉，大足区加强对农村地区涉疫物资生
产、批发、零售各环节全覆盖检查、全链条执法，确保全
区涉疫物资市场价格和竞争秩序总体规范有序。

连日来，大足区成立了 5个检查组，下沉 27个镇
街进行专项检查指导，检查了各地 700 家经营场
所。在专项检查中，执法人员紧紧围绕抗原检测试
剂、连花清瘟胶囊、医用防护口罩等重点物品，零售
药店、诊所、卫生院、村卫生室及涉疫物资生产经营
企业等重点场所和囤积、哄抬价格、发布虚假广告、
虚假宣传、仿冒混淆、假冒伪劣等重点违法行为开展
专项检查。

同时，大足区还对乙酰氨基酚、阿莫西林、板蓝根
冲剂、甘草片等重点物资进行线上线下价格实时监测，
强化数据分析运用。通过各种媒介宣传、发放提醒告
诫函、组织召开政策指导会等多种方式加大对政策宣
传和提醒告诫力度，督促经营者主动开展自查自纠，共
同维护涉疫物资市场秩序。

“我们密切关注有关价格投诉举报和网络舆情，
做到投诉举报当日办理答复、网络舆情当日调查回
应，确保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及时解决群众急难愁
盼。”大足区市场监管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足区经信
委、区发改委、区卫健委等职能部门加强配合，对抗
原检测试剂等商品价格进行分析研判，加强对苗头
性、倾向性问题的预警，对潜在价格和竞争风险的加
强防范。

大足农村涉疫物资监管
实现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