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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坪坝报记者 裴梓臣

“开了啊，终于又可以在这里吃饭
了。”日前，沙坪坝区双碑街道勤居村社
区养老服务站完成提档升级，正式复业
开放。崭新的环境、完备的设施、热情的
服务让老人们交口称赞。

双碑街道勤居村社区是国有大型工
厂原址所在地，老年人口占辖区总人口
比例较大。2022年，社区养老服务站因
发展需要歇业升级。养老服务站的再次
开启，让居民对未来的养老生活充满了
新期待。

“在这里吃起安逸”

3月1日，“养老服务新起点，和谐共
建一家亲”雷锋日主题活动在百莲湖·勤
居村社区养老服务站举行，这是服务站
复业后开展的首场活动，周边的老人都
聚了过来。

“听说这里搞活动，我就过来看下。”
听到养老服务站再次营业，年近70岁的

黄婆婆早早的来到养老服务站，她嘴上
说着是为了参加当天的雷锋日主题活
动，但手里拿着的饭钵，却泄漏了她来到
这里的最终目的。

对养老服务站再次营业充满期待，
是勤居村社区每位老人的共同点。这份
期待来自于服务站前期积累起来的认
可，也是在长期的养老工作开展过程中，
双碑街道靠真干真做赢得的口碑。

作为社区养老服务站，助餐服务一直
以来是勤居村社区养老服务站的主要服
务事项之一。在双碑街道的指导下，自
2021年开业以来，服务站就一直秉承着政
府让利、老人得利的初衷，按照政府提供
场地，专业机构提供服务的方式，为辖区
老人提供物美价廉的专业助餐服务。

“以前我们吃了，没有哪个说过不
好的话。”黄婆婆说，这里价格一直没变
过，菜品也一直按照老年人的口味来
做，还会送餐，再加上街道、社区长期以
来对服务站的严格要求，也让他们对这
里更放心。

据沙坪坝区双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

绍，服务站复业后，仍将延续让利于老人
的传统，每份餐食的价格都设置得比市
面价格更低，特别是还针对60岁以上老
人设置了专门的补贴，在同等餐标的前
提下，会再便宜 2元钱。同时，复业后，
服务站还增设了早餐、晚餐服务以及更
多助老服务项目。“我们希望把这里真正
打造为辖区老人们的食堂，让他们吃得
放心、吃得‘安逸’。”

家门口“一站式”养老

复业自然会有新气象。复业后的养
老服务站不仅对厨房进行了全新升级，
确保助餐服务能够更好服务于辖区的老
年居民，同时，也整合了更多资源进驻养
老服务站，让老人们真正实现家门口的

“一站式”养老。
勤居村社区养老服务站总面积约

300平方米，复业后，站内新的规划也展
现在所有老人的面前。记者在现场看
到，站内设置了阅读区、就餐区、书画区
与活动区。为了更细化老年人需求，曾

经的娱乐室被单独设置，动静区域被彻
底分开，互不干扰。在硬件设施上，装潢
装饰得到整体提升。更让老人们高兴的
是，服务站将进一步丰富活动，每月不定
期开展书画、音乐会等活动，为老人们提
供更好的休闲服务。

在此基础上，服务站还专门配备了
“住家服务”“家宴服务”“养老服务”“理
发、送医、陪伴、助浴”等个性化服务内
容，全方位为辖区老年人晚年生活保驾
护航。

“我们还把积分制引入养老服务站，
引导老人们互帮互助，‘抱团养老’。”据双
碑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勤居村社区已经
联合养老服务站成立勤居红岩党员联盟，
吸纳有条件、有能力的老人成为志愿者，
并以积分兑换礼品和服务的方式鼓励大
家奉献爱心，营造“人人为我，我为人人”
的良好氛围，让互帮互助成为风尚。

该负责人表示，将继续加大对养老
服务工作的投入，进一步完善社区养老
服务站的功能，让居民晚年能够过得更
好、更充实。

□ 江北报记者 刘静

“最近经营状况如何？”“有什么困难没有？”“对街
道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有什么意见或者建议吗？”近日，
在走访美全22世纪写字楼过程中，江北区寸滩街道主
要负责人与企业负责人互加微信并进行面对面交流。

据悉，为持续落实“百千万”联系服务市场主体全
覆盖机制，为企业提供 24小时不打烊的“妈妈式服
务”。自2月2日以来，寸滩街道领导带头，对辖区以商
务楼宇、小区底层商铺等为基础设置的61个网格进行
了全覆盖走访，宣传《江北区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12条》《寸滩街道优化营商环境 9条具体办法》等惠企
政策，推广“小江都能办”等服务品牌。

“太好了！以前是我们企业去街道问，现在是街道
主动上门帮忙办。”寸滩街道热情且高效的服务，让重
庆市鼎恒商务信息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建红赞不绝
口，“街道主动走访，为我们提供平台搭建、政策解读等
全方位服务，让我们切切实实享受到了政策利好，能投
入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公司主业。”

截至目前，该街道已走访辖区各类市场主体1587
家，收集资金投入大、稳产稳岗难等问题98个。

□ 潼南报记者 关羽

春暖大地，油菜花开。近日，在潼南
区崇龛镇陈抟故里菜花节景区，3万多
亩油菜花竞相绽放，金黄色的花海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观赏游玩，八方游客正
在一望无际的花海中感受着浓浓春意，
尽享乡村田园美景。

蜚声海内外的菜花节已走过十六个
年头，且越办越火。周边群众靠着一朵
朵“小菜花”，也跟着吃上了“旅游饭”，并
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提供着新动能。

一朵油菜花 点燃乡村花经济

“了解到这里菜花开得正盛，我就开
车带上家人从主城前来赏花、游玩，互相
交流感情，一起赏花踏青，共同度过美好
的亲子时光。”在景区出口，刚赏花结束
的游客陈先生笑容满面地说。

“今天有土鲫鱼、腊香肠、红苕凉粉、
炒菜苔……”适逢午饭时间，陈先生带着
家人走进了崇龛镇青杠村的花海农庄，
老板娘王光兰正招呼着农家乐吃饭的众
多游客。

“我这个农家乐开办有十来年了，一
直生意都不错。这段时间，赶上菜花节，
每天我这都是座无虚席。为了游客体验
更好，去年特意对坝子进行了改造升级，
餐饮、住宿和娱乐功能更加齐全。”王光
兰介绍，她这里还有鱼塘和果园，能提供
土鸡土鸭和垂钓等服务。到了盛花期平
均每天就要接待二三十桌客人，一个花
期可以赚到10多万元。

每年菜花节游人如织，不仅带火了
农家乐，更为老乡们带来了不少收入。
村民就地摆摊售卖柠檬、蜂蜜、土鸡鸭、
菜苔等土特产，景区农民“华丽转身”成
为旅游从业人员，呈现出“一朵菜花千人
忙”的喜人景象。

如何告别“走马观花”式旅游，突破
“赏花经济”发展天花板？崇龛镇相关负
责人一语道出农民心声：“不能只看花，
要增加旅游体验感，千方百计留住游客，
才能带来更多经济效益。”

为了提升旅游体验感，景区还增加
了不少耍事，让游客在赏花的同时彻底
放松心情，往年颇受游客喜欢的水上画
舫船、复古观光小火车、速度旱滑、高空
滑索、空中飞艇等项目依然保留，让大家
随时体验360度全方位赏花。今年新打
造了葫芦坝花海景区，郁金香、太阳花等
花卉正在陆续绽放，同时今年菜花节还
开展川渝文艺节目展演、川渝汽车越野
场地锦标赛、火锅美食文化节、花海音乐

会、沙滩露营篝火晚会等10多项精彩的
文旅活动，旅游产业链不断延伸。

崇龛镇与菜花景区获得双重成就。
近年来，该镇走上农文旅融合发展之路，
兴办农家乐和旅社70多家，引导10家餐
饮企业入驻景区，打造葫芦坝文创园，培
育发展一批休闲农业观光采摘园，激活
了乡村振兴内生动力。据了解，目前崇
龛镇投身于花海经济的当地群众人均年
收入和开发旅游前相比，增加了近万元。

潜心深耕十多年，潼南油菜花早已
突围一片花海、一个菜花节的狭义范畴，
潼南也正凭着这朵油菜花，雕琢出一个
4A级旅游景区，打造了乡村旅游“样板
间”，一幅乡村振兴的画卷正在崇龛小镇
上徐徐展开……

一颗油菜籽榨出“中国好粮油”

“实在是太香了，闻着味就能找到地
儿。”来自四川遂宁的游客黄丽霞等候在
崇龛佳禾机械种植专业合作社门口，工
人正在有序进行菜籽榨油工作。“这个油
不仅闻起来香，吃起来味道也嘿巴适，今
年多买点回去送亲戚朋友。”黄丽霞眉飞
色舞地描述着。

“我们榨油坊的菜油味道香纯度高，
现在不仅供应周边，还远销广东、山西等
地。”该合作社负责人杨华介绍，这得益
于政府大力发展菜花经济，严格控制油
菜种源，禁止转基因油菜进入。新研发
推广的庆油 3号和渝油 28号油菜品种，
不仅产量高，含油量和油酸也很高，吃着
放心，市场也非常认可。

“中国好粮油”品牌认证让潼南油菜
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位于潼南高
新区的重庆红蜻蜓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潼南项目一期油菜籽压榨生产线在春
节前已调试投用。“一期产线每年可压榨
油菜籽 3.6万吨，产出浓香菜籽油 1.2万
吨，今年预计营业收入可达1.55亿元，将
带动 3.5万户潼南油菜种植户年均增收
1200多元。”该公司负责人冉明说，“红
蜻蜓”潼南小榨菜籽油获得国家级优质
产品认证给予企业更大的发展信心。二
期工程将建设浸出车间、精炼车间、小包
装车间及库房，更加充分发挥潼南区菜
籽原料的优势，实现高品质粮油的产业
化生产，取得更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

好油出自好菜种。作为国家级油菜
制种大县，近年来，潼南不断强化制种基
地建设，联合重庆市农科院、西南大学等
科研单位开展优质高效菜种试验示范工
作，培育生产的“庆油”系列菜种质量达
到国标一级种，在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

冬油菜区大面积推广应用，获得市场广
泛好评。今年，潼南区新增油菜制种面
积0.5万亩，增加种子产量45万公斤，正
着力建设油菜种质资源库、亲本繁殖基
地、种业试验示范基地，进而推动基地综
合生产能力、制种科技创新能力及社会
化服务能力提升。

一条产业链闯出振兴新道路

记者在柏梓镇一处油菜种植基地看
到，装药、起飞、喷洒，在农机手熟练操控
下，一架植保无人机沿着预设轨道在油
菜田上空喷洒农药，1小时就完成 50亩
施药任务，且能保证无死角施药到位。

“眼下开花期正是油菜菌核病防控
关键期，以往打药是最头疼的事，现在无
人机喷洒2天就能搞定400亩油菜，与人
工相比，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成本更低，
预计今年可以增收5万元左右。现代化
的种植管护技术，便利可靠的销售渠道，
让我对从事农业生产更有信心。”柏梓镇
油菜种植户孙建介绍说，因为种植油菜
带来的经济效益，让这个勤劳的潼南汉
子家底更加殷实。

智能化管理、精准化作业、无人化操
作的广泛应用，是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动力。为了发展壮大油菜产业，
潼南区依托土壤和气候优势条件，通过
实施土地宜机化改造，引进培育重庆市
粮食集团、渝飞农机联合社等大型经营
主体，推行“大企业+小农户”合作的生产
经营模式，采取“耕种管收储”全程机械
化社会服务，构建油菜产、销一体化生产
经营体系，促进油菜产业提质增效，进一
步拎稳中国人的“油瓶子”。

以花为媒，“菜花经济”综合价值在
潼南得以充分彰显。据悉，潼南作为重
庆现代农业发展先行区，通过标准化种
植和推广优良品种，大力挖掘油用、肥
用、蜜用、观花休闲等多种功能，油菜生
产已由典型的传统单一农业产业发展成
为集生产、制种、加工、销售及旅游开发
为一体的现代农业全链条大产业，实现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经济效益翻番，辐
射带动当地10万余名农民实现增收。

小小的菜花汇聚成最美油菜花海，
串联起一条完整的现代农业产业链，为
乡村振兴注入了新鲜活力，描绘出一幅
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美好
图景。“颗颗好菜种变成朵朵油菜花，再
变成桶桶喷香菜油，让我们村民钱包鼓
了，村街颜值俏了，日子红红火火，家家
户户喜笑颜开，乡村振兴一定大有可
为。”崇龛镇青杠村支部书记吴道友笑着
说道。

“2022年，我们推进了油菜产业园建
设，建成了5个万亩级的稳产、高效综合
示范区，乡村旅游与深加工延伸了产业
链，增加了附加值，让群众吃好这碗旅游
饭、产业饭，现代农业全链条大产业体系
日渐完善，取得了较好的带动效应，有力
地支持了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潼南
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潼南油菜种植
面积达32万亩，产量将超4.4万吨，综合
产值可达6个亿以上，油菜产业将向更高
的规模化、集约化、标准化、机械化和信
息化方向发展，更好地助力乡村振兴。

潼南：油菜花开春意浓 美丽经济促振兴

陈抟故里景区万亩油菜花竞相开放。（潼南报资料图）

近日，荣昌区安富街道洗布潭
村燕子崖标准化茶园进入采摘期，
一垄垄茶树吐露嫩绿的新芽，茶园
里随处可见埋头劳作的茶农们。大
家正抢抓农时，采摘春天的第一抹
新绿。据了解，该茶园占地2000余
亩，是我市早春茶基地之一。

荣昌报记者 张丹 摄

沙坪坝：居民家门口乐享“一站式”养老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爷爷奶奶看这里！”“咔嚓”一声，相机定格下老
人的灿烂笑容。3月 2日，北碚区东阳街道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组织了理论政策宣讲、黄桷树下党史小课
堂、非遗保护、文化文艺、医疗健康等 5支志愿服务队
在该街道丹阳社区举办志愿集市，送文艺、送法律、送
政策、送关爱。其中，由摄影志愿者带来的“爱心摄影
棚”尤其受居民欢迎。

为在有限的场地达到最佳拍摄效果，东阳街道新
时代文明实践所特别设计了一个数平方米的中国风背
景，并招募到美容美发志愿者现场为居民化妆、梳发。

在志愿者巧手打扮下，三个认识几十年的好姐妹
妆容精致，她们拉上自己的丈夫，六人一起上镜。“叔叔
靠近孃孃近一点，笑得再开心一点。”见大叔面对镜头
有些拘谨，志愿者们使出浑身解数，终于捕捉到最佳神
情，快速定格下老人们几十年相濡以沫的友情和爱情。

随着“爱心摄影棚”热闹接客，排队化妆、拍摄的居
民越发多。他们互相打理衣裳，紧张且欣喜地等待着，
脸上满是期待幸福的笑容。

新一轮拍摄，三个抱着小孩的“婆婆辈”走进镜
头。其中一位婆婆蔡英兰说，他们三个是十多年的好
邻居，刚好前后升级为“婆婆辈”，希望“孙子辈”还能延
续他们的友情，继续做好邻里。

每拍一张照片，摄影团队就有志愿者免费精修，并打
印成12寸的高清照片送给大家，见证他们新生活的美好。

江北

为企业提供24小时不打烊服务

近年来，彭水县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发展，科学化、
实用化设置专业，充分发挥职教优势，实施软硬件相结
合，紧跟产业变化和发展趋势，及时更新专业设定，将
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市场需求精准对接，进一步激发
职业教育的就业活力。图为彭水县职业教育中心学生
正在上汽修课。 彭水日报记者 李亚军 摄

北碚

设立社区“爱心摄影棚”
摄影志愿者为幸福留光影

彭水

精准对接市场 促进职业教育快速发展

荣昌春茶
抢“鲜”开采

□ 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3月 1日，渝中区在两路口街道“百家讲坛”举行
“榜样面对面”宣讲活动，邀请第五届全国道德模范候
选人、重庆市道德模范、“爱之光”盲人志愿服务队队长
蔡美岐上台宣讲。

“作为一名医生，我尽力做好身边群众和患者需要我
帮助的事；作为一名党员，我时刻牢记党旗下的宣誓，为
社区居民和残疾朋友竖一面旗、亮一盏灯……”蔡美岐分
享了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参与志愿服务的心路历程。

71岁的蔡美岐是一位右眼失明、左眼视力微弱的
半盲残疾人。她创立的“爱之光”盲人志愿服务队共有
队员70人，组建了国内第一支盲人自助旅行团。

“外出旅游是许多盲人朋友的梦想，我带着他们到
过六盘水、达古冰山、恩施大峡谷、深圳珠海，甚至登上
宝岛，走出国门，让许多年近七旬的盲人朋友第一次圆
了乘坐飞机的梦想。”蔡美岐用一个个亲身经历的小故
事，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

“扶弱助残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我们身边需要
更多像蔡美岐这样的志愿者，将爱和温暖撒满人间。”
社区干部尹庆丰说。作为一名基层工作者，他将时时
刻刻以蔡美岐为榜样，用心用情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
盼”等问题，当好为民服务的“勤务员”。

当天，“爱之光”志愿服务队队员们还为辖区居民
开展了志愿按摩服务，用实际行动弘扬雷锋精神，树立
文明新风尚。

渝中

榜样面对面
“为社区居民和残疾朋友竖一面旗亮一盏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