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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龙网记者 舒婷 实习生 夏南

吃顿饭顺便就能把事办了，“跨区
域”也能办……近年来，渝中区以便民
利民为目标，充分考虑人口聚集度高、
地理面积集中、楼宇经济发展旺盛等特
点，积极推行政务服务“就近办”“帮办
代办”“全渝通办”，凝心聚力打造“半小
时政务服务圈”，助力打造一流政务服
务环境，让企业、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
福感。

零距离服务 一台“机器”
“就近办”

“这个机器，让我吃顿饭的时间就能
顺便把事办了，简直太方便了！”从事建
筑行业的邓先生成功办理了夜间作业审
核事项。

这台“机器”是一台集成“渝快办”政
务服务功能的智能自助服务终端，于
2021年7月进驻重庆大礼堂旁的肯德基
餐厅，这也是“渝快办”首次进入餐饮零
售行业。

从 2020年开始，重庆陆续将“渝快
办”智能终端投放在全市多个区县政务
服务大厅和银行部分营业网点。2021
年 7月，重庆肯德基与渝中区政务服务
办达成合作，把计划进驻社会新业态的
首台“渝快办”智能终端放在了该餐厅，
让市民休闲消费时即能办理413项服务
事项，开启政务服务新场景。

把智能自助服务终端搬进餐厅，是
渝中区探索推进“政务+商业”办事模式
的一次创新。不仅如此，在“政务+街区”
方面，渝中在街道、社区、园区等服务网
点下沉21台自助服务一体机，为市民提

供“7×24小时”就近办理服务；在“政务+
邮政”方面，渝中与中国邮政渝中区分公
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以石油路、打铜街
等10个邮政网点为圆心，提供区内邮政
半小时上门揽件服务，真正实现双向寄
递、不见面审批，让办事群众少跑路、就
近办、不请假。

“店小二”服务“帮办员”
帮办、代办

“以前在办理很多业务时我们都有
些无从下手，现在好了，有了‘帮办代
办’，提高了办事效率，节省了人力、物
力。”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完成
项目备案时说。

为让政务服务有“速度”、有“温度”，
解决群众办理业务无从下手的问题，渝
中区政务服务办开展政务服务“帮办代
办”，当好“店小二”贴心服务。

渝中区政务服务办以党群服务中心
为载体，联合渝中区市场监管局、渝中区
税务局等部门建立 15支“帮办代办”队
伍，改变过去各部门分散服务的状态，配
备30余名“帮办员”，对税务等70余项事
项开展帮办，广受办事群众好评。

同时，为了让“服务”主动找上群众，
渝中区政务服务办立足国贸和环球金融
中心党群服务中心，针对企业关切的财
税等焦点，开设“代办点”和“帮办室”，每
周二、四主动提供“店小二”式一对一“陪
办、代办、上门办”服务。

截至目前，“店小二”式的集中、主
动、就近服务，已为近220家企业7100余
名职工提供市场监管、税务等服务，企业
满意度达100%。

“跨地域”服务“川渝通
办”“全渝通办”

让群众异地办事不再难，渝中区
全面推行“跨地域”服务模式，目前已
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山东省青岛
市即墨区等 7个地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聚焦医保、交通执法等重点领域，
切实解决企业、群众异地办事“多地
跑”“折返跑”的难题。2022 年，全区

“川渝通办”办件量近 1万件，群众幸福
感大幅提高。

政务服务优化提速，目前渝中区政
务服务办设置了3个“全渝通办”综合服
务窗口，通过“全程网办”“异地代收代
办”“多地联办”的服务方式，让企业、群
众“不出渝中即可办全渝事”。

此外，渝中区政务服务办还将 5个
部门自建大厅、11个街道便民服务中
心、79个社区便民服务站纳入统一管
理，构建涵盖“区—街—社区”的“1+5+
11+79”三级政务服务体系，规范政务服
务实施清单，为企业和群众提供优质便
捷服务。

渝中区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表
示，接下来，渝中区将持续打造“半小时
政务服务圈”，继续开展政务服务进楼
宇、进商圈、进邮政、进企业、进社区行
动，充实“帮办代办”队伍，强化自助服务
终端推广应用，为企业、群众提供“7×24
小时不打烊”服务，让政务服务“有温
度”，跑出便民惠企“加速度”。

□ 重庆日报首席记者 陈维灯
见习记者 向东平

3月 26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
绍庆街道阿依河社区，春雨霏霏。

社区办公室里，62家微型企业负责
人济济一堂，正参加社区安排的服务技
能提升培训。

“今天来参加培训的主要是农家
乐、采摘园的业主，下一步我们还要
对防水袋、豆干、竹编等加工厂的业主
进行培训。”西南政法大学派驻阿依河
社区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唐潜宁介
绍，阿依河社区目前已培育各类微型
企业 78 家，“培训内容主要有食品安
全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共礼仪、餐饮
服务技能等。”

距彭水县城 20余公里的阿依河社
区，区域内以喀斯特地貌为主，并无交
通优势，为何能培育起数量众多的微型
企业？

依托阿依河景区
发展特色餐饮和民宿产业

过段时间，与阿依河社区毗邻的国
家AAAAA级景区阿依河将进入旅游旺
季，社区也将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一段
日子。

社区办公室对面、川陕山庄的经营
者谢文琼正忙着为几位游客准备午餐。

“春节的时候人多，然后就是4月到
10月，其它时间零零散散也有些客人。”
谢文琼是阿依河社区较早开设农家乐的
居民之一。几年前，谢文琼结束了在新
疆的10余年务工生活，回到阿依河社区
开设了农家乐，“生意最好的时候，一年
有30多万元的收入。”

如今，依托阿依河景区，越来越多的
社区居民将自家房舍改建成了农家乐、
民宿，吃上了旅游饭。

“农家乐和民宿类型的微型企业有
54家，大部分生意都不错。”谢文琼的另
一个身份是阿依河小微企业协会副会
长，“忙的时候，家家都要请工，我自己每

天就要请4个人，一年人工费要开支4万
多元。”

村民彭国莲常年在川陕山庄务工，
“一般就做旺季6个月，能有一万多块钱。”

42岁的社区居民陈维素开设了乡
村人家农家乐，生活过得有滋有味，“全
年都有客，一年收入 15万元左右，比两
口子在外头打工强。”

阿依河社区党支部书记庹真平告诉
记者，近年来，依托阿依河景区，阿依河
社区的农家特色餐饮和民宿产业蓬勃发
展，许多居民都吃上了旅游饭。

和景区“抢”游客
打造采摘园促农旅融合发展

不过，阿依河社区的居民并不满足
于仅仅为游客提供餐饮和住宿。

“我们想和阿依河景区‘抢’游客。”
庹真平介绍，旅游旺季的时候，平均每天
经过社区到景区的游客有4300多人。

如何让更多游客在社区里游玩，将

社区打造成宜居、宜游、宜业的休闲旅游
目的地？

结合石漠化治理种植的枇杷树，阿
依河社区找到了方向。

“社区里有200多亩枇杷，很多游客
在农家乐吃了饭后，喜欢去摘枇杷。”在
唐潜宁的建议下，社区鼓励居民发展家
庭农场经济，打造枇杷采摘园，游客有了
耍事，居民也增加了收入。

随后，葡萄采摘园、草莓采摘园、杨
梅采摘园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游客留在社区游玩。

“1月到4月有草莓，5月到7月有枇
杷、杨梅，7月下旬到 10月有葡萄……”
殷天琴的勃希采摘园地处阿依河社区岩
头坝，几乎一年四季都能为游客提供采
摘游玩服务，“一年收入有 100多万元，
务工费支出有40多万元。”

在勃希采摘园一侧，阿依田园的数
字农业大棚可以通过实时采集温室内温
度、土壤温度、湿度信号等环境参数，自
动开启或者关闭指定设备。

在这个科技感十足的数字农业大棚
里，每年 11月到第二年 3月会培植羊肚
菌，并对游客开放采摘体验。羊肚菌过
季后，数字农业大棚还会发展具有观赏
性的蔬果或者农业研学项目。

从游客需求入手
发展小微加工企业促居民增收

勃希采摘园一侧，王江林正忙着将
10余卷一人多高、直径近20厘米的聚乙
烯材料码放整齐。

“旅游旺季就要到了，这些材料是
用来生产防水袋的。”自 2009年 5月阿
依河景区正式对外接待游客开始，王江
林就从中嗅到了商机，“进去耍的一般
都要带个防水袋，放手机、钥匙等随身
物品。”

一开始，王江林进货销售，“倒一道
手，赚个差价。”

社区里销售防水袋的商家越来越
多，王江林又有了新想法，“大家都是从
外头进货，为什么我不自己生产？”

于是，王江林到东莞学习了防水袋
制作技艺，又购置了设备开始自己生产
防水袋，并批发销售给社区里从事旅游
用品销售的商铺。

“现在社区里销售的防水袋全都是
我生产的，一年有两万多个，平均每个批
发价约18元。”除了生产防水袋，王江林
还购置了洗衣粉生产设备，为一些企业
代工生产洗衣粉。

“社区里还有豆干、竹编等加工厂，
产品都很受游客欢迎。”庹真平介绍，社
区集体经济还结合石漠化治理发展了
1200多亩花椒，并新建了 700余平方米
的花椒烘烤房、容量50吨的冷冻库1个，
购置花椒烘干电加热主机 4台，基本满
足花椒冷藏、烘干需求，预计今年将实现
产值480万元。

又是一年春草绿，梨花风起清明
时。清明节是我们缅怀先烈、祭奠逝
者、追思故人的传统节日。为确保群众
度过一个“文明、祥和、安全、有序”的清
明节，进一步提升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
道德素质，区文明办、区民政局联合发
出如下倡议：

一、文明祭祀。提倡献一束花、植
一棵树、讲一段往事以及清扫墓碑等方
式来缅怀先烈、追思先人，将祭拜逝者
的传统习俗以更加文明的方式表达，自
觉抵制低俗的祭祀用品，告别祭祀陋
习、倡导文明新风，变注重实地实物祭
祀为注重精神传承，积极营造文明祭祀

的社会氛围。
二、平安祭祀。倡导在家祭祀、公

墓代祭，尽量减少人员聚集。科学合理
安排祭扫时间和路线，避开祭扫高峰时
段，自觉遵守公共秩序，服从交管部门
指挥，增强安全意识，严格遵守森林防
火有关规定，自觉服从防火工作人员的
管理，不携带任何火种进入林区，不在
林区吸烟、烧纸焚香、点燃蜡烛、燃放鞭
炮，确保祭扫安全、顺畅、有序进行。

三、环保祭祀。提倡网上祭奠、公
祭悼念、家庭追思等多样式、现代式祭
扫活动，将祭拜逝者的传统习俗用科
学、健康的形式表达。树立环保意识，

做到在祭祀过程中不乱扔杂物、不破
坏草地树木、不污染空气河流、不影响
他人生活，大力维护优美整洁的城乡
环境。

四、节俭祭祀。发扬中华民族勤俭
节约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孝老爱亲传
统美德，树立厚养薄葬的新观念。提倡
对在世老人多尽孝心，使他们老有所
养、老有所乐；老人逝去后，不大操大
办、铺张浪费、相互攀比，以节俭方式寄
托哀思。

全区广大市民，让我们积极行动起
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做文明祭
扫的践行者，用文明祭祀的实际行动，

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用
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引领时代
新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祭祀服务电话：
长寿寨陵园 023-43774888
双桥巴灵公墓 023-43390644
万古镇七宝山公墓 023-43450766
铁山镇盘龙苑公墓 023-43384106
回龙镇灵鹤山公墓 023-43336777

重庆市大足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
会办公室

重庆市大足区民政局
2023年3月22日

文明祭祀倡议书

彭水这个社区 有78家微型企业

3月26日，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阿依河社区，游客在居民陈维素开办
的农家乐里用餐。 重庆日报通讯员 廖唯 摄

政务“就近办”

渝中着力构建“半小时政务服务圈”

进驻餐饮行业的智能终端。（渝中区委宣传部供图）

近日，北碚区歇马街道虎头村，大型机械正在进行
标准化农田改造施工作业。今年以来，虎头村积极调
整农业产业结构，围绕“稻香虎头”品牌建设，计划打造
300多亩高标准农田，扩大水稻、油菜种植面积，推动三
产融合发展。据了解，今年，北碚区农业农村委计划改
造提升1.1万亩丘陵山区高标准农田，通过田块整治、
灌排及道路等工程布设，形成“田成块、路成网、水灌
通、林点缀”的良好农田格局，打造现代粮油产业示范
区，带动全区大面积平衡增产。

北碚报记者 秦廷富 代宇航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黄乔 实习生 张颖

3月 26日 12：10时，由西部航空执飞的PN6394航
班从合肥安全落地黔江，12：50时，该航班搭载110余名
旅客顺利从黔江起飞前往拉萨，标志着黔江机场首条
高高原航线——“合肥—黔江—拉萨”航线正式开通。

据悉，根据航班计划，该航线由西部航空A319机型
执飞，每周一、三、五、七各一班。当日上午11：20，黔江
机场值机柜台迎来了该航线黔江至拉萨段航班的首位
值机旅客张女士。张女士表示，自己从湖南张家界乘车
来到重庆黔江仅需2小时左右，相比以前到长沙黄花机
场需要近6小时车程，从重庆乘飞机更加方便。

记者从黔江机场了解到，“合肥—黔江—拉萨”航
线，是全市首条支线机场进藏高高原航线，开辟了武陵
山地区“经渝入藏”全新通道，也是重庆机场集团推动
发挥支线机场对外交通、贸易发展和旅游服务“三个窗
口”作用的具体实践。

黔江机场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加强与包括西部航
空在内的航空公司的协同协作，进一步发挥黔江“区域
中心城市”功能，增强黔江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促进黔江及周边地区的经贸往来、乡村振兴产业合作
及文化旅游交流，助推打造“渝鄂湘黔四省市边际区域
中心城市”和“武陵山区综合交通枢纽”。

黔江到拉萨3小时

黔江机场首条高高原航线开通

□ 万州时报记者 丁靳

近年来，万州积极打造“巴渝大嫂”等劳务品牌，依
靠能人带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就近就业，并通过培
训就业技能“以培供需”。

日前，万州聚力打造的国家级劳务品牌“巴渝大
嫂”，入选国家人社部十大“我最关注的劳务品牌”，累
计带动就业 2300余人，成为了万州响当当的“劳务名
片”。同时，万州还持续深化鲁渝协作，培优做强山东
汶上芦花鸡、济宁微山湖四鼻鲤鱼、山东鲁抗医药等产
业品牌，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

要打造劳务品牌，就必须有一支过硬的劳务品牌
人才队伍。为此，万州每年组织劳务经纪人开展培训，
并提供有力服务帮助求职者，向有就业需求人员推荐
岗位并成功就业。今年 3月，万州区两名劳务经纪人
徐丽华、郭萍荣，还荣获了重庆市“金牌劳务经纪人”称
号。通过他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员实现了就业。

此外，万州还积极发挥“巴渝大嫂”“万州烤鱼师
傅”等劳务品牌示范带动作用，通过以需定培实现以培
供需，开展劳务品牌就业技能培训，服务就业需求人
员，让这些人通过培训实现了多渠道就业。

万州积极打造劳务品牌“金名片”

□ 武隆报记者 张再行

近日，记者从武隆区林业局获悉，去年，全区完成
营造林 14.01万亩，种出一片又一片青山绿地。目前，
武隆区森林面积达284.23万亩，森林覆盖率达65.7%。

“强力推进乌江‘两岸青山千里林带’工程、积极推
动渝东南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修复、巩固退耕还林
成果、持续推进村镇绿化建设，开展包括义务植树在内
的一系列活动，营造了全民植树、全民参与的氛围。”武
隆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武隆区完成营造林
任务13.9万亩，占年度任务的100%。

随着全民义务植树活动的开展，武隆区相关部门、
乡镇（街道）围绕沿路、沿河湖、沿集镇“三沿”以及生态
脆弱重点区域，深入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
石漠化综合治理、防护林建设、陡坡地生态治理等林草
生态建设重大工程和重点项目，多途径、多方式持续推
进国土绿化行动。

除了栽种树木，武隆区还不断强化森林资源保护
力度，建立健全区级、街镇级、村（社区）“三级林长+网
格护林员”责任体系，实现全区林长制管理责任全覆
盖。完成2021年森林督查反馈114个问题的查处整改
工作及2022年森林督查712个图斑的区级现地自查工
作。新建森林防火道路 5公里、生物阻隔带 4.8公里、
防火步道 12公里、林下通道 7公里、复合阻隔带 24公
里；新建森林消防水池60个、智能卡口18处，确保森林
资源安全等。

武隆区森林面积达284.23万亩
森林覆盖率65.7%

北碚

打造高标准农田建设现代粮油产业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