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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武隆区双河镇团兴村蔬菜基地，耸立着一
片“钢铁丛林”，施工人员穿梭其间，将一根根管材搭建
在主体骨架上，拉线、结扎，现场一片忙碌景象。

双河镇团兴村智能大棚建设是武隆区加快推进农
业现代化步伐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武隆区坚持用工业
化理念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大力发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有机
衔接，为农业发展插上科技翅膀，全方位保障好百姓健
康、绿色的“菜篮子”“粮袋子”。 武隆报记者 陈庆发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申晓佳

4月 6日，记者从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自然资
源部日前公布全国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名
单，我市璧山区、铜梁区、荣昌区入选。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活动由自然资
源部组织开展，此次认定的首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
范县（市）示范期为2023年至2025年，其间将在自然资
源节约集约利用创新、国家级绿色矿山建设、盘活利用
城镇低效用地、申报生态保护修复工程项目等方面获
得多项政策支持。

入选的三个区有何亮点？记者了解到，璧山区规
划利用零星用地，建设“微客厅”和“口袋公园”，提升城
市“颜值”。

截至 2022年，该区已建成城市“微客厅”和“口袋
公园”50余个，将重庆交职校、双星立交桥、瀚恩阳光
小区、北门社区等区域内的零散地、废弃地、边角地等
改造为绿色空间。

铜梁区积极盘活存量产业用地，“以房招商”成功
引入爱玛车业公司。

目前，爱玛车业公司经市场转让取得该项目土地使
用权，并在原厂房基础上重建生产线后恢复生产经营。
2022年实现产值16.5亿元，并带动相关产业链上下游
企业相继入驻铜梁，区内电动车整车产业链初步成形。

荣昌区实施废弃工矿用地生态修复综合整治，加快推
进矿地融合开发，通过矿坑修复、河道综合治理、水环境
治理等方式集中处理，实现生态修复面积约34.43公顷。

此外，该区还将矿井改造为文化创意产业园，利用
煤矿地块规划建设工业园区，利用废弃工矿用地解决
工业园区产业用地不足问题。

□ 九龙报记者 冉冉

“这里还有垃圾没有清理，通知一下物管公司，让
保洁员清理一下。”4月6日，在九龙坡区谢家湾街道劳
动三村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智能监控室里，小区内多
个重点路段的监控画面清晰可见，“慧眼”安防成为了
排查小区最前端的“排头兵”，昼夜守护居民安全，助力
全国文明城区创建。

“你看这辆车，能很清楚地看到没有停到停车位
上，管理单位马上就能到现场联系车主，引导其规范停
车。”劳动三村社区党委书记郑晓涛说，以往社区的一
些不文明现象需要社区网格员及志愿者巡查，将排查
出的违规行为加以制止，劝导整改，但人力有限，单靠
网格员和志愿者的排查，无法及时、全面地发现问题，
如今推进小区视频监控系统建设，以“技防”代替“人
防”，管理效率大大提升。

郑晓涛介绍，劳动三村老旧小区在改造过程中安
装了智能监控系统，2021年10月定点布线，2022年11
月投入使用，共安装了156个摄像头，覆盖小区20栋楼
1145户居民。

九龙坡

“慧眼”智能监控系统助力“创文”

□ 梁平日报记者 蒋婷 郎兴花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是最基本的民生保障，也是最
紧迫的民生工程。去年来，梁平区聚焦供水末端，全面
开展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打通群众安全饮水“最后
一公里”，让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水。

“以前吃水看天、靠挑，水质也不好，现在在家一打
开水龙头就有清亮的自来水用，煮饭、烧水很方便。”近
日，在梁平区和林镇茂林村一组，村民孙祥菊领着记者
走进厨房，随手拧开水龙头，一股清澈洁净的饮用水便

“哗哗”流出来。
据悉，孙祥菊家所处位置地势较高，新建水厂或现有

水厂扩网无法覆盖，供水主要依靠村民自建蓄水池或开
挖水井。去年受旱情影响，原水源枯竭，地处高台的茂林
村一组、二组20户村民饮水困难，村民们需要到两公里
外的地方挑水用。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和林镇政府协调
区水利局和相关部门对茂林村原有增压泵房内增设一套
加压设备，通过增压的方式让高台地区用上了自来水。

去年以来，梁平区在和林、龙门、福禄等偏远及高
海拔地区持续深化建设农村供水巩固提升工程，新建
了标准化水厂3座、蓄水池39口、加压泵房20座，并铺
设供水管网400余公里，同时新增加压设备20套、加药
消毒设备2套、整治山坪塘16口，进一步提高了全区供
水保障能力。

梁平

让群众喝上“放心水”

璧山铜梁荣昌入选全国首批
“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

□ 万州时报记者 丁靳 通讯员 陈柯偊

是否就业、是否创业？万州设置有
系统专门监测；准备到哪里去就业、就业
是否还有其他去处？万州积极建“链”搭
平台促成就业。近年来，万州着力打造

“一网一链一圈”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服
务保障城乡居民充分就业创业。

依托“一网”保障返岗就业

今年 1月初，龙沙镇社保所对农民
工返乡及春节后就业需求、意愿等方面
的情况进行调查监测。居民刘婕外出
务工多年，她新年的就业愿望是想在

“家门口”上班，这样就能更好地陪伴孩
子和父母。与刘婕不同，今年 23岁的
张志宇有着年轻人的闯劲儿。“我想去
外地打工挣钱。”他的目标很明确。后来
在万州区就业部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
他得知山东、福建等地与万州有劳务协

作，在了解了工作条件和待遇后，年后便
去了福建务工。

“龙沙镇2022年外出务工就业的农
民工有8117人，至今年一月中旬有1998
人返乡。”龙沙镇社保所所长何峰对该镇
农民工情况了如指掌，他说他们每年都
会根据农民工的意愿，着重推荐“家门
口”的岗位，实现大家的新年愿望。

龙沙镇如此，万州其他镇乡街道也
是如此。近年来，万州充分利用农民工
统计监测系统这张“网”，发挥 610名劳
务经纪人、3个驻外劳务工作站作用，结
合下乡走访慰问，精准掌握返乡农民工
就业创业动态及培训需求，建立返乡农
民工节后就业意愿台账，分类提供就业
帮扶、创业指导、用工培训。

找准“一链”保障输送就业

形成就业链，是万州就业工作一直
以来努力的方向。

返岗复工，万州组织专车护送；借助
劳务协作，“点对点、一站式”送工服务。
今年 2月以来，万州先后通过专车、专
机，将有山东济宁、福建福州、晋江等对
口支援地就业需求的农民工、脱贫人员
送到务工地，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

今年初，万州就制定了外出务工人
员返岗送工专项服务活动方案，通过主
动对接山东济宁、福建福州、晋江等对口
支援地，安排专人、专线、专机，保障劳务
协作转移，实现“点对点、一站式”用工输
出135人。

同时，为了更加有力地保障用工，万
州还多次组织开展劳务协作专场招聘
会，228家企业提供岗位7004个，参与求
职者6382人，其中，返乡农民工2785人，
实现就业726人。

服务“一圈”保障就近就业

“你们回到万州，有什么想法或建议

尽管提出来，我们将尽可能地为你们提
供就业创业帮助！”近日，在长岭镇返乡
农民工创业园里，一场返乡农民工座谈
会拉近了返乡人员与就业部门工作者之
间的距离，面对面交流，提出愿望，得到
回应。“我想回来创业，办一个农家乐，有
什么创业政策支持”“我想学一门技术，
能不能组织我们培训”“能不能介绍我到
大企业去就业”……

春节后，有的人想返乡就业，有的想
外出返岗。怎样为他们提供服务和帮
助？为此，万州区人力社保局、万州区就
业和人才中心早早作出部署并序时推进。

近年来，万州依托全区52个镇乡街
道公共就业服务站，建立完善“15+5”就
业创业便民服务圈，实现就业创业服务
事项“就近办”。依托本地帮扶企业、39
个就业帮扶车间、5家返乡创业园、1家
零工市场，组织线上线下招聘会 74场，
实现就业 4868人，其中脱贫人口就业
813人。

□ 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栋

江北区五宝镇有 7个村，个个当选
“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秘籍”何在？

五宝镇背靠明月山，面朝长江，山、
水、林、泉、峡相拥，具有得天独厚的生态
底色。

更关键的是，五宝镇坚持党建统领，
将党组织建在产业链上，引导党员深入
田间地头、院坝村落发挥作用，让五宝之
美体现为产业之美、人居环境之美、社会
治理之美，从而推动乡村振兴走出“美
丽”道路。

壮大水果产业
党员带头为村民探路

4月5日，江北区五宝镇下湾村十组
的葡萄园里，村民李操和妻子朱文静正
忙着疏花、掐芽、绑枝上架。葡萄叶层层
叠叠，翠绿的枝蔓努力向上攀爬，一派生
机勃勃。

这片种有“夏黑”“玫瑰”等品种的葡
萄园，是李操的心头宝，也是全村水果产
业复兴壮大的发源地。

李操今年51岁，曾走南闯北打拼多
年。2007年，回村不久的李操担任了村
综治专干。在走村入户中，看到撂荒的
土地，他萌生了规模化发展产业的念头。

五宝镇历来有种植水果的传统，樱桃、
李子等曾远近闻名。后来年轻人进城了，
在家的老人、妇女不懂技术，管理粗放，产
量和品质都上不去，水果产业日渐萧条。

2011年，听说邻村有人种植葡萄增收
致富，下湾村村支两委一商量，成立了江
北区下湾村水果专业合作社，还动员3个
党员种植户加入，成立了水果合作社党支
部，李操任党支部书记和合作社理事长。

李操设法找来葡萄苗，租了几亩地，
加上自家田土，一共十亩地全都种上葡
萄，率先担起了发展产业的担子。

第一年，葡萄长势缓慢，病虫害多，挂
果率低，品质较差，李操夫妇几乎没什么
收成。水果合作社党支部请来农业专家

“把脉”，被告知葡萄品种太差，需要更换。
为让群众看到发展产业成效，李操

一咬牙挖掉原来的品种，全部换成从河
北引进的良种葡萄。合作社党支部又找
到镇党委，托其请市、区、镇的葡萄种植
行家定期到地里传授技术，帮助大家提
升种植技术和管理水平。

2014年夏，李操的葡萄园终于迎来
丰收。在镇党委支持下，合作社党支部
举办了采果节，游客络绎不绝，葡萄很快
销售一空，收入30余万元。

李操的成功，让群众吃了定心丸。
村民陆续加入合作社，规模种植枇杷、桃
子、李子、柑橘等水果。

产业发展，离不开党组织的关怀。
下湾村党总支书记王华介绍，在区委组
织部和镇党委支持下，合作社党支部每
个月邀请农业专家下村，为种植户手把
手传授经验，确保村里的水果统一技术
标准、质量标准和管理标准；党支部每年
组织种植户到璧山等区县取经；村里的
党员技术骨干，主动为种植水果的群众
提供24小时技术咨询。

此外，在水果大量上市的季节，党支
部免费为种植户提供统一标识的水果包
装盒，并与大家约法三章：诚信经营，严
禁以次充好、缺斤短两；公平竞争，随行
就市，严禁乱涨价、乱杀价……

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下湾村的水果名
头越来越响，种植规模也越来越大。目
前，村里已种有300多亩桃子、300多亩李
子、600多亩枇杷和300多亩柑橘。春暖
花开时节，下湾村就是花漾山谷，香气袭人。

去年，下湾村水果专业合作社党支
部正式更名为产业党支部，努力以水果
产业为龙头，带动乡村旅游、体育运动产
业协同发展，全力推动下湾村产业振兴。

下湾村的产业“变美路”不是个例。
五宝镇党委副书记丁骏介绍，全镇 7个
村在党支部引领下，都形成了各自的拳
头农产品，去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均超
过50万元。

发展乡村旅游
村支书“唤醒”沉睡的水库

去年，五宝镇马井村被评为“重庆市
美丽宜居乡村”。村里那座库容近50万
立方米的五一水库，是马井村能获评的

“加分”项。
有着六七十年历史的五一水库，过去

的唯一功能，就是灌溉田土。后来，村里
环绕水库修建了步道，库周种上了红、黄、
紫色三角梅，还撒上了大量格桑花种子；
库岸，餐厅、公厕、垃圾回收站等配套设施
齐全，附近公路也铺上了彩色沥青……

水库变美了，每年吸引来大量游客
打卡，曾经沉寂的山村也变得活跃了。

村党支部书记鲁永川是土生土长的
马井村人，卖过酒、售过房，头脑灵活，企
业工作经验丰富，于2016年被区委组织
部回引到村。回村后，鲁永川四处奔走，
积极争取资金和项目，改善村里的人居
环境，增加马井村的人气。

针对五一水库这个“沉睡资源”，鲁
永川带领村民利用农业综合项目资金打

造生态旅游样板，游客纷纷慕名前来观
光打卡。“光是水库和餐厅，每年就能为
村集体经济创收六七万元。”他说。

水库旁边的25亩荒地，被村里的党
员们整治出来，种上了油菜花，在扮靓乡
村的同时，也为集体经济带来收入。

水库一侧是一片杂木林。鲁永川
说，打算在山上种植彩叶树，对山林进行
彩化，同时发展民宿，增加亲子游、研学
等项目，让集体经济更加多元化。

水库堤坝下，是一大片修整好的弯
弯梯田。田里蓄上了水，正在招租。鲁
永川说，田里可以发展稻鱼稻虾种植养
殖，还可以栽种荷花，吸引游客前来游玩。

从水库顺山而下，来到马井村位于长
江边的一个叫金鸡背的地方，可看到一个
已经建设成型、即将开放的露营基地。
露营基地远离喧嚣，视野开阔，举目远眺，
对面的巴南区木洞镇桃花岛尽收眼底。

“光是水库旅游项目，每年就能为村
集体经济创收六七万元。”鲁永川说，目
前村里正计划拓宽改造水库至露营基地
公路，预计年底前可竣工，“到时路更宽、
水库更美，游客能玩得更舒心，集体经济
收入也会节节高。”

化解矛盾纠纷
党员志愿者上门当“和事佬”

这段时间，五宝镇干坝村十组村民
莫升明不时会到村里土地流转项目现场
帮忙，和负责项目的翔宇公司施工员也
相处和睦。很难想象10多天前，莫升明
跟这家公司还有点“水火不容”。

矛盾起因源于流转土地过程中，莫
升明认为公司应该把他家房屋一起“流
转”，一次性把钱赔了。施工方不接受这
个条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项目施工一
度受阻。

这件矛盾纠纷引起了村党总支的注
意。干坝村“小马工作室”党员志愿者张

元贵专门上门调解。
78岁的张元贵是退休老支书，人熟

地熟情况熟政策熟，大家都叫他“张百
科”。他认真倾听莫升明的想法——屋
后那棵几十年的大黄葛树快倒了，希望
公司帮忙把树砍了。

张元贵现场查看，发现大树确实威
胁房屋安全，但砍树加运输起码要花费
四五百元。

因为双方闹得有点僵，张元贵没有
马上答应莫升明的要求，只说“去做做工
作”。随后，他找到翔宇公司负责人，希
望给予支持：“免费做好这事，可能就是
解决矛盾的转折点。”

第二天，公司派了几名工人为莫家砍
树。下午，张元贵又去了趟莫家，在树桩
前开导莫升明：“这家公司不错，帮你解决
了难题。”见莫升明连连点头，张元贵趁热
打铁：“人家砍树没收你分文。做人讲究
知恩图报，你也要多支持人家工作噻。”

张元贵走后，莫升明寻思了一阵，走
进鸡圈抓起两只肥鸡母，径直送到翔宇
公司项目部。双方的疙瘩就此解开了。

干坝村党总支副书记王怀余说，村
里注重自治、法治、德治融合，党员志愿
者们带领热心群众，每年化解各类矛盾
纠纷上百件，营造了安宁和谐的美好氛
围。2021年，该村被评为第八批“全国
民主法治示范村”。

坚持党建统领、全面开花，成就了五
宝镇的变美之路——近年来，五宝镇经
济社会发展稳步向前，人民群众安居乐
业，乡村振兴迈出坚实步伐。截至目前，
该镇除村村跻身“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
行列，还成功创建市级最美庭院4家、区
级最美庭院28家。

全镇7个村 村村都美丽
江北区五宝镇坚持党建统领，推动乡村振兴走出“美丽”道路

江北区五宝镇马井村露营基地。重庆日报记者 陈国栋 摄

万州着力打造“一网一链一圈”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大棚春潮涌 搭出好“丰”景

近日，位于永川区临江镇的渝西
水资源配置工程临江加压站建设现
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泵房上部梁
柱、泵房下部技术供水管安装、2#调
蓄水池基础开挖、管理楼基础开挖。

据了解，临江加压站是渝西水
资源配置工程中装机容量最大的加
压泵站，也是唯一的一级加压泵站
工程，将从永安隧洞中引出的长江
水经过加压输送到黄瓜山高位水
池，主要承担永川、大足、荣昌等地
的供水任务。

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仕川 摄

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
临江加压站建设有序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