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0日，大足区龙石镇区、镇人大代表在樱桃种
植园察看早熟樱桃上市情况，商讨首届樱桃旅游文化节
举办事宜。近年来，该镇相继发展起樱桃种植、荣品黑
山羊养殖等现代种植养殖业，呈现出产业兴、乡村美、百
姓富的蓬勃态势。 新渝报通讯员 周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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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4月 10日，大足区 2023年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全媒体运营师培
训开班，来自巫山、奉节、合川等15个区县的45名自主
就业退役士兵，将参加为期30天的集中脱产培训。

职业技能培训是提升广大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能
力，实现退役军人优质高效就业的重要途径。随着互
联网产业的迅速发展，全媒体运营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越来越紧密，已成为当下最受欢迎的职业之一。重庆
市退役军人培训中心将二者结合，首次在大足举办自
主就业退役士兵全媒体运营师培训班。

这是一次包吃、包住的免费技能培训，参加此次培
训的学员均为 2019—2023年的退役军人。培训在海
棠香国职校开展，采用“理论+实操”的线下授课方式，
总课时数 180课时。培训内容包括全媒体传播概论、
文案策划与创作、短视频制作与包装等11大模块。

培训结束后，相关部门还将为学员提供优质的就
业岗位。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文/图）为进
一步拓展政务服务模式，提升群众办事
便捷度，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新增“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全程网办模式，成功打造

“‘新生儿出生、不见面审批’和‘出生就
办、一次办好’”的政务服务新品牌，实现
本地居民足不出户就能够办理好“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

“以前，新生儿出生后，父母要跑医
院、派出所、医保、社保等部门，重复提交
资料办理出生医学证明、上户、医保、社
保等手续。”大足区政务服务管理办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科科长吴章春介绍说。现
在，大足区本地新生儿父母，不用带着一
大包资料到各个部门跑来跑去了，仅需
一部手机或电脑，通过“渝快办”政务服
务平台在线申请“新生儿出生一件事”，
就可办理生育服务证登记、上户、医保参
保、社保卡等手续，从而减少父母为新生
儿出生的事跑来跑去的繁琐程序。

记者了解到，从2023年4月起，只要
满足男女双方现行婚姻关系内生育，且
已办理《出生医学证明》，拟落户地为重

庆市大足区的新生儿父母，就可在“渝快
办”PC端或“渝快办”手机App上传电子
资料，进行线上申请，不用再提交纸质材
料。同时，可以直接到大足区市民中心
1楼B区“一件事一次办”综合窗口线下
申请办理。在承诺的 5天时间内，最快
当天可将办理结果免费快递送达，或到
窗口直接领取。

珠溪镇居民夏某某享受到了“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这一政务服务新品牌所
带来的便利。前几天，他到保健院为其
次子办理医学出生证明，工作人员引导
夏某某在手机上申请后，大足区公安局、
大足区医保局、大足区社保事务中心积
极配合，2个工作日内就全程网上为其
办理上户、医保参保、社保卡等相关手
续，并附上医保缴费流程资料，免费快递
到夏某某珠溪镇家中，得到他连声称赞。

大足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副主任贺本
秀表示，下一步，大足区将实行靠前服务

“零距离”，在全区所有助产医院指定专
人负责指导群众办理“新生儿出生一件
事”，同时印制“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办事

指南、“渝快办”App、PC端申请操作流程
“二维码”，发放到各镇街便民服务中心、
村（社区）便民服务站，引导群众网上申

请“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实现“寄送上门
零跑腿”，让群众真切体验高效便捷主动
的政务服务，增强群众获得感、满意度。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罗婷婷

今年是大足区创建第七届全国文明
城区三年周期（2021—2023）的决胜之
年。从2月1日起，大足在全区开展了为
期60天的创文集中攻坚行动。期间，在
全区广大干部职工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
力下，大足城区的大街小巷变得更加干
净整洁、车辆停放更加规范有序……

然而，创文集中攻坚行动结束后，一
些不文明行为随即出现反弹。近日，记
者在大足城区青年路、文昌路一带看到，
有车辆停放在狭窄的路旁，一些摩托车
也在大街上随意停靠。在一环北路东
段，有车辆没有礼让行人；有个别商家把
物资等摆放在人行道上……

“创文工作开展以来，乱丢乱扔的
现象明显减少了。但是最近几天，一些
不文明的行为又出现了。就比如过马
路，还是有个别不遵守交通规则的人。”
龙岗街道翠屏社区交通劝导志愿者杨
志银说。

“创文工作是对我们市民素质的考
验，这个考验体现在每个市民的一言一

行中，不能集中攻坚行动一结束就松懈，
思想上抱着‘松口气’‘无所谓’的态度。”
对于不文明行为的反弹，市民李友痛心
不已。

记者经过走访发现，不文明行为反
弹现象主要集中在一些背街小巷、老旧
小区、农贸市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部分市民创文攻坚行动结束后思想和
意识松懈、图方便图省事的侥幸心理等
都是不文明行为出现反弹现象的主要
原因。

如何避免不文明行为反弹，让创文
工作取得更大的成效，不少市民提出了
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市民陶诗秀认为，许多不文明行为
的发生，究其根本是市民素质不够高的
体现。她建议大家要积极提升自身素
质，严格要求自己，言行举止要讲文明，
并作为习惯一直保持下去。

“每个人的素质与家风家教有直接的
关系。”陶诗秀说，家里从小教导自己爱卫
生讲礼貌，这么多年来，她一直这样要求
自己。如今，作为家中的长辈，她也将这
样的观念传递给自己的子女和孙辈。

同时，有市民建议，相关职能部门要
进一步发挥职能作用，行政综合执法、公
安交警、市场监管等部门要进一步发挥

职能作用，要按照工作职责和要求，各司
其职、各尽其责，加强宣传引导，形成工
作“一盘棋”，强化巩固创文成果。

部分不文明行为“死灰复燃”市民盼改善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4月 6日，大足区中医院
医共体组织中医专家、志愿者到武警驻足某部开展“双
拥共建促交流 中医服务进军营”双拥共建义诊活动。

此次活动旨在通过中医药健康文化宣传活动，扩
大中医药服务范围，将中医药文化送入军营，进一步推
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的
浓厚氛围。

当天，该院骨伤科主任周鹄彬和重症医学科党支
部书记薛冬琴分别以《骨折病人的现场处理》和《中暑
的预防和处置》为题进行讲解，开展应急救护知识与技
能培训。随后，针对武警官兵的训练伤、多发疾病及膳
食营养等健康需求，专家们充分发挥中医药优势，耐心
细致地为官兵把脉问诊、提供中医健康咨询及指导，并
发放中医保健药茶等。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进行了军民互动。官兵们登
台表演，展示了部队严明的纪律、一流的作风、过硬的
技能。活动在医护人员的八段锦演示中落下帷幕。

中医服务进军营

新渝报讯（记者 何美林 见习记者 彭茜）4月7日
至 8日，全国知名作家一行来足采风。在两天的时间
里，10余名全国知名作家通过实地调研的形式，寻找
大足故事，捕捉大足风采。

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齐聚大足，先后到大足
石刻宝顶山景区、北山石刻景区、龙水湖旅游度假区、
天华百卉园等点位采风寻找灵感。厚重的文化、怡人
的风景、美丽的城市让作家们留下深刻的大足印象。
中国作家协会诗歌创作委员会委员、甘肃省文联副主
席娜夜谈到：“‘生活的最终目的就是生活本身’，我觉
得我在大足时常会想起这句话，大足无论是生态环境
还是文化环境，都给了人对生活本身的重视和热爱的
心境。”

据了解，采风活动结束后，作家们将多角度、多维
度挖掘并创作发表一批展现大足石刻文化、农耕文化、
地方本土文化等内涵的文学作品，为推动建设新大足
贡献文学力量。

全国知名作家来足采风

吴双岑、薛千凤遗失其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发票号：15697582，发票代码：050001900105），货物
或应税劳务、服务名称：不动产海棠国际二期一组
团商业（圣迹东路 214 号附 52 号），其开票金额：
117964.00元（壹拾壹万柒仟玖佰陆拾肆圆整），开票
时间：2022年10月9日，特此声明作废。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4月6日，春光融融，大足区龙水镇一
片2000多亩的雷竹基地里，笋农李文菊
和另外7位村民两两一组抓紧抢收春笋。

“今年，我们家的200亩笋子也开始
收获了。”李文菊告诉记者，雷竹要种植
4年才能收笋子，一亩可产笋 2000公斤
左右，收入上万元。望着满山的春笋，李
文菊感慨不已，没想到曾经沉寂的大山，
竟能带来如此大的收益，“这个变化，是
宁波老板黄承平带来的。”

黄承平今年56岁，毕业于宁波市鄞
州区农业技术学校农学专业。10多年
前，他一直想在西南地区找一片适合雷
竹生长的土地，经过多番考察比较，他最
终相中了大足。“这里的土壤以紫色土为
主，质地为沙壤土，土层厚度在 40—50
厘米，且土壤有机含量丰富，特别适合雷
竹生长。”他回忆说。

可当地人没种过雷竹，不敢也不愿
尝试。

怎么办？黄承平一边大力宣传，一
边带着农民干。2008年，他从大足区宝
兴镇、万古镇、雍溪镇三个镇流转3000亩
山地种植雷竹进行示范。经过5年多的
钻研探索，他培育、改良出两个适应重庆
气候和土壤的雷竹品种，其中“承平细叶
雷竹1号”就是以他名字命名的新品种。

看着雷竹产业初见成效，大家陆续
行动起来，建起雷竹种植基地。黄承平
一有空，就到山坡上向村民传授种植技
术。哪家的雷竹长得高一点，哪家的雷
竹行距密一点，他都清楚。

雷竹笋生长一般分为两个季节，即春
笋和冬笋。为了实现一年四季产笋的目
标，填补夏秋季和春节前后没有新鲜竹笋
上市的空白，黄承平探索出利用稻糠覆盖
技术，调控土壤温度、湿度，精准控制出笋
时间，让雷竹一年四季可产新鲜竹笋。

“一般的竹笋大多为春笋，几元一斤，我
的春笋则可卖到 10元/斤，冬笋可卖到
30元/斤。”黄承平说，目前，他陆续建立
起来的3000亩雷竹基地已开始产出，一
年销售额就达3000万元，创立的沁旭熊
猫雷笋股份有限公司也成功在“新三板”
上市，使得雷竹在大足扎下了根。

如今，黄承平已在大足扎根15个年
头。在他的带动下，大足雷竹产业从无到
有、从小变大，目前已有10多个企业和业
主、700余户散户种植雷竹，面积达到两万
亩，主要分布在宝兴、龙水、万古、雍溪等
乡镇，其中连片种植面积有6000余亩。

大足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雷竹
产业的做大做强，当地还编制了《大足区
笋竹产业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将围绕
雷竹基地建设、加工、品牌营销等方面给
予政策扶持，力争到 2025年，建成占地
面积达 5万亩的雷竹基地，把大足建设
成名副其实的西部“雷竹之乡”。

扎根大足15年

“新农人”黄承平把小竹笋做成千万大产业

村民在雷竹基地挖雷苗。
（受访者供图）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日前，S55潼荣高
速公路97公里处，一名女子坐在桥边意图轻生。高速
公路第五支队大足大队交巡警立刻赶往现场处置。

女子坐在大桥边缘，双脚悬空，桥下就是滚滚河
水。女子面对现场民辅警的劝告询问，低头沉默，一语
不发，场面一度僵持下来。僵持之中，现场处置民警找
准机会，一个箭步冲上前去，将轻生女子救下。

经调查，女子李某，29岁，系附近居民，曾有抑郁
病史，治愈后停药至今已一年有余，3月21日因与家人
闹矛盾，离家出走，在野外游走一夜，误入高速公路后，
打算跳桥轻生。民警了解情况后，将李某移交给辖区
派出所，并嘱咐其好好生活，不要冲动轻生。

交巡民警提醒广大市民：生命只有一次，切莫当作
儿戏。轻生无法解决问题，切莫采取过激行为。

高速路上女子欲轻生
交巡警紧急救援

大足新生儿出生办手续

一件事一窗办一次办

工作人员向群众讲解办理流程。

人以城为“家”，城以民为“本”。创
建全国文明城区，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
程、民心工程，是为了让广大市民共享优
质资源，共享社会文明进步成果。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为人民，创建全国
文明城区也离不开人民。生活在大足的
每个人都是城市文明的“代言人”，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都关乎着大足的形象。当
我们坚持随手捡起地上的垃圾，不在公共
场所抽烟，不随地吐痰，不乱扔垃圾，不在
公共场所大声喧哗；斑马线上车让人，人
快走；过马路不翻栏杆，不从车窗丢垃圾；
开车不乱加塞，不乱鸣笛，不乱停车……
用点滴积累、常态坚持，传递人与人之间
的温情力量，构筑大足文明新高度。

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群众参与度是

永远的试金石。大足文明之旅想要走得
更远，需要更多群众的不懈努力。只有
广大市民积极支持、广泛参与，文明才有
基础，创城才有力量，城市才有温度。每
个市民都要从自己做起，从身边点滴做
起，在一言一行中唤起、养成文明意识，
唯有这样，文明行为才能自发、持续，文
明成果才能普惠、共享。

人到半山不停步，船到中流当奋
楫。当前，大足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
作已进入关键阶段，城市中的你我，要更
加积极地参与创建，推动城市文明向上
向好。我们的每一份力量，也将化成一
道道让城市有温度、有魅力的光芒，让大
足呈现出更加向善、向上、向美的文明幸
福图景，持续散发出持久的文明魅力。

记者手记

人人都是城市文明“代言人”

蓝天白云映碧水
4 月 11 日，蓝天白云倒映在大

足的母亲河——濑溪河里，形成水
天一色的美丽景色。

近年来，大足区通过修建河道
护堤、人行步道、栽种水生花卉等措
施，加大濑溪河保护力度，让绿水青
山成为棠城的金山银山。在加强河
道保护的同时，大足区还对沿河步
道进行提档升级，打造了水清岸绿
的生态健身步道。

新渝报记者 瞿波 摄

自主就业退役士兵
集中“充电蓄能”

遗失启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