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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文/图

5月 15日上午课间时分，大足中学
的同学们三三两两来到校园内美丽的海
棠树下，欢声笑语，轻松交流，放飞理想。

“学校的氛围很好，师生关系和谐，
同学之间互帮互助，大家一起进步学
习。平时学校还要举办篮球赛、艺术表
演等活动，让大家在学习之余还能丰富
自己的生活。”高二年级学生陈青英说。

作为重庆市首批重点中学，近年来，

大足中学以“六好”标准为纲，全面开展
文明校园创建活动。通过美化校园环
境、提高文明素养、丰富校园文化、加强
思政教育等工作，推进文明校园建设，助
力学生成长。

学校践行“为学生和谐、持续发展而
奠基”的办学理念，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全面发展学生核心素养，打造“尚美”
文化，培养“美容、美言、美行、美品、美
心”的“五美”学生，形成了全面渗透美育
的办学特色。

该校拓宽德育格局，增强思想教育
实效。每年三月开展“学雷锋”系列活
动，四月组织少先队员到烈士陵园祭扫，

五月开展“红五月”歌咏比赛，六月开
展“优秀少先队员”表彰，九、十月结合教
师节、国庆节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十一月
开展国家安全教育，十二月开展法治主
题教育系列活动，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

学校打造校园人文景观工程，安放
了一批天然文化景观石，每个楼层都有
不同的主题文化，涵盖历史名人、科技文
化、安全知识、名言警句、传统美德以及
大足特色文化等内容，每班有学习园地
和主题黑板报，每期举行文明办公室、文
明教室、文明寝室评比，在潜移默化中给
学生以警示和熏陶。

下一步，大足中学将继续从校园环
境、教室布置、师生仪表到音乐、体育、美
术教学等方面多点发力，让文明融入日
常，让文明成为校园最美风景。

市级文明校园大足中学

让文明成为校园最美风景

学生们正在交流学习。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李海

为了筹备参加 2023年中小学学生
艺术月的节目，最近一有空，瞿欣林就和
同学聚在一起练习弓笛演奏，“这次表演
的两首曲子中，有一首《大足欢歌》是宣
传推广我们家乡的，我特别激动。”

12岁的瞿欣林是大足区实验小学
六年级六班的学生。初见大足石刻，瞿
欣林只有 6岁，让她印象深刻的除了千
手观音，便是手持弓笛的吹笛女。

黑发高簇、长长的麻花辫披肩而下，
吹笛女纤手着笛，偏着头，双目微闭，神

情专注地横吹弓笛，独自陶醉在悠扬美
妙的笛声之中……不管是吹笛女美丽的
模样，还是她手中的乐器，都让瞿欣林无
比着迷。

几年前的惊鸿一瞥，在瞿欣林的心
上写下重重一笔。当她再次与弓笛相
遇，已是三年级的时候了。当时，学校招
收学员，专门学习弓笛演奏。瞿欣林欣
喜若狂，立刻报了名。

“曾是石壁上雕刻的模样，如今却是
握在手中实实在在的乐器。”瞿欣林第一
次拿到弓笛时，感觉既神奇又兴奋。

然而，没高兴几天，瞿欣林就被弓笛

课难倒了：“吹出来的声音全是破响破
响的。”

但她并没有放弃，每周3节弓笛课，
一个月以后，瞿欣林才慢慢找到感觉，

“吹出了调。”
此后，瞿欣林快马加鞭，每天放学回

家坚持练习半个小时以上的基本功。“吹
颤音最难。”瞿欣林说，无名指不太灵敏，
颤音掌握得不好，她就天天练。有时练
得太久，放下弓笛无名指还控制不住地
发抖。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刻苦练习，瞿
欣林利用课余时间，能用弓笛熟练演奏

数十首曲目。她也因此成功入选学校的
弓笛表演队，并多次代表学校参加区内
外的各类大型活动。

“外出表演时，很多观众都没见过弓
笛，特别好奇。”每当这个时候，瞿欣林就
滔滔不绝地介绍起吹笛女，推介起大足
石刻。

听了她的介绍，许多人竖起了大拇
指，并被大足石刻深深吸引，瞿欣林也在
其中找到了自己梦想的方向。

对于此次获评“新时代好少年”，瞿欣
林平静而淡然：“她希望用手中的弓笛，宣
传美丽的家乡，宣传我们的大足石刻。”

新时代好少年 瞿欣林：弓笛奏响家乡赞歌

新渝报讯（记者 犹骥 通讯员 刘帮海）近日，重庆
富牌重生农机有限公司举行发货仪式，由该公司生产
的200台（深泥脚田）小型收割机集中装车发往全国各
地，将为服务全国“三农”发挥积极作用。

记者在发货现场看到，一台台收割机通过特制
悬梯，在工人娴熟的操作下开上大货车，整整齐齐排
列，等待发往各自的目的地。据了解，富牌农机创办
于 2001年，2020年落户双桥经开区，主营自主研发
及生产、服务于丘陵山区地带的小型农业旋耕机、收
割机。

经过两代“富牌人”的努力，该公司从最初的默默
无闻到如今成为国内享有盛名的农机企业。2022年
在全国小型收割机市场竞争名列第二，今年上半年与
去年同期相比销售增长 35%，预计全年销售将增长
128%，产量将达到3万台。

“今年下半年，我们自主研发的第八代履带式后置
旋耕机也将投入量产。”该公司总经理曾宪国告诉记
者，“由于突破了技术难关，我们的旋耕机工作效率达
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强劲的动力、简单易学的操作，让
富牌农机成为小型农机市场上的佼佼者。

而周到的服务，则是让众多客户选择富牌农机的
关键。“我们保证送货上门，进行一对一培训。机器运
行过程出现质量问题，承诺在 24小时内到达现场解
决。”该公司售后服务负责人说。

曾宪国表示，新的厂房已经正式破土动工，预计到
明年，将完成厂区和生产线建设，届时将会开辟更多的
生产线，研发生产更多品牌规格的农业机械，继续坚持
走在行业前端，构建新的发展格局，为中国的农业机械
化及自动化贡献新的力量。

200台“大足造”收割机跑全国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5月 12日，大足区财政
局、大足区税务局组织召开全区税费精诚共治工作推
进会及系统培训会，引领各相关单位学习掌握新开发
的大足区税费精诚共治信息平台功能，一体化推进税
费精诚共治工作，从而提高全区税费征管水平，进一步
防范税费流失，提升税费收入质量。

为全面及时掌握全区税费信息，目前，大足区财政
局会同大足区税务局搭建了税费精诚共治信息平台，
形成税费信息综合数据资料库。这一信息平台已进入
功能调试阶段，即将正式启用，未来将有效防范国家税
费流失。

今后，大足区内各协税部门、协税企业都要通过
大足税费精诚共治信息平台，及时、准确传递相关涉
税涉费数据，保证提供涉税涉费信息的完整性、连续
性和可用性，并且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报、少报或拖延
上报。

大足区税务局将定期通知信息报送单位传递数
据，并利用税费精诚共治信息开展收入核定、风险评估
等工作，查找征管过程中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不断完善
税费征管机制。

□ 新渝报记者 陈安林 张琦 杨琢 文/图

今年五月，“00”后“塘主”彭川有了
自己的第一个年产值。“去年我的虾塘年
产值有 40万元左右。”彭川略带羞涩又
骄傲地说起了虾塘的“战绩”。

2022年，彭川进入鲸智（重庆）智慧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作，在彼时的龙水
镇盐河村“稻+渔”综合种养基地里负责
田间管理。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锻
炼，彭川逐渐掌握了养殖技巧。2022年
5月，彭川随基地搬迁至大安农业园区
（三驱镇片区），流转周边 60亩土地，正
式开始独立养殖，并以成员身份加入了
以鲸智（重庆）智慧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为
龙头成立的“渔小智稻渔产业联合体”。

“我们的渔小智稻渔产业联合体现
在已经有了500多名成员。”该公司负责
人袁建明介绍。从西南大学水产养殖专
业博士毕业后，在政策的支持下，袁建明
带着科研成果开始创业并成为“渔小智
稻渔产业联合体”的带头人。

作为带头人，袁建明发挥专业所长，
一边进行技术攻关，持续提升小龙虾品
质和产量；一边负责每年对成员们开展
水质管理、饲料及药品投喂、疾病防控等
方面的技术应用培训。截至目前，袁建
明专业技术团队共实施技能培训、服务
指导1500余人次。

“养殖这个行业对人的依赖度特别
高。”为了更好为成员提供技术服务，袁
建明还成立了一个微信群，方便随时解
答成员养殖方面的疑惑。“我距离近，一
般遇到一些不了解的情况，就会直接过
来询问。”相比其他成员，新手“塘主”彭
川有了更多便利。

“联合体是统一的技术模式，统一的
品质要求。”袁建明介绍了联合体的经营
模式。

在技术板块，联合体基本采用“稻虾

共生”模式。
初夏时节，位于三驱镇铁桥村的

“稻+渔”综合种养基地又热闹了起来。
一旁的虾塘里，工人们合力拉起虾笼，一
只只色泽鲜红、活蹦乱跳、个大肥美的小
龙虾被工人们从稻田里打捞上来，并按
照大小规格进行分类。另一边的虾塘
里，插秧机来回穿梭，伴随着一阵阵轰隆
隆的机器声，一株株嫩绿的秧苗从插秧
机苗盘上滑落，稳稳地立在水田里。“这
是第一轮栽秧，5月下旬到6月初，我们会
进行第二轮插秧。”袁建明介绍。可以预
见，随着逐步插秧，6月初基地里的1053
亩、300多片虾塘就将全部种满秧苗。

“5—6月的插秧和 9—10月的水稻
收割期间的排水其实也是一个晒塘过
程，这可以增加田里的矿物质，有利于小
龙虾生长。”正在插秧的小虾塘边，袁建
明指着已经将水排出的虾塘解释，“插秧
苗和收割水稻的时间也是小龙虾的繁殖
期，排出虾塘的水后，小龙虾就会打洞进

入洞穴内繁殖。”
说起稻虾共生模式，袁建明滔滔不

绝。“水稻可以完成小龙虾养殖过程中的
残饵粪便以及养殖尾水的净化，为小龙
虾提供更好的生长环境；小龙虾养殖过
程的残饵粪也可以作为有机肥、营养物
质供水稻生长。”

“稻虾共生”模式加上袁建明的技术
加持，联合体的养殖户们都走上了“一水
多用、一田多收、以渔促稻、以渔稳粮”的
发展路子。养殖户的虾塘里全是“宝”，
不仅一年四季可以养殖小龙虾，而且水
稻还带来了额外收入。“以我们基地为
例，丰产期平均每亩 500斤的小龙虾产
量，最高产量可达 600斤至 800斤，平均
每亩地还有700斤的水稻产量。”

在小龙虾的整个销售板块，联合体
打造的“鲸小智”品牌为养殖户们提供了
选择。

“我们采用自愿自主的销售模式，
‘鲸小智’小龙虾销售时，我们会提出对

小龙虾的品质要求，并依据要求给出相
应价格，以此达到以品牌促进小龙虾销
售、推动整体联合体发展。”彭川就是选
择了搭乘这趟“便利车”，“有了销售渠
道，我只需要做好养殖这一件事情。”

搬入大安农业园区后，渔小智稻渔
产业联合体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展到了四
川。今年 2月，在大足与安岳共同举办
的培训班中，袁建明作为主要授课老师，
为“稻＋”产业专题培训班的学员们进行
了授课，受到了参训人员的广泛好评。
如今，已有30余户来自安岳的养殖户加
入了“渔小智稻渔产业联合体”。

“现在，我们基地正在带头探索线上
销售，以更加新颖的方式推动产业发
展。”大安农业园区综合种养示范基地负
责人和小智稻渔产业联合体带头人等多
重身份加身，袁建明深感责任在肩，“乘
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我
也将竭尽所能带动更多人因为稻渔产业
增收致富，过上更好的日子。”

稻渔产业联合体：联出“立体农业” 大足打造税费精诚共治信息平台

新渝报讯（记者 崔晓玲 易晏玮）“来水了！”记者
在大足区珠溪镇马王村看到，随着工作人员打开水闸
阀门，奔腾的水流从管网中倾泻，沿着水渠向稻田里奔
涌而去。面对从管网中抽出的汩汩河水，马王村 3组
村民黄定元脸上乐开了花。

去年 6月以来，大足区大部分地区遭受持续低温
阴雨寡照天气，气温偏低、雨日偏多等不利气候对大春
育苗与生长造成了影响。珠溪镇积极行动，立即开展
网格式排查，摸清群众生产用水需求，为珠溪镇马王
村、玉河村、土门村、白马村等五个村进行了提灌维修、
管网延伸等基础设施的改造工作。

自今年以来，为了让春季经济作物得到健康生
长，夏季经济作物及时播种，珠溪镇先后采取濑溪河
抽水引田、管网延伸等多项措施。截至目前，珠溪全
镇管网延伸修建约 3000米，自濑溪河抽水 1.3万方
左右。

“发现问题后，我们立即组织各驻村干部下村走
访，整合了全镇的用水需求，采取‘向上争取一点、镇财
政补助一点、成功人士捐赠一点、村上出一点、受益群
众按村规民约自筹一点’的‘五个一点’措施，解决老百
姓急难愁盼问题。”珠溪镇农服中心主任蒋文亮介绍，
下一步，珠溪镇将加大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确保粮
食生产安全得到保障。

珠溪镇

引来“及时水”保插秧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实习生 宾振宇
文/图）眼下，又到了桃子成熟的季节，大足区智凤街道
平为福生态果园的千亩桃林飘出果香，早桃品种“福寿
桃”陆续成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采摘尝鲜。

走进果园，漫山遍野的桃树挂满硕果，该果园共
有近千亩的桃树，其中大部分是福寿桃，还有油桃、黄
桃等多个品种，年产量能达200万公斤。

近年来，智凤街道大力发展李子、蓝莓、桃子等特
色农业产业，并不断提升基础设施建设，为果园修建四
好农村路，方便运输采摘，让特色农业产业成为当地助
农增收和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早桃”引客来

游客正在采摘桃子。

▲收网捞虾。
◀航拍下的“稻＋渔”综合种

养基地。

5 月 12 日，大足区宝顶镇东岳
村成片的鱼塘与整齐的民房构成了
一幅美丽乡村生态画卷。宝顶镇立
足农业特色产品发展，打造“一村一
品一景”，指导各村（社区）种植葡
萄、桃子、李子、草莓、柑橘等特色产
业，形成四季有瓜果、常年可采摘的
体验式乡村旅游格局，将产业培育
和旅游发展紧密结合。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一村一品一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