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1日，大足区中敖镇观寺村
桑蚕产业园，村民正在给蚕喂桑叶。
据了解，该产业由埂生基（重庆）生态
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牵头，村（社区）
党支部为统揽，村级股份经济合作
社为纽带，以此带动村（社区）发展

“桑+”集体经济，并通过“共享采
购、共享配送、共享制造、共享研发、
共享库存、共享标准”等方式重构、
重组、重聚行业上下游企业，探索出
一条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致富
路径。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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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 新渝报记者 张玮

7月 10日下午，因突发心梗晕倒的
外卖小哥梁刘出院了，他带着家人以及
锦旗来到大足区公安局龙水派出所，特
意感谢救他一命的民警曾瀚，大足区公
安局也给予了曾瀚个人嘉奖奖励。

现场，梁刘的父亲、母亲紧紧握住曾
瀚的手，眼里噙满了泪水。突然，梁刘的
妈妈、妻子向曾瀚跪了下去，曾瀚见状赶
紧跪下将他们搀扶起来，“我是警察，关
键时刻就得站出来！”

“我很紧张，但没有迟疑”

6月 14日上午，曾瀚在出警回所途
中被群众紧急拦下，得知一名外卖小哥
突发心梗昏迷倒地。

这名外卖小哥就是梁刘。面色苍白
的梁刘无意识、无呼吸，曾瀚急忙上前为
其开展心肺复苏。正是他的施救为梁刘
赢得了宝贵的抢救时间。

曾瀚救助外卖小哥的事件被媒体以
《曾瀚，你跪地做人工呼吸的样子真帅！》
为题广泛报道，网友盛赞“人民警察心肺
复苏很专业”“警察把他胸腔都吹起来
了”，各类正能量的点赞和网友的评论让
曾瀚备受鼓舞。

“他那么年轻，孩子才一岁，如果没
救回来，那这个家就垮了。”曾瀚得知梁
刘保住了性命，但仍处于深度昏迷时，他
天天与其家属联系，并多次找到主治医
生，了解对方的病情。

后来，得知梁刘已转至普通病房且
未留下后遗症，曾瀚悬着的心才落了
地。这一次成功的急救让曾瀚深刻意识
到平时警务实战培训的重要性。

“事发突然，当时心里曾有些许紧张，
但对于救人，我没有丝毫迟疑。”曾瀚平
时就喜欢锻炼，单位组织警体抽考培训
时，他还会偷偷加练。他把每次培训都
当作实战，熟练掌握了心肺复苏这项技
能，当突发情况来临时，他才能从容应对。

低调务实是青春底色

曾瀚身高一米八五，2016年，18岁
的他怀着对警察的美好憧憬，填报了重
庆警察学院。

在学校，曾瀚常常夜里偷偷加练。
为了练好射击，他把水杯当手枪练习端
枪。为了掌握心肺复苏技能，他在网上
看视频，一个人在宿舍拿着枕头当假人，
练习按压频率和流程。大一时，他因成
绩优异获得了国家奖学金。

曾瀚块头大，散打格斗课时，没有同
学选择他，他便主动约学校散打最厉害
的同学，结果在比试中被对方“狠揍”了
一顿；参加工作后，得知派出所里案侦工
作最辛苦、人手最少时，他便主动提出当
案侦民警。

“第一次独立办案，一份简单的询问
笔录，我就反复问了七八遍。”曾瀚说，书
本上的理论知识和现实工作有着明显差
别。

办案前，他翻看了派出所曾经办理

的盗窃案卷，并做好笔记，标注重点。当
他满怀信心开始独立办案时，却是想起
了这头忘了那头。同事两三个小时就能
完成的工作，他从早上10点忙到了凌晨
1点。

经过不断地学习与提升，如今，曾瀚
不仅是所里案侦工作的骨干，还因工作
能力出色被抽调参加了大足区公安局多
个专案组。

“温柔”的警察叔叔

“你别看他长得魁梧，内心却很细
腻。”龙水派出所所长杜平说，曾瀚身材
魁梧，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有天然的震
慑力，但这与其性格却有着强烈反差，他
有着很好的共情能力。

2022年 7月，龙水派出所接到桥亭
村村民报警，称孙女在家中服药自杀。
作为值班民警，曾瀚迅速赶到女孩家中，
发现她并未吞食安眠药，说谎只是为了

引起父母的关注。
这次警情发生后，曾瀚便开始关注

这名辍学的女孩。他从女孩的奶奶口中
得知，女孩原本学习成绩很好，但自从上
初一后，就开始说谎，三天两头在家里闹
自杀。

曾瀚担心女孩真的有自杀倾向，便
联系了一位心理医生，一起去看望女孩。

后来，曾瀚得知，女孩叛逆是因为父
母离异，父亲再婚又生了弟弟妹妹，她认
为爸爸妈妈都不要她了，便开始逃课、说
谎、闹自杀。经医院医生诊断，女孩已经
患上了抑郁症。为了给她治病，曾瀚花
了很多工夫。2022年9月，经医生诊断，
女孩已经康复，她还主动提出要回学校
读书。曾瀚十分高兴，临时走还悄悄塞
给女孩的姑姑2000元，说这是他拿给小
女孩买练习册和零食用的。

“这就是我当警察的意义。”曾瀚说，
当初选择警察这份职业，就是因为可以
为群众多做一些事情。

曾瀚：“关键时刻警察就得站出来”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梁必升）
日前，大足区公安局“渝警之星”6月评
选名单出炉，运用心肺复苏救助外卖小
哥的民警曾瀚成功入围。

据了解，“渝警之星”的评选活动已
举办2年，评选活动面向基层一线，聚焦

基层民警，突出实干导向，注重在平凡岗
位上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民警。

“民警曾瀚的入选，让全局公安民警
学有榜样、赶有目标，激发公安民警在危
急关头、关键时刻站得出来的优良作
风。”大足区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曾瀚入围大足“渝警之星”

□ 新渝报记者 毛双 实习生 杨心雨

“办得快，全程还有专人负责跟踪办
理，这项服务真的太让人省心了！”前不
久，重庆利安凰城置业有限公司报件负
责人宋代香接过联合验收办件结果文件
时感动地说。

宋代香口中的服务是社会投资建设
项目“帮代办”服务。从今年 6月开始，
大足区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大厅设置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帮代办综合窗口和帮代办
专区，依托区、镇（街）、村（社）三级帮代
办服务队伍，针对社会投资建设项目提
供全过程“保姆式”服务，免费开展全流
程“帮代办”服务。服务范围涵盖大足区

行政区域内所有新建、改建、扩建的社会
投资建设项目，包括从立项用地规划许
可到竣工验收全流程审批事项。

“这次办理的联合验收事项包含档
案专项验收、人防验收、消防验收（备
案）、规划核实以及联合验收意见书。申
请‘帮代办’服务后，有专人对接、跟踪，
不用我们去跟进。”宋代香说。

6月 16日，宋代香通过工程建设系
统网络平台，提交了利安星光里项目 4
号楼联合验收的代办申请。随即，工程
建设项目审批大厅“帮代办”综合窗口便
受理了代办服务，代办专员上门代填申
报表单，并将申报材料上传至工程建设
项目审批管理系统。6月21日审批办结
后，代办专员上门当面将办理结果文件
递交给了宋代香。

期间，代办专员代替报件人全程跟
踪催办，协调解决项目审批过程中遇到

的问题，并及时向项目单位反馈审批进
度。最终，项目审批所需的时间仅为以
前的一半。

营商环境是市场经济的培育之土，
是市场主体的生命之氧。社会投资建设
项目“帮代办”服务只是大足区不断优化
营商环境的举措之一。

好的营商环境，最终要靠好的服务
来体现。近年来，大足区高度重视优化
营商环境工作，通过一系列措施，全力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大足区先后为企业开办全流程零费
用1小时办结，新设企业免费发放印章；
推进企业简易注销改革，企业注销公示
期由 45天减少为 20天，降低 56%，提交
登记资料由9项减少为3项；推进水电气
讯联动办理，水、电、气、讯等市政公用服
务入驻大足区政务服务中心，为建设单
位提供“一站式”服务及“三零服务”（零

上门、零审批、零费用）……
在法治保障方面，大足区全面推广

应用“双随机、一公开”平台，检查覆盖率
达到 100%；加强监管执法信息公开工
作，累计征集各类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
信用信息 129万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2354人次，发布限制高消费 2645人次，
执结涉民生案件 344件，执行到位标的
1258.97万元。同时，大足区还开展包容
审慎监管，对企业轻微违法行为给予容
错改正机会，避免“一刀切”执法。

大足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相关负责
人表示，下一步，大足区将持续抓好创新
试点各项改革，在政务环境、法治环境、
市场环境、创新环境和要素保障环境开
展优化提升行动，进一步提升服务水平、
压减企业办事时间，充分激发各类市场
主体创新创业活力，持续增强企业和群
众获得感。

大足:优化营商“软环境”提升发展“硬实力”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7月12日，大足区拾万镇

长者食堂在长虹村生态餐厅试营业，这是大足区首个乡
村长者食堂，为拾万镇老年人养老带来极大便利。

该食堂由大足区民政局、拾万镇党委政府依托长
虹村生态餐厅建设，总面积 80平方米，设置就餐座位
30个，可容纳30名老年人同时就餐。食堂面向拾万镇
辖区年满 60周岁及以上的居民服务，提供午餐和晚
餐，每餐均为两荤一素一汤标准套餐，收费标准为“二
三五”三类：特困对象每餐收费 2元，低保对象每餐收
费3元，普通老人每餐收费5元。试营业期间全部下调
价格。前来用餐的老人需要每天上午 10时 30分之前
拨打食堂电话预定告知就餐人数。

试营业首日临近12时，长者食堂餐厅里坐满了周边
前来的老年村民，大家对食堂的饭菜质量十分期待。“如
果味道可以，会经常来这里吃饭。”多位老人坦言。

12时，食堂准时出餐。午餐的菜品是胡萝卜焖红
烧肉、番茄炒蛋、红烧豆腐、绿豆汤。村民有序排队领
餐，随后围坐在一起用餐。

吃饭时，村民们议论开来。“价钱便宜，饭菜质量不
错，很划算。”“来这里吃饭，很省事，这么热的天，做饭
很麻烦，这里还凉快。”“党的政策真的好，对我们老年
人很关心。”……

84岁的长虹村村民谷明仲和老伴一起来用餐。
他细嚼慢咽，吃光了餐盘里的饭菜，赞叹道：“这里比家
里吃得好些。”他和老伴是空巢老人，子女在外打工，平
时就老两口在家，吃饭很随意，吃得也简单。谷明仲
说，长者食堂的饭菜符合他的口味，以后会常来。

开业第一餐获得普遍好评，长者食堂负责人告诉
老人们，有任何用餐要求都可以提出来，食堂会经常变
换菜式，让大家吃得新鲜、吃得满意。

“虽然饭菜出售价格低，可是饭菜制作成本高、质量
高，食材采购和制作过程都有高标准要求，一定保障饭
菜新鲜、干净、可口、有营养、口味佳，服务人员态度良
好。”拾万镇党委书记周建森表示，长者食堂专为老人而
建，其初衷不为盈利，只为公益，让老人获得健康和满意。

“很多老人常常因为子女外出、个人身体健康等因
素，制作一日三餐成为困扰他们日常生活的一大问题。”
周建森说，一日三餐不仅是温饱，更是生活，并且均衡的
饮食对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尤为重要，建设长者食堂，既
体现党和政府为民办实事的决心，也是解决老年人吃饭
难的一个有效方式。

为确保长者食堂长期坚持低价经营，食堂按照政
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四
个一点”经营模式运行。“一些从拾万镇走出的成功人
士已经表达了愿意捐款补贴长者食堂低价经营下去的
意愿。”周建森说。

随着乡村长者食堂的开业，加上位于长虹村的自
助食堂（村委会免费提供燃气、供电、厨房用具，村民自
带食材自主烹饪）和互助养老家园，拾万镇乡村养老模
式不断丰富完善，爱老敬老养老的社会风气更趋浓厚，
老年人的幸福感安全感获得感不断增强。

新渝报讯（记者 邓小强）记者昨日从双桥经开区
生态环境局获悉，该局围绕大气污染突出问题，创新开
展“三区三化”工作，推进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体系建
设，“疏堵结合”推进秸秆禁烧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截至6月27日，双桥经开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154天，同
比增长7天。

双桥经开区生态环境局划定秸秆管控三区：核心
管控区域，全面实现秸秆资源化利用；重点管控区域，
成立专职露天焚烧巡查队伍，利用高空瞭望系统对重
点区域进行24小时露天巡查，确保10月至次年3月全
面禁烧，同时对部分秸秆进行收集利用，区内秸秆资源
化利用率80%；一般管控区域，确保10月及次年3月全
面禁烧，实现区内秸秆资源化率60%。

禁止焚烧秸秆，如何帮助农户处理秸秆？双桥经
开区生态环境局依托本地环保公司、养牛场、菌菇种植
基地等，按照“农户收集—企业加工—三方转运—企业
利用”流程，构建起了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农民参与的
秸秆资源化综合利用全流程长效机制。

据介绍，双桥经开区以三种方式实现秸秆资源化
综合利用。其一是垫料化利用，依托重庆槿沐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每年将 6万吨秸秆转化成园林绿化营养
土。其二是饲料化利用，依托本地2个养牛场，每年把
300吨秸秆加工转化为青贮饲料。其三是基料化利
用，依托辖区及周边镇街的菌菇种植基地，每年把200
吨秸秆用作基料生产食用菌。

目前，双桥经开区已修建临时秸秆堆放场 33个、
秸秆初加工厂 1座。今年上半年，双桥经开区综合利
用秸秆100吨、利用率40%。

秸秆综合化利用取代秸秆焚烧
双桥经开区大气污染防治获佳绩

大足首个乡村长者食堂
在拾万镇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