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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夏以来，为全力保障迎峰度夏期
间电力的可靠运行，国网重庆大足供电
公司专门成立了 7支保电党员服务队，
活跃在辖区各条重要输电线路上，他们
战高温、斗酷暑，用实际行动践行着电力
人的使命和职责。

在大足区境内，500千伏洪板一线、
500千伏洪板二线延绵 50多公里，是从
四川省自贡市输送到重庆的重要输电线
路，素有“川渝大动脉”之称，承担着重庆
城区20%的用电负荷。为了确保该线路
的安全稳定运行，这段时间，负责全线运
维的班组每天都要顶着烈日，穿行在深
山密林间，通过“人工+无人机”的方式，
检查线路通道内是否出现缺陷隐患、是
否存在树线矛盾等，确保隐患能及时发
现、立即整改。

“一旦线路出现故障，将会直接影响
主城区及渝西片区的生产生活用电，造
成不可估量的经济损失。”国网重庆大足
供电公司输电运检班工作人员韦大斌
说，无论酷暑还是寒冬，大家都坚守在一
线，做好线路的通道巡视和三清理工作，
保障线路设备安全可靠运行。

由于当前持续高温天气，用电负荷
攀升，城区居民用电和工业用电随时都
面临着挑战。

7月 17日 15时，位于大足区龙水工
业园区的10千伏团胜线大玉支线5号杆
T型线夹温度达到 120℃，属于紧急缺
陷，必须在 24小时内消缺完毕，否则线
夹将进一步松动，甚至被灼烧融化，引起
整条线路故障，影响线路下的21家园区
企业正常生产。经过现场查勘，负责抢
修线路的带电作业班决定带电作业消除
线夹发热缺陷。

15时 26分，迎着骄阳和热浪，两名
作业人员穿戴好安全帽、绝缘防护服、
绝缘手套，搭乘绝缘斗臂车缓缓升空，
到达杆塔指定工作位置，他们相互配合
对线路进行绝缘遮蔽，实施线夹紧固等
一系列操作。经过 40 分钟的带电工
作，克服了高温炎热天气挑战，在客户

“零感知”的情况下，顺利消除了线夹发
热缺陷。

“为了确保不停电，只要具备条件，
我们都会选择不停电作业。”国网重庆大
足供电公司带电作业班工作人员李京勇
说，不停电作业必须要穿上绝缘服，它又
厚又不透气，在这样的高温下，大概 20

分钟就要换人继续作业。
入夏以来，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司

组织了7支保电党员服务队伍约300人，
投入到迎峰度夏保供电工作。“从事高空
带电作业，要技术过硬才能进行，这份工
作固然辛苦，但更是一份光荣。党员服

务队冲锋在前，是每一名党员的职责和
使命。”李京勇说。

近年来，国网重庆大足供电公司积
极发挥基层党组织、党员先锋模范带头
作用，将精干力量下沉到供电抢修、重
要供电线路维护、带电作业等基层一

线，今年上半年，完成抢修 106次，故障
抢修恢复时长同比减少 58.06%，线路故
障同比减少 32.14%，配变烧毁同比减少
74%；开展带电作业 105次，减少线路停
电时间 354.3小时，超额完成市公司带
电作业任务，排名全市前列。

大足“保电党员服务队”：战高温 斗酷暑

汗水湿透衣背。 高空作业。

保电党员服务队开展巡线运维工作。

□ 新渝报记者 邓小强

盛夏时节，大足区拾万镇长虹村的
高标准农田里，集中连片栽种的稻谷即
将进入成熟收割期，一派喜人的景象。

“这是高标准农田该有的样子，高标准建
设，带来高产出。”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负责人说道。

所谓高标准农田，是指田块平整、集
中连片、设施完善、节水高效、农田配套、
生态良好、抗灾能力强，与现代农业生产
和经营方式相适应的旱涝保收、持续高
产稳产的农田。“十二五”以来，大足区深
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突出
抓好耕地保护和地力提升，统筹推进

“田、土、水、路、林、电、技、管”8个方面
建设，大力提高农田基础设施科学化、智
能化、机械化水平，累计投入资金 12.54
亿元，建成高标准农田66.97万亩。

为推进好高标准农田建设，大足区
农业农村委从规划、选址到具体建设，每
一步均科学谋划、严格实施，确保每一分
土地都能产生最大综合效益。

科学规划是前提。在规划设计方
面，坚持与产业布局结合，优先在东部隆
平五彩园区、西部大安现代农业园区、城
乡融合发展示范园区和两区划定区域规

划实施；与部门项目结合，通过与水利部
门大灌区建设、交通部门公路建设、规资
部门土地整治等项目结合，科学规范确
定建设内容；与业主需求结合，以“改大、
改水、改路、改土、宜机化”为重点推进项
目建设。

在修建时，建好道路、沟渠、田块整
治等配套设施是关键，以确保能排能灌、
宜机宜耕、地力提升。大足区农业农村
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下田坡道修建就
很讲究“四结合”，即下田方向与田间道、
下田位置与田块边角、下田坡度与田块
高差、下田安全与分层压实相结合，以便
于农机耕作。

建设是基础，运用是目的。为利用
好高标准农田以产生最大综合效益，大
足区探索形成了五个融合的模式。

与特色产业发展融合。在稳定水稻
生产的基础上，大足区着力打造20万亩

“稻+渔”生产示范基地和3万亩“稻+油”
生产示范基地，鼓励经营主体采取粮经
轮作、水旱轮作、立体种养的耕种方式，
实现一地多收。

与企业发展融合。先后引进国家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重庆分中心、鲸智农业
公司、重庆鼎祥农业公司、祥源药业、惟
德药业等农业龙头企业入驻，培育一批
本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建设企业生产
基地，发展壮大稻田综合种养产业。

与群众利益融合。在三驱、铁山、拾
万等镇推广“稻+鱼、稻+虾、稻+药”等综

合种养模式，实现亩均产值 8000元以
上，纯利润4000元以上。在回龙、宝兴、
珠溪等镇推行“稻+油”“粮+菜”旱地间
种套作模式，实现亩均产值 3000元以
上，纯利润1000元以上。

与改革试点融合。高标准农田与全
域土地综合整治、农村宅基腾退、第三轮
土地承包、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
市和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相融合。积极
探索土地改造提升后确权不确界、探索
水稻种植全程社会化服务、探索壮大集

体资产与群众利益联接机制，盘活农村
土地资源，腾挪空间用于支持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等。

与文旅发展融合。举办“天下大足·
醉美乡村”系列节会，赓续农耕文化，让
乡音不变、乡愁不减、乡恋更浓，助力乡
村振兴。

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大足区粮
食稳产增长形势良好。2022年，全区
粮食播种面积94.87万亩、总产粮食41.2
万吨。

7月18日，大足城区某游泳池内，市民正在水中嬉
戏。当前正值盛夏，许多市民来到游泳馆戏水玩耍，
十分火爆。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游泳馆火爆

新渝报讯（记者 谭显全 李海 实习生 毛婧璇）7
月 18日，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联合爱心企业人士，向
大足城管环卫一线人员赠送了价值 12万元的防暑降
温药品，为在酷暑中坚守岗位的城市“美容师”送来夏
日清凉。

连日来，天气酷暑难耐，在大足城区大街小巷，城
管环卫一线人员坚守岗位，辛勤劳动，在平凡的工作岗
位上默默奉献，用勤劳和汗水换来城市洁净和美化。

领到爱心物资后，城管环卫一线人员表示，将坚守
好岗位，继续强化“把工作当家事，把城市当家园”的责
任担当，下足“绣花”功夫，全面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以
高标准、常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打造靓、洁、绿、美的城
市环境。

12万元防暑降温药品送给环卫工

重庆市大足区珠溪镇八角村 3 组 58 号李昌银
（身份证号：510230197108084666）遗失其残疾证（编
号：51023019710808466643B2），特此声明。

重庆市大足区龙水镇横店村1组徐元芬（身份
证号：510230196701014146）遗失其残疾证（编号：
51023019670101414642），特此声明。

大足区高标准农田建设

“五个融合”产生综合效益

7月17日，无人机拍摄的大足区龙水镇十里社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
新渝报记者 瞿波 蒋世勇 摄

遗失启事

为深刻汲取2022年夏季极端天气下全区森林火灾
预防和扑救教训，有效防范森林火灾发生，切实保障全区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和森林资源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森林法》《森林防火条例》和《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等
相关规定要求，特发此令：

一、禁火时间：即日起至2023年10月10日。
二、禁火区域：全区所有林区（含自然保护区、风景

区、森林公园，下同）及距林缘100米范围以内区域。
三、禁火内容：
（一）严禁未经许可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地）；
（二）严禁在禁火区域点烛、燃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
（三）严禁在禁火区域吸烟、野炊烧烤、点火驱兽、烤

火取暖；
（四）严禁在禁火区域小孩玩火、痴疯弄火；
（五）严禁在禁火区域烧荒、烧杂、烧灰积肥等生产用火；
（六）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在禁火区域进行

爆破、射击等涉火活动；
（七）严禁在全区范围内燃放“孔明灯”；
（八）严禁其他野外用火和一切易诱发森林火灾的活动。
四、进入林区的个人和车辆，应扫码入林、自觉接受森

林防火机构和人员的检查，并负有森林防火的责任和义务。
五、违反本禁火令者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森林防火条例》及《重庆市森林防火条例》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条款，依法从严予以处罚，构成犯罪
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六、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要积极参与森林防火，自觉遵
守森林防火规定，发现违规用火和森林火灾，立即拨打森
林防灭火举报电话。

森林火灾报警电话：43761995、43722238
大足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2023年7月17日

□ 新渝报记者 罗婷婷

民以食为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提高以及品牌意识增强，消费者对品
牌农产品的需求愈加旺盛，优质的品
牌农产品，可以形成稳定的市场份额。
农业品牌化逐渐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
重要途径。

“品牌化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也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驱动力。”
大足区人大代表邓人华表示，应当坚持
质量兴农、品牌强农，做强本土农业品
牌，“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大足土地

肥沃、特产丰富，如果能将大足本土农副
产品打造成享誉全国的品牌，将助力全
区经济发展。”

2023年 2月，邓人华在大足区人代
会上提出了《关于打造本土品牌，助力乡
村振兴的建议》。建议指出，大足目前农
业品牌发展存在着多、杂、散、弱等特征，
且面临着缺乏品牌意识和统一管理等问
题，有品无牌、有而不优、有而不强等现
象突出。

因此，邓人华建议充分利用本土企
业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管理、服务等
方面的资源优势，优选出一批有价值、

可信赖的农业产品进行重点扶持，打造
成知名农业品牌，用品牌带动地区经济
发展。

“希望可以切实增强农企合作，有效
建立农企利益链接，带动农业增收、生态
增值，帮助农民将低廉的农副产品转换
为有价值的商品，从而促进农民增收、助
力乡村振兴。”邓人华说。

作为川味调料非遗技艺传承人，邓
人华也十分看重非遗技艺对乡村振兴的
推动。

邓人华说，大足非遗技艺资源十分
丰富，剪纸、鲤鱼灯等都代表了大足最鲜

活的文化历史传统，富含鲜明的地域特
色，是大足最好的名片。在保护传承好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利用这些
文化技艺来推广本地农副产品，可以达
到双赢的效果。

对此，邓人华已有了初步构想。他
表示，将重点探索把大足的非遗文化形
象印在农副产品包装上进行推广的可行
性。在不断完善农产品质量体系的同
时，深度挖掘文化内涵，将大足的非遗文
化传承与本地特色农副产品销售深度结
合、带入市场，推向全国各地，让非遗与
乡村振兴形成联动，焕发新活力。

邓人华：“唱响”大足品牌农业人大代表之声

大足区森林防灭火指挥部
森林防火禁火令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7月17日，大足区棠香街
道三合社区的孩子们迎来了一群远方的来客——来自
赤橙公益暑期夏令营（以下简称“暑期夏令营”）的 18
名大学生志愿者。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他们将
和三合社区的 150余名儿童共同开展舞蹈、手工、音
乐、手工、社科等活动，丰富孩子们的暑假生活。

当天，在社区居委会安排的五间教室里，志愿者们
将不同年龄段的学生分开授课，趣味十足的手工课让
一年级的孩子们沉浸其中，丰富多彩的社科课吸引着
二年级学生的注意……

在暑期夏令营五年级的教室里，志愿者古钰蝶在做
完课前导入的小游戏后，便带着孩子们进入了音乐小课
堂。尤克里里在古钰蝶手中“活”了起来，她一边弹奏着，
一边跟着节奏歌唱，台下的学生也看得入神。教学结束
后，孩子们自信地走上讲台，跟着老师的弹奏唱了起来。

“这是我第二次来参加夏令营了。希望这次可以
在夏令营中学到更多的乐器，交到更多的朋友。”城南
小学五年级学生杨雪怡说。

“我们支教团队来自不同的高校，每个人都会根据
自己擅长的项目来开展教学，以兴趣培养为主拓宽孩
子视野。”赤橙公益暑期夏令营大足支队副支队长敬漫
介绍道，夏令营还在每周设置了“红色故事会”“重走长
征路”等不同类型的主题活动，希望能够通过这种方式
让孩子们学会感恩，铭记历史，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能
力，引导他们度过一个快乐、有意义的暑假。

据了解，为了让辖区内的孩子们假期离校不离教，
在保证孩子们暑假安全的同时解决辖区家长们给孩子
辅导作业难的问题，大足区棠香街道三合社区居委会
积极联系赤橙志愿服务队，开展了第二届暑期夏令营，
为辖区内有需要的1—5年级学生提供帮助和服务。

18名大学生志愿者
助150名儿童开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