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6日，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智能化生产车间
作业。

涪陵榨菜以青菜头为加工原料，被
称为“国民下饭菜”。得益于良好的气候
及土壤等条件，涪陵拥有全球重要的榨
菜产区，年产销成品榨菜超 50 万吨。
2022年，涪陵区榨菜产业总产值达130余
亿元。榨菜产业已成为当地产销规模
大、品牌知名度高、辐射带动能力强的优
势特色支柱产业，有力助推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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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渝北时报记者 杨荟琳

过去，办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车辆许可，
需要前往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一个窗口一
个窗口找，费时又费力。随着“一窗综办”改
革的推进，如今，只需在社会事务综窗随机取
一个号，就可以等待叫号办理……

今年，渝北区聚焦优化提升政务环境，推
动各项问题整改目标任务全面落实，提升全
区政务服务质效。今年1—8月，全区共办理
审批服务事项199万余件，按时办结率、办件
准确率 100%，群众满意度保持在 99%以
上，行政审批改革和便民服务工作走在全
市前列。

着力深化改革
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

“通过‘一窗综办’，不仅能够节省群众办
事时间，也能节省我们的人力资源，实现资源
的有效利用。”渝北区政务办相关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

今年，为提升企业群众办事便捷度，渝北
区政务办针对“一窗综办”改革进展缓慢，交
通运输、卫生健康等领域只在本部门内部推
行“一窗综办”，办件受理还未打破部门界限
等问题，严格执行进驻事项负面清单制度，推
动事项“应进尽进”。今年6月底前按要求梳
理公布《全区政务服务事项目录》，推动医保、
社保、户政、车管等高频公共服务事项及退役
军人事务、建筑垃圾运输等事项进驻区中心，
实现区中心与分中心“多点可办”，最大程度

方便群众“进一扇门办所有事”。截至目前，
全区共承接政务服务事项（包含依申请 6大
类行政权力事项和公共服务类事项）1549
个，纳入负面清单的政务服务事项 74个，实
际进驻区政务服务中心的政务服务事项
1459个。

同时，渝北区全面推进大综窗建设，制定
了《重庆市渝北区行政服务中心“一窗综办”
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由渝北区政务办统筹推
动改革事宜。9月 1日起，渝北区卫健委 71
项服务事项、渝北区交通局 184项服务事项
全部纳入社会事务服务区“无差别”综合窗
口，实现统一受理。截至目前，渝北区中心
30个部门 951项服务事项全部按照“前台综
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模式，
实现“一窗受理、综合服务”改革，极大提升了
企业群众办事便利度，让企业群众真正享受
到综窗改革带来的红利，不断提升企业群众
办事满意度。

强化主动对接
落地落好“一件事一次办”

“之前只是在网上了解到这个政策，但是
没想到会这么方便！”今年 6月，家住两路街
道的李先生正式“升级”为爸爸。手忙脚乱的
他一想到还要跑那么多地方办理证件，喜悦
之余也产生了一丝担忧。

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先生从网上了解到
“新生儿出生一件事”全程网办的消息。抱着
试一试的心态，李先生来到渝北区政务服务
中心新生儿出生“一件事一次办”窗口咨询，

工作人员当天就协助李先生通过网上平台一
次性办好了各项手续，5天后李先生就收到
了相关证件。“7个流程精简为1项，14个环节
精简为 2个，31份材料精简为 4份，跑 7次变
为一次不跑，大幅降低了时间成本，这才是真
真切切地为民办实事、办好事！”李先生说。

据了解，为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渝
北区政务办根据全市统一安排，印发《渝北区
加快推进政务服务“一件事一次办”工作方
案》，将市级统筹的50个“一件事”分解任务，
并将推进情况纳入每月政务服务效能通报
中。目前，全市已推广的 27个套餐，除需区
县自主开发的小学入学、初中入学一件事以
及需市级统一开发的生育津贴办理一件事、
农药准营一件事不在渝北区试点外，其余23
个套餐已承接落地，其中4月初推行的“新生
儿出生一件事”运行良好，已办630余件；“就
医服务”“企业职工退休”等 4个“一件事”已
纳入市级试点，目前正在争取“农房建设申
请”等 2个“一件事一次办”纳入第二批市级
统筹“一件事”试点。同时，整合删减同质化
的区级存量套餐至 5个，新增工程建设领域
专项论证“一件事”，整合申请表单，完成事项
配置，正在对外宣传推广。

积极发挥作用
加大推广运用“渝快办”

“这个码还安逸呀，扫一下就可以了，现
在办事真是越来越方便了……”近日，到渝北
区政务服务中心办事的市民杨先生在工作人
员指导下，领取了“渝快码”，并通过扫码办事

快速办好了所办事项。
为进一步提高“渝快办”“渝快码”在群众

中的知晓度和使用率，让群众享受到更便捷、
更高效的政务服务，渝北区政务办以多种形
式开展宣传推广活动。在渝北区政务服务中
心大厅进出口处放置“渝快码”扫码宣传展
架，组织志愿者引导前来办事的群众下载“渝
快办”App，注册、登录，完善相关信息后领取

“渝快码”，并宣传介绍“渝快码”的各项功能
与便利性。

此外，今年以来，渝北区召开专题会持续
推进“渝快码”的应用宣传，渝北区政务服务
中心实现扫码入场、扫码取号、扫码办事、扫
码查询以及扫码取件等应用场景。同时，充
分利用政务服务宣传进企业、走访企业等活
动，点对点向企业宣传推广“渝快办”，累计涉
及企业100余家。结合中心主题党日活动以
及窗口单位开展的业务培训、宣传活动等，发
放相关宣传资料、宣传品等5000余份。针对
政务服务平台还需优化，“渝快办”与部门业务
系统不互通，办件仍需通过“二次录入”的方
式将数据归集到“渝快办”平台等问题，梳理
汇总部门业务系统情况，及时向市里上报。
今年，梳理 2个部门（卫生健康与交通运输）
业务办理系统情况 2次，向市级上报 2次；部
门业务系统与“渝快办”对接后，工作人员办
件不再通过“二次录入”的方式将数据归集到

“渝快办”平台，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流程做“减法”服务做“加法”
渝北区政务服务实现提质增效

10月16日，云阳县洞鹿乡洞鹿社区五彩水稻种植基
地，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

近日，该基地的高山水稻进入收获季，当地农民抢抓
农时收割，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重庆日报通讯员 谭启云 摄

云阳

高山水稻抢收忙

□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优惠太实用了，可以为我们节约
不少钱。”近日，面对铜梁区“龙乡质量服务驿站”大庙驿
站工作人员走访企业之际送来针对性的扶持政策，重庆
锐霸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负责人感激地说道。

“龙乡质量站”是铜梁区市场监管局按照“一站式办
理、协同化集成、零距离服务”理念重点打造的质量基础
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依托区域联动监管模式和行业
企业领先优势，构建起质量基础设施“1+12+N”服务平
台，即1个龙乡质量基础设施服务总站，12个龙乡质量基
础设施服务驿站，N个围绕辖区重点产业打造的龙乡质
量基础设施服务行业站。

自成立以来，“龙乡质量站”持续整合优化资源，强化
与第三方技术服务机构协作，聚焦计量、标准化、检验检
测、知识产权等8个方面，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
质的质量基础服务。始终坚持问题导向，分层分级分类
开展针对性指导，陆续开展了质量技术帮扶，开展了质量
方面法律法规的宣传及质量政策解读交流等服务，力求
充分发挥协同服务效能，为企业提供更加便捷、高效、优
质的质量基础服务。

在大庙镇，该镇市场监管所“龙乡质量服务驿站”工
作人员在走访辖区内相关企业，收集企业质量服务需求
时，了解到重庆锐霸汽车传动轴有限公司正在寻求性能
更优的产品质量检验检测渠道，特地带着惠企政策送上
门，为企业负责人详细讲解铜梁区市场监管局与市质检
院签订的检验检测合作协议，以及给企业带来降低成本
方面的实惠。

铜梁

“龙乡质量站”助力“提质强企”

□ 九龙报记者 黄秋彤

“大姐，你要吃点什么？”“一个鸡蛋、一杯豆浆、两个
酱肉包子，谢谢！”清晨6时30分，环卫工人张国芳刚打扫
完部分自己负责的区域，便拿着领餐卡到附近的九龙坡
区泰兴劳动者港湾领取免费发放的爱心早餐。

“我们凌晨4点过就要出门开始清扫保洁，一般作业
到 6点过的时候就有点饿了，还要慌慌张张回去吃早
餐。现在方便多了，几分钟走到泰兴劳动者港湾就能吃
上热乎的免费早餐，我们发自内心地感到高兴。”张国芳
笑着告诉记者，爱心早餐不仅分量充足、品种丰富，味道
也很好，“暖胃”又“暖心”。

据九龙坡区石桥铺泰兴劳动者港湾环卫工人爱心早
餐领取点负责人唐玲介绍，爱心早餐的供应时间为每天早
上6：30至9：00，目前主要服务泰兴劳动者港湾附近渝州
路、石杨路、石新路等路段的环卫工人，按照 8元/人的餐
标，以环卫工人自主选择的形式发放50余份免费早餐。

据介绍，为了解决环卫工人实际问题，九龙坡区城市
管理局从今年年初开始筹划，最终决定采用市场化方式，
设置环卫工人爱心早餐领取点，主要服务于周边步行20
分钟内可到达领取点的环卫工人，为他们提供免费的爱
心早餐。作为全区第一个试点项目，泰兴劳动者港湾从
10月11日开始试运营，10月16日正式营业，后续每天早
餐的供应量还会根据环卫工人数量进行适当调整。

九龙坡

泰兴劳动者港湾
为环卫工人提供免费早餐

□ 荣昌报记者 郑光慧

丈夫的大哥务工意外身亡、大嫂早年离
家，留下两个十余岁的侄儿侄女没人管。她
就把孩子接到家里帮着“管”，这一管就是八
年。旁人看了都说有的父母对自己的孩子都
没她对侄儿侄女这么好。这个侄儿侄女的

“好妈妈”，就是荣昌区仁义镇瑶山社区村民蒋
远清。

遭遇变故
将侄儿侄女视如己出

蒋远清原本和美的生活，在 2008年被
打断。

时间回到1987年，23岁的蒋远清嫁到瑶
山社区肖德文家。此后，夫妻俩育有一女，日
子平淡却幸福。

直到 2008 年，蒋远清丈夫查出癌症。
2015年 3月，丈夫的大哥外出务工时不幸意
外身亡，大嫂又在早年离家出走，没了音信，
留下10多岁的侄儿侄女无依无靠。

“刚结婚那几年，丈夫外出务工，我腿脚
不方便。那个时候要去打水，打水的洞口狭
窄潮湿，我的腿压根弯不进去，每次大哥都默
默在我们家门口放一桶打好的水，家里的重
活都帮着我娘俩干。”感激的种子自此埋在了
蒋远清的心里。

看着孤苦伶仃的侄儿侄女，想起大哥之
前对自己家的好。尽管一家人日子“不好过”，
蒋远清和丈夫还是决定把两个侄儿侄女接到
家中一起生活。就在一家人生活步入正轨时，
丈夫肖德文的癌症却越发恶化，十多万元的医
疗费让蒋远清已经喘不过气来，家里还有两
个孩子上学。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了蒋
远清一人身上，她咬咬牙，筹钱、干农活、洗衣
做饭、护理丈夫、照顾孩子……白天晚上连轴
转，走路都不方便的她默默扛起了这个家。

孩子命苦
只希望他们少受一点苦

这些年，蒋远清过得并不平坦，甚至可以
说挺坎坷。

2015年，丈夫肖德文还是没能扛过癌
症，留下蒋远清和三个孩子。那段时间，蒋远
清白天出去干农活，中午回去做饭，晚上做家
务，就这样带着孩子们生活。

即便如此，蒋远清并没有被打倒。自己
淋过“生活的雨”，所以她总是想着帮侄儿侄
女撑起一把伞。

即便日子再苦，蒋远清对孩子们的爱也
从未“打折”。疫情期间，侄女肖红感染了新
型冠状病毒，怕传染给家人，把自己关在二楼
房间里，一再叮嘱让蒋远清和家人离自己远
点。蒋远清哪里肯听，看着孩子难受，腿脚不
便的她一会儿上楼、一会儿下楼照看侄女，每
天给侄女送饭送药，直到听到孩子退烧了，她
才松了口气。“照顾我的时候，嬢嬢还是被传
染了。我心里明白，她这是把我当亲生女儿
了。”不善言辞的肖红心里十分感动。

旁人替她担心：“有些人对自己的娃儿怕
都没你对侄儿侄女这么好，你图个什么？”逢
人问起，蒋远清总是乐呵呵的，“图个心里舒
坦，我不管他们谁管嘛。侄儿侄女命苦，我就
是希望他们少受一点苦。”

真情守护
再嫁要带着侄儿侄女一起

丈夫肖德文离世那年，蒋远清已经50岁了。
身边的亲朋好友看着她这么大年纪，还

一人带着三个孩子，过得艰难，纷纷劝她改
嫁。起初，蒋远清就是不肯，她说：“不管多
苦，只要我有一口吃的，就有他们一口！”

后来，因医疗费留下的欠债和三个孩子
的开销逐渐增大，为了让三个孩子有好一点

的生活条件，蒋远清还是向生活的压力低了
头，接受了亲朋好友的热心撮合。但是，她说

“我只有一个条件，再嫁我要带着侄儿侄女一
起嫁，不接受的就不考虑。”

这期间，曾有一户人家家中无子，听说了
蒋远清家的情况后便跑来表示想领养一个孩
子。蒋远清对那人并不熟悉，担心那家人对
孩子不好，也担心两个孩子为此心理受到创
伤，果断拒绝了领养，放弃了为自己减轻负担
的机会，只为了孩子身心都能健康成长。

2017年，蒋远清和同镇村民卢正良组成
了新的家庭。结婚之后，卢正良一直对蒋远
清的侄儿侄女疼爱有加，每到周五，他就早早
地出门买菜买水果，蒋远清更是早早地进厨
房，为周末放学回家的侄儿侄女准备他们爱

吃的饭菜。蒋远清总是笑着说：“一家人能在
一起，永远相亲相爱，不管日子有多苦，只要
勤劳肯干，日子就会越来越好。”

如今，蒋远清总算苦尽甘来。今年，侄儿侄
女都从学校毕业，正式工作了。“这些年，嬢嬢一
直把我和弟弟带在身边，就像妈妈一样，对我们
嘘寒问暖，每次周末放假回家，总有热腾腾的
饭菜等着我们，我和弟弟心里都明白，嬢嬢把
我们带大是多么地不容易。以后我们要努力
工作，多存些钱，让嬢嬢过上好日子。”侄女说。

在蒋远清的心中，侄儿侄女早已成为了
她自己的孩子。这些年，面对生活一道又一
道坎，蒋远清从不言弃，她用自己的行动诠释
了大爱，用真情守护着侄儿侄女，用爱筑起了
一个温馨幸福的家、撑起了一片天。

重庆好人蒋远清：把前夫侄儿侄女当亲生的养

□ 合川报记者 任洋 陈诚

10月13日，合川区首个兆瓦级公共机构屋顶分布式
光伏发电项目正式并网发电。该项目预计年供电量 70
万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 205吨，减少二氧化碳、硫
氧化物、氮氧化物排放量总计近800吨，同时每年还能为
合川区文化艺术中心以及区级党政机关综合办公区节约
电费支出约3万元，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据了解，该项目由国家电投集团重庆合川发电有限
公司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640万元，建设总面积约 1
万平方米，总装机容量为1兆瓦，采用“自发自用、余电上
网”模式提供日常用电，不仅是落实“碳达峰、碳中和”战
略决策的实际举措，更是合川区联合国家电投集团推动
绿色低碳转型的一次重大实践，将对全区推进屋顶光伏
建设发展、增加清洁能源有效供给起到引领示范和推动
作用。

据悉，项目建设由市机关事务管理局统筹，合川区机
关事务中心按照“宜建尽建”的原则，对全区各公共机构
开展屋顶光伏建设资源踏勘摸底，推进屋顶分布式光伏
项目建设。下一步，合川区机关事务中心将统筹推进全
区公共机构分布式光伏建设，逐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公
共机构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例，积极调整优化公共机构
能源结构，推动合川区生态文明建设，助力“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实现。

合川区首个公共机构
屋顶分布式光伏项目并网发电

蒋远清（右）。荣昌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