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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又
到一年柑橘成熟季，进入 10月下旬，大足区
上万亩柑橘陆续成熟上市，金灿灿的果实挂
满枝头，当地果园正忙着开园迎客，为游客提
供体验采摘的好去处。

在中敖镇明月村，玉皇沟果园满目苍翠、
绿意盎然，600余亩的济华杂柑成熟待采，一
行行柑橘树排列整齐，金黄色的柑橘个大饱
满，挂满了枝头。果农们在果树间娴熟地穿

梭采摘，丰收的喜悦弥漫了整个果园。
“我们果园的柑橘种植面积共有 600余

亩，主要品种是济化杂柑。”大足区中敖镇玉
皇沟果园负责人唐芳介绍，今年产量比去年
翻了一番，预计总产量能达 40万公斤，采摘
期可持续至明年初。

近年来，当地集中连片发展柑橘种植，不
少村民将土地流转并在果园里务工，在家门
口就能挣到钱。

10 月 20 日，孩子们在重庆市级非
遗“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传承单位
——大足龙水“邓家刀”感受传统技艺
的魅力。当天，大足区龙水镇中心幼儿
园组织开展“文化寻根 敬老传魂”社会
实践活动，孩子们聆听82岁的“邓家刀”
第三代传承人唐文玉述说往事，参观生
产车间，感悟匠人匠心。

新渝报记者 张琦 余杰 摄

龙水镇幼儿园学生

现场体验
“龙水小五金锻打技艺”

新渝报讯（记者 熊敏秀 通讯员 邵梦文）近日，记者
在大足区雍溪镇看到，街道干净整洁，路旁的绿化带上鲜
花盛开，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对路旁的绿植进行修剪，
确保树形整齐、层次分明。

据了解，雍溪镇自去年成功创建为重庆市美丽宜居
示范镇以来，场镇的基础设施建设有了明显的完善。同
时，随着大足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的不断推进，雍溪
场镇的人居环境也有了明显的改善。

“为了保障场镇环境清洁，我们加大了人工保洁力
度，定期对卫生死角进行排查，侧重对道路两侧路缘石、
人行步道、门前地、公交站牌等易积尘处的排查清扫。”雍
溪镇市政办主任刘远宾表示，除了积极排查卫生死角，保
持场镇整洁外，该镇还加强了污染路段清洗，采取定期开
展机械联合作业的方式，针对工地出土或污染路段加强
巡回检查力度，发现污染路段及时组织高水、普水、洗车
等机械联合作业，尽快处理。

雍溪镇

加强人居环境整治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崔晓玲）近日，渝西片区
2023年财务管理调研及工作交流会议在大足区香国小学
召开，来自渝西片区各区教委相关负责人等参观了大足
智慧教育中心。

在扎实推进国家和重庆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应用
普及，助力“双减”落实的背景下，2022年 8月，大足区
教委与中国广电通过校企合作，在重庆范围内率先成
立智慧教育中心，携手推动教育数字转型、智能升级、
融合创新，促进大足区基础教育公平优质均衡高质量
发展。

大足智慧教育中心位于香国小学，整合全区优质教
师资源，开设了大足电视教育平台、大足智慧教育云平
台、大足教育专区。截至2023年9月，全区近百所中小学
校、千余名教师参与，录制各种优质课程1000余节次，通
过大足教育电视端上传发布。

“我们积极推进‘电视＋教育’，坚持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深度融合的核心理念，真正实现融合应用，进而迈入
创新发展阶段，不仅实现常态化应用，更要达成全方位创
新，切实满足师生对优质教育资源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
需求，实现更加开放、更加适合、更加人本、更加公平而有
质量、更加可持续的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进大足
区智慧教育信息化整体水平的提升。”智慧教育中心相关
负责人介绍。

参观活动当天，在了解了“精品录播室”“虚拟录播
室”等场所是如何使用运转之后，大家翻阅着与课程配
套的练习册，不时互相交流。他们表示，教育和技术相
结合，是知识获取、知识传授的重大变革，也是必由之
路。要想教育搭上技术的“东风”，走在前列的智慧教
育“大足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

新渝报讯（记者 李东 陈柯男 文/图）
金秋十月既是收获的季节，也是油菜播种的
时节。目前，大足区 25万余亩油菜播种工
作正有序推进。在广袤大地上，农机穿梭、
无人机翱翔，农民喜笑颜开，一垄垄整齐划
一的油菜厢沟奏响了一曲秋播秋种的华美
乐章。

这两天，在古龙镇，位于丘陵山地的 800
余亩油菜地一派繁忙的景象，现场多辆正在
作业的油菜自动旋耕机在梯田里来回穿梭，
翻耕、开沟、施肥全程机械一体化操作，20多
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一亩地的翻土垄沟作
业。负责播种的农民则在犁好的地里，沿着
厢沟撒下种子。

“大足区油菜种植面积为 25.24万亩，从
9月中旬开始陆续进行播种，目前已经接近
尾声。”大足区农业农村委粮油科负责人蒲应
权介绍，今年不仅油菜种植面积在扩大，无人
机机播面积也增长了近5成。去年大足区油
菜籽实现了丰产，总产量达到了 2.4万吨，今

年的目标是达到3万吨。
在三驱镇铁桥村，600余亩的油菜地则

正在进行播种前的肥土准备工作，因为地势
较为平坦，该油菜地利用无人机进行施肥作
业，接下来还将利用无人机开展播种工作，既
大大节省了时间、劳动力，又能精确设置每亩
播种量、施肥量。

“无人机按照规划的路线、设定的播种
量，均匀播种油菜籽。”大足区啄头山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工作人员古淞余介绍，相比传
统的人工播种方式，采用飞播作业时间快、成
本低、效率高。

据了解，自秋播工作启动以来，大足区已
采购24吨出油率高的“庆油3号”“庆油8号”
菜籽品种，并将延续“油蔬两用”技术，既榨菜
油又收菜苔，大大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农民
收入。受地势影响，大足区目前有2.5万亩的
油菜地适宜无人机播种，正在因地制宜推进
翻耕、开沟、播种、施肥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
助力全区农业生产节本增效。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通讯员 肖竹君）俗话说，远亲
不如近邻，但为了一点小事就和邻居争执动手，不仅自己
受伤，还伤了彼此情谊，甚至还要承担责任，可谓“三
输”。近日，大足区人民法院就审理了一起因邻里争执引
起的健康权纠纷，判决原告承担40%责任、被告承担60%
责任。

据了解，2022年 10月，原告席某拉了一车石子堆放
在路口准备修路。被告高某认为，席某阻碍交通，与其发
生争执。之后，双方的争执由口头逐渐演变为互扔石头，
其间，席某右手被石头撞击，导致右手桡骨远端骨折、尺
骨茎突骨折，经鉴定构成10级伤残。

后双方因赔偿事宜协商未果，原告席某起诉至法院，
要求被告赔偿各项损失8.9万余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被告双方作为具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在与人交往中应谨言慎行，理性控
制自己的情绪，并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发的后果具有一
定的预见认知。然而，双方在石子堆放一事中均未保持
理性克制，互扔石头导致原告受伤，双方均应承担一定
责任。

法院结合本案情况和双方过错程度，确定被告对原
告的损失承担 60%的赔偿责任，判决其赔偿原告 4.9万
余元。

承办法官表示，在与人日常交往中，发生口角摩擦在
所难免，遇到纠纷时要保持冷静宽容。若发现自身合法
权益受到侵害，应通过法律手段或者请求人民调解委员
会等基层组织及时高效化解矛盾纠纷。

互用石头攻击 双方均要担责

新渝报讯（通讯员 陈荣逸）为推动社会
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强化科技支撑推动资
源整合，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建设，近段时间，大足警方组织上百名
机关警力扎根村（社区），开展“一标三实”信
息采集等基层基础工作，由“兼职”向“专职”
转变，实实在在“住”在社区，面对面帮群众解
决问题。

“我们辖区大多数都是年轻人，白天基本
不在家。”机关下派民警龚铭举说，他是法制
支队民警，他们组共有6名警力，主要负责红
星社区居民的“一标三实”采集工作，该社区
在校园周边区域，出租房屋多、人员流动性
大，采集信息的体量也大。为了顺利完成基
础信息采集工作，龚铭举根据小区特点，下午
走访小区老年活动室，夜间上门采集信息，通
过错时走访确保所负责的小区信息采集全覆

盖。10月，大足区南门派出所基层基础信息
采集工作抽样检查信息准确度达到 99%，完
成了既定工作目标。

“吴警官，吃午饭没有？就在我这吃嘛！”
“谢谢王婆婆，我们已经吃过了。”在龙水镇十
里社区，王大娘正在家里煮午饭，恰巧遇见附
近巡逻走访的民警吴章良。吴章良说，前几
天王婆婆向他反映，附近有一伙脸生的年轻
人在村里租了间房子，白天不出门，夜里活
动，影响大家休息。后来通过调查发现，这伙
年轻人是一个盗窃团伙。警方随即组织警力
将该团伙人员全部抓获。

“我是老民警，与群众打交道比较有经

验。”吴章良说，刚到村上时，群众不认可他这
张“新面孔”，后来他先联系村主任，摸清各家
各户情况后，再时不时组织召开院坝会，与大
家拉拉家常，不仅了解掌握了村里许多潜在
的矛盾纠纷，还可以集中完成信息采集任务。

大足区公安局治安支队相关负责人表
示，把有丰富群众工作经验的老民警安排在
农村地区，将人流密集、治安复杂的区域分配
给年轻民警，充分发挥各年龄阶段的优势，全
力攻坚。截至目前，机关下派警力已完成
28926户数据采集。

“与派出所社区民警‘一对一’捆绑，不仅
负责‘一标三实’基础基层数据采集工作，还

要协同社区民警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落
实人员管控以及全民反诈宣传等工作。”东门
派出所负责人介绍，机关警力下派后，派出所
彻底解开了“警力不足”的束缚，他们积极推
动非党员社区民警兼任社区主任助理工作，
与辖区网格员深度融合，社区基础工作更加
紧密，发挥出了实效。

据了解，自“机关警力下沉”派出所开展
基层基础工作以来，共排查各类矛盾纠纷
856起，成功化解 806起，成功化解率高达
94.16%，全区刑事案件发案率同比下降
40.91%，反诈预警劝阻群众 5521人次，电信
网络诈骗发案率同比下降48.08%。

大足百名机关警力下基层

由“兼职”转“专职”面对面帮群众

近日，大足区纪委监委组织人员到建行大足支行开
展现场警示教育课，对近年来被查处的职务犯罪和金融
腐败案件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围绕反腐败和纠治“四风”
等方面进行了宣讲。课后，学员们纷纷表示，将在大力服
务大足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持续深化清廉金融文化建设，
坚定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筑牢职务违法犯
罪“防火墙”。

新渝报记者 杨琢

油菜播种啦：25万亩

无人机操作员正在开展土地施肥作业。

大足上万亩柑橘
硕果挂枝头

果园工人采收杂柑果园工人采收杂柑。。

新渝报讯（记者 张玮 实习生 宾振宇）
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提高残疾人幸福指数，
大足区残联扎实做好 2023年度困难残疾人
家庭无障碍改造工作。近日，大足区残联成
立 6个工作小组，深入各镇街，对 601户实施
无障碍改造的残疾家庭开展验收工作。

据了解，残疾人家庭无障碍设施改造项
目设计时坚持以人为本、因人而异。根据不
同残疾程度和不同居家条件量身定制、贴身
打造、灵活变通、建造更加符合残疾人实际需

要的无障碍设施。通过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
造工作的开展，为残疾人提供生活便利、改善
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减少生活起居不便
等烦恼。

家住龙岗街道北禅社区的谭玉才，今年
73岁，视力一级残疾，为了方便他的日常居
家生活，结合他的实际情况，大足区残联为他

安装了 14.7米长的不锈钢栏杆扶手，添置了
盲文电饭煲、语音闪光水壶、坐便椅、手动升
降晾衣架等共计4000余元的改造项目。

验收小组实地查看了谭玉才家的改造状
况，对改造项目中涉及的面积、尺寸进行了逐
一测量，对无障碍设施安装进行了仔细检查，
并询问了他具体使用情况。谭玉才高兴地

说：“有了这些东西，我的生活很方便！”
据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

法》于今年 9月 1日开始实施，残疾人家庭无
障碍改造是无障碍环境建设的重要内容，大
足区残联今年将投入 43.8万元，根据残疾人
需求入户精细评估，每户2—5项，对601户残
疾家庭实施改造。

601户实施无障碍改造的残疾家庭接受验收

大足在全市率先成立智慧教育中心
已录制优质课程1000余节次

昨日，川渝雕刻孵化园内，技术工人正在生产文创产
品。目前，大足区文创园拓宽川渝文旅合作平台，建设川
渝雕刻孵化园，入驻企业以大足石刻为题材创作艺术文
化产品，远销国内外。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摄

新渝报讯（记者 罗婷婷 见习记者 赵元
元）10月 27日，大足城区公交汽车客运票价
调整方案听证会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会召
开。依照公交公益性、与城区居民收入相适
性、兼顾成本监审与现行价格水平衔接等原
则，会议全票通过了对运营城区13条公交路
线票价进行调整的方案。

听证会上介绍，大足公交公司是大足城区
公共汽车客运经营者，运营城区公交线路13条
（包含 101、102、103、104、105、106、107、108、
305、401、402、404、408路），总里程127千米。

目前，大足城区公交票价按《重庆市大足
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大足区交通委员会关于
制定我区公交客运票价有关问题的通知》（大
足发改［2013］71号）执行，已有 11年未作调
整。随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因客运量不增
反减、燃气价格上涨和劳动用工成本增加等，
公交公司经营成本不断增加。加之车辆更新
投入较大，承担政府公益性任务较重，经营压

力也不断增大。为适应城市发展，建立科学
的城市公交票价机制，规范公交票价，促进公
交可持续健康发展，合理调整大足城区公交
票价已是势在必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政府制定
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成本监审办法》
《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同时通过专业机构
对城区公交运营成本进行成本监审，大足城区

公交票价将作出调整。具体调整内容为：对
101、102、103、104、105、106、107、108、305、
401、402、404、408路城区公交票价由现行实行
季节票价（1月-6月2元/人次，7月-12月1元/
人次）统一调整为2.00元/人次。大足公交公司
今后新开的城区公交线路按调整后的票价执
行，同时现行票价相关优惠政策不变。调整票
价执行时间拟从2024年1月1日起执行。

大足城区公交汽车客运票价明年执行新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