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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荣昌报记者 张雪

“现在真是太方便了，速度快，还不用我
们自己到处跑，直接到荣昌公证处就把房产
证领了。”日前，拿到产权证的李先生拉着“荣
易办·帮您办”公证处政务服务队队员的手激
动地说，“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

原来，李先生父亲在荣昌区安富街道古
桥社区有一套 20多年的房子，按照老人遗
愿，房子留给李先生。但李先生有两个兄弟，
分别在黑龙江和吉林，一年到头回来不了几
次，根本聚不到一起，要证明继承情况，完成
产权转移，非常困难。于是，李先生到荣昌公
证处，咨询农村老房继承问题。

让他没想到的是，继承手续非常简单，只需
提供身份证、产权证等基本资料，剩余的交给工

作人员处理，就可以在家“坐等”产权证到手。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荣易办·帮您办”政

务服务队的建立。该服务队共有30支，其中
的公证处服务队，便能通过帮办代办、上门服
务等，为老百姓提供“绿色继承”“温情遗嘱”

“一站式”公证服务。
公证处服务队负责人说，“服务队主要通

过在线咨询、前期审查、预约受理等，向继承
当事人了解基本情况，并采取主动调查，由公
证员到相关部门收集户籍信息、人事档案、证
人证言等，让老百姓只填‘一张表’，不再‘跑
材料’，一次办完继承公证，同时提供房产转
移过户代办服务。”

在该服务队的帮助之下，不到一个月时
间，李先生就办完继承公证，顺利拿到新的房
产证。“工作人员帮我代办好后，还电话通知
我来领取房产证，服务太贴心了。”

“荣易办·帮您办”公证处政务服务队的
种种举措，仅是荣昌区切实做好为民服务、解
决群众难题的缩影。今年以来，荣昌区制定
《荣昌区全面推行政务服务帮代办工作提升
政务服务便利化行动方案》，组建区镇“荣易
办·帮您办”政务服务队伍30支。这些政务服
务队伍服务事项覆盖本级所有依申请类政务
服务事项，重点聚焦企业全生命周期、社会投
资项目建设审批、高频民生事项、特殊群体等

重点政务服务领域，实行审批提前辅导、全程
帮办代办、主动上门服务，切实为企业和群众
提供咨询、指导、协调、帮办、代办等保姆式服
务，实现“最多跑一次”甚至“一次也不跑”，打
造高效便捷的“荣易办”政务服务环境升级
版。今年1—10月，荣昌区政务服务帮代办队
伍为企业、群众提供帮代办服务436件（次），
涉及10个一般社会投资项目，300余名群众。

荣昌区行政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荣昌区将坚持需求导向，横向到边、纵
向到底，事项清楚、流程规范，形成三级联动的
全方位帮代办体系，将便民利民服务理念落
到实处，进一步提高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11月13日，寒潮下的巫溪县古路镇龙泉
村河坝，细雨纷飞。

然而，河坝的重庆枚枚香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蛋鸡场里却是一派热火朝天：数以万计
的鸡蛋通过传送带自鸡舍里传出，几名工人
不停地将传送带上的鸡蛋装盒打包。

这些包装好的鸡蛋将被运往千里之外的
香港。每天，这个建在深山里的智能化蛋鸡
场都产出 20余万枚鸡蛋；每周，都会有 32吨
鸡蛋从这里发往香港。

滩涂地变产业园
蛋鸡住进智能“楼房”

养鸡场给人的第一印象往往是臭味弥
漫、鸡粪遍地。

可龙泉村的这个蛋鸡场，不仅闻不到一
丝臭味，寻常人也难得见到一只鸡。这是怎
么回事呢？

“我们这里是智能化、全自动化的蛋鸡
场，蛋鸡全部生活在宽敞、明亮、洁净的鸡舍
里。谁要进入鸡舍，必须先经过全身消毒，换
上工作服才行。”蛋鸡场场长李相奎告诉重庆
日报记者，蛋鸡场采用现代化养鸡设备，实时
监测养殖场光照、环控、温度、异常点等环境
指标，传送带自动投食，生产的鸡蛋自动排列
运出，鸡粪自动清理，“目前投用了两个鸡舍，
养殖蛋鸡25万羽，每天产蛋20余万枚。”

不仅如此，蛋鸡场还配套建设了2000平

方米的饲料加工区和 4000平方米的有机肥
加工区。

那么，如此现代化的蛋鸡场，为何会选址
在海拔1000多米、四面环山的龙泉村河坝？

“山东省泰安市对口帮扶巫溪，山东是鸡
蛋生产和消费大省，养殖规模、效率水平、产
业结构、供给质量走在全国前列。”巫溪县农
业农村委特色产业科科长宋祖武介绍，双方
协商确定了共建畜禽产业园，持续推进蛋鸡
养殖产业链的发展思路，并利用鲁渝协作援
助资金 800万元，在龙泉村建设一处集蛋鸡
养殖基地、饲料加工厂、有机肥加工于一体的
综合性产业园区。

“河坝原本是一块常年闹水患的滩涂地，
平场后很适合产业园建设。”宋祖武介绍，龙泉
村虽然地处群山之中，但距离奉溪高速（奉节
至巫溪）羊桥坝收费站较近，“龙泉村生态环境
也好，检测还发现附近的矿泉水天然含锶。”

为村民提供家门口就业机会
巫溪深山鸡蛋销往全国

11月13日上午，龙泉村村民张家学经过
全身消毒、换上工作服后进入了鸡舍。

鸡舍里，一层层鸡笼排列整齐，一只只白
色蛋鸡纷纷将头伸向笼外，或是挤攘着啄食
槽内的饲料，鸡叫声此起彼伏。

张家学和其余几名村民一起管理着这
25万羽蛋鸡。“以前都是在外面打工，现在好
多了，家门口上班又能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
孩，收入跟在外面差不多。”在蛋鸡场，张家学

的工资为每月4000元，而从事有机肥加工的
村民月收入则超过了6000元。

“蛋鸡场建成投产，给附近的村民带来了
家门口就业的机会。”李相奎介绍，目前蛋鸡
场有固定工人10名，均是周边村民，“装运鸡
蛋和清理笼舍时需要的人工更多，临时聘请
的也都是附近村民。”

蛋鸡场还以订单方式收购农户种植的桑
叶、菊花等饲草、饲料2000余吨，在丰富蛋鸡
饲料的同时带动农户增收逾600万元。

同时，古路镇9个村以财政资金合计600
万元入股蛋鸡场，并按6%进行保底分红。不
久前，已满足入股一年分红时限要求的观峰
村和龙泉村各得到了4.2万元的分红。

去年11月份蛋鸡场投产后，通过农产品
展销会和挂职干部牵线搭桥，山东多家农产
品销售企业与巫溪县蛋鸡养殖企业建起了长
期稳定的“供需结合、互利共赢”合作关系。

泰安云农集团更是借力泰安现代物流优
势，在线上开设“巫溪专区”，在社区开设产品
配送，“巫溪养殖+山东销售”模式让巫溪深山
鸡蛋翻山越岭，走上“云端”，走向了全国，还拿
下了每周供应香港32吨鸡蛋的固定订单。

全力打造农业产业示范园
有效推动产业融合发展

据介绍，古路镇正集中力量推进 100万
羽蛋鸡产业园区二期工程建设，争取投资2.1
亿元，建设 100万羽蛋鸡厂房及 2万吨有机
肥、4万吨饲料等配套设施，全力打造成渝陕

鄂边区乃至全市现代农业产业示范园标杆，
创建巫溪县第一个国家级农业龙头企业，项
目全部建成后，鸡场的年存栏量将达到 100
万羽蛋鸡，年产鸡蛋达到两万吨，年总产值将
达到2.5亿元。

在二期鸡舍抓紧建设的同时，重庆枚枚
香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正在与一家专业的有机
肥加工厂洽谈合作事宜，争取其落户龙泉村
河坝。

“养蛋鸡我们是专业的，但有机肥加工是
门外汉。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专业的人来做。”
李相奎表示。

“通过鲁渝协作，我们的蛋鸡产业链从无
到有，逐步形成了种鸡培育+蛋鸡养殖+饲
料、肥料加工+优质鸡蛋销售的产业化新格
局，助力巫溪孵出‘金蛋蛋’，‘链’出了群众增
收致富路。”宋祖武介绍，利用鲁渝协作资金
1200万元，巫溪还在红池坝镇渔沙村、上磺
镇青庄村建成了两个规模 20万羽的蛋鸡养
殖基地，“我们制定了全县发展 1000万羽蛋
鸡的发展规划，将在每个乡镇适宜的区域，因
地制宜建设蛋鸡养殖基地。”

在此基础上，鲁渝双方将继续通过共建
产业园区等方式，支持巫溪蛋鸡产业从蛋鸡
养殖到后期产品加工的全产业链发展，有效
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将小鸡蛋产业做大做
强，发挥联农带农、富民兴业的作用。

荣昌：帮办代办“有温度”跑出服务“加速度”

巫溪：深山智能化蛋鸡场 每周32吨鸡蛋发往香港

近日，在南川区鸿路钢构智能化车间，工人正在生产
线上工作。

据了解，1—9月，南川区累计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90.9亿元。累计完成工业投资65.2亿元、增长2.3%，制
造业投资30.6亿元、增长11%，技改投资21.5亿元、占比
33%。 南川报记者 陈姗 摄

□ 巴南日报记者 罗莎

11月 13日，记者从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重
庆国际生物城配套公寓工程7号楼近日通过市住房城乡
建委组织的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专家评审。这也是全
市首个近零能耗建筑示范项目。

所谓“近零能耗建筑”，是指适应气候特征和场地条
件，通过被动式建筑设计大幅度降低建筑供暖、空调、照
明需求，通过主动技术措施最大幅度提高能源设备与系
统效率，并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以最少的能源消耗提供
更加舒适的室内环境的建筑。简单来说，“近零能耗建
筑”不是不产生能耗，而是它产生的能源和消耗可以接近
平衡掉。

据介绍，重庆国际生物城配套公寓工程 7号楼项目
通过采用低体形系数（体形系数是指建筑物的外表面积
和外表面积所包围的体积之比，体形系数越小越节能，正
常公建项目体形系数在 0.3至 0.45左右）、外墙内保温体
系、自然通风、自然采光、高效新风热回收系统、能耗管理
平台并结合空气源热泵、太阳能光伏等被动式、主动式低
碳技术相结合的技术体系，推动建筑达到近零能耗建筑
技术标准。

测算显示，该项目通过多种近零能耗建筑技术运
用，每年的终端能耗量可节省 32.5千瓦时/平方米。若
项目按运行 50年计算，运行阶段可节约电量约 1625万
千瓦时。

据悉，重庆国际生物城配套公寓为巴南区打造的人
才保障性住房，总用地面积40290平方米，公寓总数1020
套，1388个车位，7号楼项目建筑面积为 23191.62平方
米，建筑功能为酒店式公寓，建成后将满足国际生物城的
人才安居需求。

重庆首个市级近零能耗
建筑示范项目在巴南诞生

□ 丰都日报记者 许华安

近日，记者从丰都县农业农村委获悉，今年以来，丰
都县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行动，积极推广农业科
技示范，不断改善耕地质量，提高农产品品质。截至目
前，全县已完成化肥减量增效示范1.7万余亩。

当前，正是榨菜施肥的关键时节。在十直镇上坝村，
新农人孙怀林正忙着为榨菜苗施有机肥和生物菌剂。“去
年和前年，我种植的榨菜使用了有机肥过后，化肥比往年
每亩少用了二三十公斤，榨菜比往年还增产了，每亩达到
了3000公斤。”该镇新农人孙怀林说。

据介绍，通过使用生物有机肥和生物菌剂，可以改良
土壤、提高化肥利用率。今年，丰都县通过实施有机肥示
范推广等项目，在榨菜、花椒、红心柚、马铃薯等产业上，
通过增施有机肥、测土配方施肥、农机农艺融合，以及生
态控制、生物防治、物理防治等技术和措施，有效推进了
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工作。

据了解，自 2015年以来，丰都县已实施有机肥示范
推广项目 4万亩，农用化肥使用折纯量从 2015年末的
2.69万吨减少到了2022年末的2.53万吨，共减少化肥折
纯量 1634吨，减少化肥投入 1000万元以上，实现了化肥
持续减量与作物增产增效的目标，减轻了农业面源污染。

丰都

完成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1.7万亩

□ 梁平日报记者 张晓庆

眼下正是秋冬农业生产的关键时节，梁平区屏锦镇
充分利用土地“空闲期”，推广“稻菜”轮作模式，种植青菜
头，做到人田“两不闲”，农民增产又增收。

“每年水稻收割后，不少稻田开始闲置，为了进一步
拓宽村民增收渠道，提高土地利用率，我们依托订单农业
种植模式，鼓励种植大户、农户流转村民土地进行‘稻菜’
轮作，填补入冬后土地闲置的空白期，今年是我们村种植
青菜头的第三年，全村累计种植青菜头 2000多亩，同比
增长 10%。”屏锦镇四方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和
平说。

据悉，为了能让青菜头销售有保障，给村民们吃下
“定心丸”，四方村积极联系收购方并签订收购协议，以保
底价与市场价相结合的方式收购农户种植的青菜头，切
实保证青菜头的丰产顺销。

据了解，为促进冬季农业增产增收，近年来，屏锦镇
把订单农业发展作为推动特色产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
的重要支撑，积极开展“冬闲田”宣传利用，鼓励动员种植
大户、农户进行水稻、青菜头轮作，持续推动农民增收致
富。据统计，今年，屏锦镇各村（社区）累计种植青菜头
5200多亩，目前正在有序栽种。

梁平

“稻菜”轮作让冬闲田成增收田

南川

前三季度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90.9亿元

初冬时节，万州区太龙镇小桔灯生态
文化旅游区红桔飘香，游客漫步其间享受
冬日暖阳。该景区围绕红桔文化、峡江文
化、移民文化等，依托古道旧址、古红桔林
的资源优势，积极推进产业融合，吸引广
大市民近郊游、乡村游，成为万州一处热
门的滨江生态文化旅游景区。

万州时报记者 侯本艳 摄

万州

“小桔灯”桔飘香
迎来游客打卡忙

□ 开州日报记者 喻建国

新月广场进入绿化阶段，紫海月光一期
项目完成场平，天麻销售供不应求，产业道路
施工如火如荼……初冬时节，开州区满月镇
马营村将旅游淡季变成了发展旺季。“我们深
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通过乡村旅游
助力乡村振兴，让增收富民之路连通大山。”
满月镇马营村党支部书记谢青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
兴。”“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
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乘着党的二十大东风，
马营村发生着喜人变化。

马营村海拔在 1300米以上，夏季气温
22℃-26℃，境内森林、草地面积广，负氧离子

含量高，是名副其实的天然氧吧、独具特色的
休闲度假避暑胜地。

今年以来，马营村多方争取资金，新修、
改扩建油化道路10公里，实现入户道路全部
硬化、村主要公路全部油化。新修产业便道
3公里，实现村民从家里到田间脚不沾泥。
依托独特的旅游资源禀赋，与邻村联合成立
重庆趣也露营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促进农文
旅融合发展，实现“马营趣野露营游乐村”开
门迎客、跑马场良性经营、马扎营天麻成为伴
手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马营村在旅
游产业发展中，始终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第
一位，积极推动观音沟农村水系生态修复、三
角坝中草药田园和观赏便道建设，修建智慧

农旅园1处、水厂1处、蓄水池1处、公厕3处，
推进卫生改厕 40户，让马营村越来越美、越
来越靓。

“里子”更实，“面子”更靓。今年夏季，凉
爽宜人的马营村，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避暑，
他们或在雪宝山居·音乐营吧、跑马场、大草坪
享受凉意，或在农家乐、烧烤摊、凉面店品尝美
食，或在山林中捡板栗、采蘑菇、掰竹笋……

“今年我家的 6匹马，不到 3个月就实现
纯收入5万多元。”马营村村民徐传坤通过给
游客提供跑马旅游服务，鼓起了腰包。

随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涌进山里，当地村
民和徐传坤一样，纷纷在旅游中淘到了“金
子”。目前，马营村已发展集体经济3个，吸纳
230多名村民在村内就业，群众增收500余万

元，村集体经济收入今年有望突破130万元。
“这些年，我们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村民的增收渠道仍然单一。”谢青坦言，
马营村必须在产业多元化发展上多动脑筋、
多找出路、多出成果。目前，马营村正着手建
设开州马铃薯良繁基地、开州现代农业产业
园绿色蔬菜产业马营基地，不断丰富旅游产
业、特色农业等业态，带动更多村民增收致富。

夏季繁荣，冬季萧条，这是高山休闲度假
避暑之地的普遍现象。如何打破这一“魔
咒”？马营村围绕“初冬看彩叶、隆冬赏白雪”
的发展定位，着手开发以滑雪、滑草、滑翔、登
山健身等为代表的高山户外运动项目，将雪
上运动、山地运动与民俗体验、餐饮、观光等融
为一体，让游客感受马营“全季旅游”新业态。

□ 潼南报记者 张峻豪 何云飞

秋色绚烂大地，丰收喜悦人间。11月13
日，笔者从潼南区委宣传部获悉，“大地欢歌
乡约四季”2023年全国“四季村晚”秋季潼南
示范展示活动在当地柏梓镇金盆社区举行。
文艺展演、特色农产品展销……群众欢欢喜
喜看“村晚”、热热闹闹庆丰收，共享一场尽显
乡村文化之美的饕餮盛宴。

此次展示活动围绕“潼南”、柠檬丰收主
题大做文章。

“炊烟在新建的住房上飘荡，小河在美
丽的村庄旁流淌……”歌伴舞《在希望的田

野上》，唱出美丽乡村的迷人景色，舞出丰
收的喜悦之情，演出随之正式拉开帷幕。少
儿舞蹈《蔬菜宝宝成长记》，孩子们用朝气蓬
勃的面貌和精彩纷呈的表演献礼丰收；情景
剧《我要上村晚》，多元热情的表演展现了乡
村新风貌、农民新生活；小品《学直播》《郭坡
村来了个大学生》，生动展现了潼南集智聚
力在农业强区这一新赛道上阔步前进的崭
新图景；四川盘子《水都消息》，9个靓丽清
雅的青年曲艺演员清丽婉转的唱腔，犹如一

首咏叹调，惹人心醉；大合唱《潼川府之南》，
悠扬的歌声唱出潼南人民对家乡的眷恋与
热爱。

文艺演出环节叫好声不断，直播互动也
十分热闹。在直播互动《潼南柠檬推荐》环
节，本土网络达人化身潼南好物推荐官在舞
台上推介柠檬系列产品，以幽默风趣的语言、
澎湃饱满的激情，详细介绍了产品的卖相、风
味等，赢得不少消费者青睐。

据了解，为全面推进乡村文化振兴，鼓励

和引导各地“村晚”常态化开展，文化和旅游
部定于 2023年开展“四季村晚”活动。本次

“大地欢歌”2023年全国秋季“村晚”潼南示
范展示活动，采取文艺汇演和特色农产品展
销的形式，唱响“郊游潼南”文旅新 IP，展现了
潼南广大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及乡镇基
层文化建设情况，绘就出一幅新时代潼南群
众气象新、面貌美、活力足的美好画卷，进一
步促进乡村文化振兴，助推乡风文明建设，助
力乡村振兴。

开州：念好“生态经”走实“富民路”

潼南：这里的“四季村晚”乡味儿别样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