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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8 日，黔江国家森林公园灰千梁子景区的公
路，穿过泛黄的落叶松林和青翠的柳杉林。黔江区通过
实施退耕还林、植树造林、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加大对国
家森林公园的建设和保护力度，公园内森林覆盖率达
90.98％。初冬时节，黔江区国家森林公园内各种树木呈
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美如画卷，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游
玩、观赏。 武陵都市报记者 杨敏 摄

□ 开州日报记者 喻建国

轻触按键，电梯启动，从1楼到8楼，用时
不到 30秒。“以前回家要爬 160多步梯子，每
层楼都要歇歇气，现在小区安装了电梯，上下
楼比坐车还轻松。”11月17日，家住开州区云
枫街道永先社区云枫苑小区的周绍提与业主
们谈论着新变化、新生活，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周绍提居住的老旧小区能安装上电梯，
得益于开州区坚持党建引领推进网格化治
理。近年来，开州区切实抓好党建工作，巩固
和发展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以“网格治
理”为引擎，增强基层治理的引领力，在党建
与网格治理深度、广度、融合度上积极探索，
构建起区域统筹、条块协同、上下联动的基层
党建工作新格局。

党旗飘扬三江三里，喜庆映红张张笑
脸。今天的帅乡大地，各级党组织构建起“组
织扎根、资源共享、服务增效、治理提升”的基
层治理新格局，让 170万开州儿女品尝到了

“幸福味道”。

一“网”情深暖民心

“撑着雨伞煮饭，客厅放着盆接水……”
在云枫街道寨子坪社区金科开州城一期小
区，住在顶楼的住户被房顶漏水困扰多年。
老大难问题的解决，得益于开州区坚持党建
引领激活基层治理“动力源”，让30多家住户
结束了房顶漏水的日子。

“我们每个小区都成立了由网格员、物业
工作人员、业主委员会成员、贤达人士、法律

工作者、‘两代表一委员’、党员志愿者、居民
代表等组成的小区议事会。”寨子坪社区党支
部书记邹平安介绍，议事会设主席一职，由党
小组组长担任，让党的“主心骨”扎根在网格
中，随时随地解决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

据了解，云枫街道按照小区建党支部、网
格建党小组、楼栋定党员管家的模式，将生
活、工作、居住在网格内的各类党员全部“网”
进党组织分类管理；深化“三事分流”工作法，
做到“大事”快办、“小事”共办、“私事”自办。
目前，云枫街道已在各网格中建立“红枫”议
事协商平台，推行“六步工作法”，让居民足不
出院就能说事议事解事。

近年来，开州区坚持把网格化管理服务
作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重要抓手，推动基
层治理由“一团麻”向“一张网”转变；统筹机
关企事业单位干部职工、社区干部等工作力
量，到社区、小区、楼栋担任网格员，形成“人
在网中走，事在网中办，大小事不出网”的党
建引领基层网格化治理新路径。

勇“网”直前解民忧

“不到10分钟，物业就派人换了新路灯，
我们进出楼道不再担心摔跟头了。”夜幕刚刚
降临，文峰街道中原社区金科财富中心小区
的业主周婆婆便拄着拐杖外出散步，与邻居
乐呵呵地拉家常。

“一枝一叶总关情。”近年来，文峰街道以
社区、治理网格、小区楼栋治理单元为基础，
健全“社区网格11个+治理网格125个+楼栋
微网格336个”三级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形
成“网中有格、格中有人”的网格管理体系。

党组织建在网格上，党员活跃在网格
中。文峰街道整合辖区共建单位、驻地单位、
社会组织等党建资源，建立区域党建联盟引
领社区治理。街道党工委调整优化网格党支
部23个，社区党支部同步调整优化网格党小
组 125个，推进网格党组织负责人与网格长
交叉任职，实现党建工作网和基层治理网格

“两网合一”。设置政策宣传员、信息采集员、
矛盾调处员、文明劝导员和民生服务代办员，
明晰“五员”职责，抓实信息采集、入户走访、
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例会、考核激励“五项”制
度，确保有章可循、规范运行。整合政法、民
政等多方资金，在各社区设立网格志愿者工
作站，给予专职网格员、楼栋长一定的报酬和
待遇，让社区干部和居民想干事、会干事、敢
干事、干成事。

党建引领“小网格”，推动基层“大治
理”。近年来，开州区以街道、社区、居民小
组、楼栋为主体，整合党建、综治等各类网格，
划分网格化治理单元，配备专兼职网格员，建
立走访了解、巡查报告等工作机制，为基层治
理持续提供动力，有效激活基层治理“末梢神
经”。目前，全区划分网格1327个，其中社区
网格 754个、村网格 573个，设置微网格 6695
个；采取“单建+联建”方式，建网格党组织
1297个，网格党组织覆盖率 100%；按“1+3+
N”模式配备网格力量，配备网格长 1239人、
社区专职网格员754人、兼职网格员2783人、
网格指导员922人。

流连“网”返促清廉

“大家知道‘两袖清风’的故事吗？”前不

久，一场别开生面的“清风进楼·廉洁润心”廉
政文化进社区活动在汉丰街道迎宾社区开
展。居住在迎宾社区的退休老党员通过分享
廉政小故事，让社区居民在潜移默化中感受
廉洁文化，携手共建风清气正、和谐幸福的社
区大家庭。

廉洁自律是道德操守，也是人生智慧。
近年来，迎宾社区探索打造“13512”工作路
径，建立“社区党组织+辖区单位+楼院”的
廉洁网格，高质量推动清廉文化进社区入网
格，把社区文化和廉洁文化相融合，持续擦
亮社区清廉底色，拉近“廉政文化”与社区居
民的距离，让清廉理念根植人心。聚焦居民
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认真落实重点监督事
项，分类分层建立台账，构建多元载体、多
彩活动、多方发力的“清风矩阵”，推动形成
从社区到家庭、从党员到群众的廉洁文化
宣传教育“网格”，让党的好政策快速精准
落地。

办好开州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
开州区创新新时代基层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机制，切实把基层党员组织起来、基层人才
凝聚起来、基层群众动员起来，充分发挥党
的群众工作优势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引领

“治理优”、驱动“发展强”、实现“生活美”。
云枫街道“131”社区治理提升了群众的幸福
感，正安街道“点心工作法”蹚出了基层治理
新路子，丰乐街道黄陵村“五事工作法”实现
了由“闹心村”到“舒心村”的转变，汉丰街道
凤凰社区“三网同台”“五元共治”满足了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党建+网格”治理
有效、百花齐放，成为三江三里最美的红色
风景。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秋收已落下帷幕，粮食颗粒归仓。
11月16日，在垫江县周嘉镇雨山村村民

朱世华的再生资源回收厂里，一堆堆金黄的
秸秆像一座座小山，堆得几乎快要冲破棚顶。

一阵机器轰鸣声中，杂乱无章的秸秆被
工人塞进压块机，再次“吐”出来后就成了整
齐的一捆，4捆合拢，就成为一张大草垫。

“这秸秆以前没人要，处理起来还觉得麻
烦，现在成了抢手货，好多人都在收，我都有竞
争压力了！”朱世华说，目前垫江周边秋收已经
结束，但为了再多收点秸秆，跟他合作的“秸秆
经纪人”最近又纷纷跑到湖北去抢市场了。

令人犯愁的秸秆

秸秆成了抢手货，不少人乐见其成，种粮
大户吴军是其中之一。

过去，秸秆的处置一度让吴军犯难：“以
前还好说，秸秆要么拿来喂牲畜，要么当柴火
烧，现在大家都用上天然气和电了，散养牛的
也少了，真还不晓得怎么处理，往往都烧了。”

近年来，为了减少秸秆焚烧造成的污染，
国家大力提倡秸秆还田，这样可增加土壤肥
力。但这样做的前提是要将秸秆粉碎，不然
秸秆还了田后腐化不完全，对种下一茬作物
有影响。甚至，没有腐化的秸秆还会绞农机
的轮子，影响以后的机械化作业。

“但以前没有粉碎机，靠人工粉碎秸秆
太麻烦了，不粉碎还田又影响耕种。”吴军
说，无奈之下，他和不少农户一样，都选择偷
偷焚烧。

农户无奈的选择，让镇农服中心及相关
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感到头疼。

“焚烧秸秆，到处冒黑烟，污染环境不说，
还有安全隐患。秋收的时候气温高，容易引
起火灾。”周嘉镇农服中心主任钟娟说，因此，
镇上每年都要广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同
时对焚烧秸秆的行为进行监管。

但农村面积大，监管难度着实不小。“其
实监管效果并不是太好，而且罚款也不是目
的。很多人就算被罚款了，后面还会偷偷烧，

作用不大。”钟娟说。

秸秆中的商机

在这种情况下，“堵”不如“疏”。
2017年，作为种粮大县，垫江县要求深

入推进秸秆资源化利用，周嘉镇也较早开始
探索，希望通过市场化行为，开发秸秆的利用
空间，挖掘秸秆的经济价值，让村民从中实现
增收，从而彻底杜绝焚烧秸秆的行为。

在这期间，朱世华发现了商机。
“当时我在外面开货车，了解到一些市政

园林工程需要草绳，我想，这秸秆大家都不
要，不如我收进来加工成草绳卖，这个生意做
得！”朱世华说。

很快，朱世华就在老家周嘉镇建起了秸
秆回收厂，从农户手中收购秸秆，加工成草绳
销售。

“这几年，在政府的牵头组织下，我们的
秸秆产品越来越多。”在回收厂，朱世华指着
码得整整齐齐的草垫说，“比如钢厂、制碗
厂，加工出来的产品需要草垫来垫。如今我
们与不少制碗厂、钢厂合作，给他们提供这
些垫子。”

不仅如此，最近他们又与一家知名酒厂
达成合作，除了垫子之类的产品外，还提供一
些品质较好的秸秆给对方，用于酒曲发酵。

然而，秸秆的用途还不止于此。
钟娟说，近几年，结合当地产业，她们还

引导业主收购秸秆作食用菌基质及肉牛饲料
用，“我们新建了一个有机复混肥料厂，把养
殖粪便收集起来，将秸秆打碎与其混合，制成
有机肥，实现了农业的绿色循环。”

目前，周嘉镇共有 5个秸秆制品厂，建
成秸秆收储点 5个，辐射周边 4个乡镇，秸秆
逐渐成了抢手货，收购价格也水涨船高，从
过去每斤两三角涨到目前的 5角，最高时达
到 8角。换算下来，农户每亩地可增收 500
元左右。

秸秆形成产业链

从收购、打捆、收储、运输、加工再到销

售，如今周嘉镇秸秆的综合利用已经形成完
整的产业链条，从中还衍生出不同的工种，秸
秆经纪人就是其中重要一环。

村民李星星是最早的一批秸秆经纪人，
他主要帮助朱世华收秸秆。“一开始，量还不
算大，一年大概就在本地收个四五百吨，现在
加工厂业务做大了，我每年的收购量已经增
至三四千吨。”李星星说，每年垫江秋收结束
后，湖北那边仍处于秋收高峰期，他和不少秸
秆经纪人都前去抢生意。

“收了秸秆，要先在现场简单打个捆。这
也是个技术活儿，有些不熟练的工人半天都
捆不成堆。我们做这行好多年了，技术上有
优势！所以尽管现在竞争对手多了，但好多
人还是愿意跟我们合作。”李星星说。

大量秸秆收回来，收储也成大问题。为
此，在政府推动下，不少村集体也加入进来，
拿出闲置学校等建设秸秆收储点，租赁给加
工企业使用。

朱世华的加工厂就在五洞镇龙滩村租下
了一个收储仓库，每年向村集体支付租赁费
3.6万元。“村集体还组织当地村民将秸秆统
一回收卖给我，再给村民分红。”朱世华说。

越来越多村民从这条产业链上受益：种
粮大户吴军将秸秆交给秸秆经纪人，虽不收
钱，但对方帮他联系收割机免费收水稻，省
心；村民王才碧成了加工厂女工，负责操作秸
秆压块机，每月工资两三千元；还有不少村民
成了秸秆打捆工、秸秆运输工……

钟娟介绍，目前周嘉镇的秸秆产业已带
动当地约1500人就业，“秸秆能换钱，就没人
烧了。这两年，秋收时节，全镇未着一把火、
未冒一处烟、未现一处黑斑，真正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提升！”

近日，万州港江南作业区，铁水联运
一片繁忙景象。截至今年9月，重庆市
万州区铁水联运作业量 419 万吨，同比
增长4.2%。“蓉万”“达万”“西万”通道累
计运输煤炭、矿石、粮食、氧化铝等货物
513万吨，同比增长13.2%。

万州时报记者 冉孟军 摄

万州

铁水联运
按下“加速键”

开州：细绘“小网格”托起“大幸福”

以前偷偷烧，现在成了宝

垫江县周嘉镇秸秆的“逆袭”之旅

11月14日，垫江县周嘉镇雨山村，村民朱世华的再生资源回收厂里，工人正在整理秸秆。
重庆日报记者 刘旖旎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龙帆

鱼菜共生循环农业模型、“虚拟骑行”、VR虚拟逃生、
“怒发冲冠”……11月20日，西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白市驿
镇特色科普阵地揭牌启用。作为高新区首个综合型科普阵
地，该科普阵地将为社会公众提供优质科普资源和服务。

白市驿镇特色科普阵地占地面积约 600平方米，分
为科技和人文两个板块，包含红领党建、绿色发展、科技
生活、科学探索、公共安全、国防教育六个特色区域。

比如，绿色发展区以“绿色、和谐、发展”为主题，结合
白市驿镇农业、工业特色进行设计。其中，鱼菜共生循环
农业模型就是位于白市驿镇的市农业科学院开发的代表
性成果。现场的模型展示了“养鱼不换水、种菜不施肥”
的可持续循环种养零排放生产模式，让公众可以近距离
感受身边的科技成果。

记者注意到，现场还有不少互动体验设备，让公众可
以在玩耍中学习科普知识。

目前，该科普阵地采取预约参观方式。“下一步，我们
将依托特色科普阵地，联动科研院所、学校、社工组织，开
发科普课程，开展特色科普活动，把科普阵地打造成深受
大众喜爱的科普教育场所和寓教于乐的校外课堂，提高
公民科学素质，助推科学城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白
市驿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重庆高新区首个
综合型科普阵地启用

□ 沙坪坝报记者 张浩

“硬是可以办诶！这就很方便了。”不久前，市民周女
士需要办理税务审批业务，由于工作日自己没有时间处
理，工作人员电话告知可以周六前往大厅办理。原以为
是给自己开了个“绿色通道”，没想到是自己赶上了沙坪
坝区政务服务中心的“延时服务”。

自主题教育开展以来，沙坪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
围绕提升窗口服务质量，更好满足企业和群众错峰办事需
求，在政务服务中心施行“延时服务”，具体工作时间为：工
作日8：30—17：30，期间午休时间依然可以受理审批业务；
星期六工作时间为9：00—12：00，13：00—17：00。

据悉，自该项服务开展以来，“一窗综办”窗口、公安窗
口、卫健委窗口、交通窗口、税务窗口、建设领域窗口已有不
少企业和群众利用休息日前来办理业务。同时，政务审批
延时服务目前正逐步向各政务服务分中心和街镇延伸。
如土湾街道便民服务中心，自10月起已与沙坪坝区政务
服务中心工作时间同步，土湾派出所也相继推出延时预约
服务，为辖区群众提供延时服务、温馨服务、便捷服务。

沙坪坝区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工
作时间“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是企业和群众的一
块“心病”，通过实行政务服务“周六不打烊+中午不断档”
延时服务模式，让办事群众有了自主协调办事的时间，更
好地“办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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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潼南报记者 徐利 实习记者 范诗琪

潼南区桂林街道双坝蔬菜基地是潼南区蔬菜主产基
地。立冬之后，潼南区大白菜进入上市旺季，源源不断地
满足市场需求。

11月19日，记者走进白菜种植基地，白菜长势良好，
老远望去绿油油的一片。村民们有的忙着采收，有的负
责搬运……基地呈现出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在蔬菜基
地集中收购点，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有条不紊地搬运刚
送到的大白菜，一辆辆满载白菜的货车，带着菜农们丰收
的喜悦，开往全国各地。

“这些农户每天凌晨4点多就到地里开始采摘，一直
要摘到中午 11点多，摘好后，他们就直接送到我们的代
收点。现在一天要收10余吨，量大的时候一天要收20余
吨。”桂林街道姜家院子代收点负责人李思友看着装满白
菜的货车，疲惫的脸上洋溢着丰收的笑容。

潼南区是重庆蔬菜生产大区，也是重庆中心城区蔬
菜供应重点区。据了解，今年潼南区种植冬季白菜10万
余亩，预计产量 50万吨，这些蔬菜主要发运到重庆中心
城区、成都、河北、上海、黑龙江等地。

潼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冬季蔬菜除了
白菜外，还有莲藕、萝卜等各类蔬菜，预计12月份的供应
量将超过十万吨，为冬季市民的“菜篮子”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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