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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沈靖然

初冬，雾浓。渝北区木耳镇金刚村，3000
亩柑橘已经挂果。

金刚村曾是个“空心村”，大量青壮年外
出务工，土地大多撂荒，村集体几乎没有自主
收入。村委会原主任、今年 74岁的肖远玖
说：“推进乡村振兴，要为村民谋一份可靠的
特色产业。”

2018年，金刚村成立金心连农业股份有
限公司，代表村集体开展村里的土地流转、基
础设施建设工作，推进特色产业发展。其中，
村集体占股51%，由木耳镇政府统筹，免费配
送给村集体，村民均可享受分红。村民们自
愿入股合计50万余元，占股49%。

日产菌包2万袋的食用菌智能化生产基
地、年产量达万吨的有机肥基地、饲养 2000
只鸡的生态养殖场……经过多年发展，2022
年金刚村集体收入达 200万元，村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2.74万元。“今年加上迎来丰收的柑
橘等收入，预计村集体收入能达 400万元。”
村党总支书记石元说。

稳定的村集体收入，同时也助力金刚村
的乡村治理。“以去年为例，200万元的村集
体收入，除了分红和产业投资外，有约 40万
元用于民生工程。”石元说，“村里的公共基础
设施建设和维护，大至人居环境提升，小至路
灯电费，都不用村民掏腰包。”

村民们鼓了口袋，心情也更开朗，乡村治
理探索出不少新路子。遇上烦心事、吵架拌
嘴等，村民常到村里的“情理堂”找调解员说
情说理。调解员里既有村干部和乡贤，也有
律师、民警等。

“遇事以情动人、以理服人、以法育人，
‘情理堂’因此而来。”石元介绍，今年以来，

“情理堂”累计化解矛盾纠纷10余件次，邀请
专家开展各类法治宣传40余次。

邻里关系和谐，乡风也更淳朴。73岁的
党员陈义全和几名老党员一起，成立了一支

“帮帮队”，哪家农活需要帮忙，哪家拌嘴需要
调解，就出现在哪家的田间地头和院子里。
如今，村里所有党员及不少村民都加入了“帮
帮队”，发挥各自所长，为乡亲排忧解难。

前不久，金刚村为54户家庭加装了天然
气。从收集村民需求到协调天然气公司实地
勘测、设计线路、入户安装，党员石大连一直
帮着跑前跑后。“村民们环保意识增强了，过
去习惯烧柴生火，如今都想换成干净又方便
的天然气。”石大连说。

金刚村妇联主席莫均翠介绍，村里还建
立了“做好事积分”的工作机制，不论是打扫

卫生，还是为邻居搭把手、运货物，都可得到
一定积分，积分能在村里的“积分超市”兑换
纸巾、肥皂等日用品。“日子过好了，大家的
心气也更足了，自发形成良好的村风。”莫均
翠说。

近年来，渝北区坚持党建引领，创建“情
理堂”“民情茶室”“畅晚庭”等22个乡村治理
示范点，以小切口推动大治理，不断提升乡村
治理水平。

目前，渝北区 173个行政村已建立起乡
村治理“微院落”2120个，构建了“四张清单”
减负增效机制，累计减少部门和镇街延伸事
项340项，为村级组织减负50%以上。60%的
机关干部下沉到村居，变“群众有事找干部”
为“干部深入群众解难题”，乡村治理效能得
到进一步提升。

渝北：村风民风正 村容村貌新

□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11月17日，合川区隆兴镇。
油橄榄种植基地内，遍布着一根根管道；

这些管道一头连着基地，另一头连着养猪
场。从中流出的沼液，在养猪场是废料，到这
里就成了油橄榄树的养料。

隆兴镇是传统的农业大镇，全镇种植有
3万亩油橄榄，以及水稻、玉米、油菜、水果、
黄精等作物；同时，全镇还有30家猪、牛、鸡、
鹅规模养殖场。其中，生猪养殖场有 24家，
1000头以上规模的生猪养殖场有17家，生猪
年存栏总量在5万头以上。

看似不相关的两个产业，却在沼液管道
的连接下，实现了生态农业的循环发展。

“逼”出来的循环农业

“以前我们这儿可没这么干净。”隆兴镇
副镇长熊小平说，过去，隆兴镇的畜禽粪污乱
排乱放，不仅居住环境臭烘烘的，也污染了河
流，成为环境治理的难点和痛点。

2014年，养殖大户彭正明在广福村开办
了一家养猪场。该养猪场占地26亩，年出栏
量在 4000头以上，虽然有着不错的效益，但
每天要产出好几吨粪污。

当时，像彭正明这样的养殖大户，隆兴镇
共有 10余家。一部分养殖户将粪污随意堆
放排放，使得养殖场附近臭气熏天，周边一些
村民甚至因此搬离。而另一部分养殖户则是
将粪污直接作为肥料还田，不仅会污染环境，
发酵时产生的热量还会烧苗，影响作物发育。

这些粪污，成了隆兴镇的“生态包袱”。
同样是在这一年，隆兴镇引进了重庆江

源油橄榄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江源公司），并
在永兴、安乐两个村试种油橄榄。两年后，第
一批油橄榄陆续挂果。试种成功后，2017
年，江源公司在全镇发展了6000亩油橄榄。

油橄榄产业的起步，让隆兴镇干部开始
探索通过种养结合发展生态循环农业，以便

彻底解决畜禽粪污污染问题。

养殖场沼液成为养料

油橄榄所榨出的橄榄油称为“液体黄
金”，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和经济价值。在种
植过程中，油橄榄需要钾肥、磷肥等营养元
素，同时土壤要保持充足的水分。

“养殖场生产的粪污看似是‘生态包袱’，
但经过处理产生的沼液，对油橄榄等作物来
说，却是很好的养料。”隆兴镇党委书记代金
川介绍。

于是，隆兴镇的养殖场开始新建起粪污
处理设施，粪污经过干湿分离、发酵处理后成
为沼液，并通过管道流入油橄榄种植基地。

在粪污得到有效处理的同时，龙兴镇的油橄
榄种植规模也进一步扩大。

从 2017年起，广福、永兴、峨眉、倒碑等
村相继成立了8个油橄榄专业合作社。江源
公司与这些合作社合作，发展了9000亩油橄
榄。到 2019年底，隆兴镇已种植了 3万亩油
橄榄。

在此过程中，隆兴镇也发展起了20多家
养殖场。

不过，对于3万亩油橄榄基地来说，这些
养殖场生产的沼液还不够！因此，2020年，
隆兴镇又引进了两家企业，在广福村建设了
7200头规模的楼房式种猪场。该猪场在设
计之初，就配套了粪污资源化利用的沼气池，
以及沼液分流管道。隆兴镇畜牧兽医站副站

长告诉记者，楼房式种猪场每年产生近 4万
吨的液体粪肥，制成沼液后全部用于油橄榄
基地。

形成生态循环农业链

目前，隆兴镇已发展了 30家养殖场，每
年可产生 15万余吨粪污。这些液粪生成沼
液后，用于灌溉油橄榄及其他作物，而作物秸
秆经过基料处理后，又可成为畜禽饲料，形成

“猪—沼—果（粮、菜）”的生态循环农业链。
这只是对养殖场液体粪污的处理。隆兴

镇畜牧兽医站提供的数据显示，30家养殖场
每年还要产生 3万多吨干粪，这些粪污又该
如何处理？

“我们在发展楼房式种猪场的同时，还引进
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这家公司将干粪生产
成有机肥，让粪污完全得到了利用，打造了另
外一条‘猪—粪—肥’循环农业链。”代金川说。

2020年，这家公司在倒碑村建立了一座
有机肥加工厂。该加工厂共有两条生产线，
除了生产有机肥外，还生产微生物菌剂、生物
有机肥、复合微生物菌肥等产品。

“隆兴镇养殖规模大，为肥料的生产提供
了原料保障，因此我们选在这里生产。”该公
司总经理凌月明介绍，去年公司生产了 3万
吨肥料产品，其中绝大部分的干粪原材料来
自隆兴镇各个养殖场，产品不仅在镇上的黄
精、油菜、油橄榄、水稻等产业上使用，还销售
到周边乡镇以及西藏、四川等地。

“目前，隆兴镇畜禽养殖、农业种植、粪肥
加工的现代生态循环农业全产业链已形成闭
环，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代金川介绍，下一步，隆兴镇拟建设一条秸秆
资源化处理生产线，进一步推动绿色循环农
业发展。

合川区隆兴镇通过粪污处理还田，发展生态循环农业，全镇环境持续好转。（受访者供图）

合川隆兴镇建起两条生态循环农业链解决畜禽粪污问题——

“生态包袱”变“绿色财富”

□ 九龙报记者 邬姜

11月20日早上7点30分，移动体检车开
进了九龙坡区石桥铺街道柏林社区恒鑫名城
小区，10名医护人员为辖区30多位居民免费
进行了健康体检。

这是九龙坡区首台移动体检车，辖区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35岁
及以上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可免费预约，在

“家门口”就可以免费享受细致、贴心的体检
服务。

免费体检10多个项目

得知移动体检车要来小区，居民们提前
自觉排起了长队耐心等候着。现场有医务志
愿者为居民提供引导和咨询服务，还有随车
医生为居民进行医务咨询。

“这项服务不错，免费体检安排的时间合
适，做完体检刚好去上班，医务人员态度很
好，可以直接面对面咨询。”住在恒鑫名城三
期的市民程选明早早地起床，7点35分，排在
队伍的第四个位置。

程先生今年 53岁，患有多年的糖尿病，

他花 30分钟做了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B
超等体检项目，对移动体检车项目服务打了
五星好评，“要是去医院体检，起码要半天时
间，来回坐车，还要排长队。”

上午 8点多钟，前来体检的居民络绎不
绝，其中老年人居多。“我们老两口八十多岁
了，腿脚不方便，想去医院检查，又不想耽误
子女上班，这下好了，能在家门口体检，真的
很不错。”刚做了血常规的一位婆婆说。

居民体检单显示，免费体检项目包括体
温、脉搏、呼吸、血压、身高、体重、腰围、皮肤、
肺部、心脏、腹部等常规体格检查，并对口腔、
视力、听力和运动功能等进行粗测判断。辅
助检查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
空腹血糖、血脂、心电图和腹部B超等检查。

“移动体检车可进行 10多个小项的检
查。可以说是一辆小型的‘体检医院’，而完
成这样一套体检只需约半小时。”九龙坡区卫
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介绍。

最快当天可出报告

这辆移动体检车“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内设有彩色多普勒超声机、心电图机、全自动

血液细胞分析仪、全自动尿液分析仪、全自动
生化分析仪及电子血压计、身高体重秤等医
疗检测设备，可“一站式”完成彩超、心电图等
各类体检项目。

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车上还安装了“数字化移动云诊车数据管
理平台”“数字化移动云诊车健康服务平台”等
智能设备，已实现与九龙坡区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管理系统对接，居民体检结果可实时上
传，减少人工录入工作量，满足基层医疗卫生
机构工作服务便捷化、信息化、智能化需求，减
轻基层医务人员负担，大幅度提升工作效率。

不光是体检时间缩短，取报告的时间也
缩短了，以往一周左右才能取体检报告，现在
最快当天就能出。这些体检报告可作为诊
断、疾病筛查、后续健康管理等方面的重要参
考依据，而且移动体检车的医护人员均具备
多年的临床和实践经验，可以现场为居民提
供科学、合理的医疗和保健建议，还可以指导
身体欠佳的居民到院就诊，及时进行治疗。

符合条件的居民可预约

“今天是移动体检车首次开进石桥铺街

道。体检车基本能满足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公
共卫生服务需求。”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相关
工作人员介绍，移动检测车可用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的应急体征监测，也可以作为移动
实验室提供便民服务，解决了周边地区路程
较远、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和慢病患者日常体
检随访等难题。

为何要购置移动体检车？据介绍，为了
落实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党的卫生健康工
作方针，九龙坡区将重心放在农村与社区，结
合九龙坡区“智慧医疗”建设，专门购置移动
体检车，为市民提供高品质、创新性的数字化
移动基本公共卫生健康管理服务。哪些人可
以免费上车体检？九龙坡辖区的 65岁及以
上老年人、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和35岁及以上
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如需移动体检车服务，可
联系当地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镇卫生院登
记预约，待九龙坡区卫生健康委统一调度后，
分时间段安排发车上门体检。

这辆满载着智能化、信息化及医护人员
爱心的移动体检车还将入乡进村，陆续开进
九龙坡的各个村社，将健康服务送至群众的
家门口，让卫生惠民政策真正意义上实现全
覆盖。

九龙坡区首辆移动体检车开到家门口
能做10多个项目，最快当天出报告

□ 巴渝都市报记者 施露 蒋欢

11月 19日，记者从涪陵区新妙镇了解到，全市首个
万吨级古法泡菜基地正式投用，预计年产量在 4000吨，
年产值超过2000万元。

走进由重庆七可食品有限公司打造的全市首个万吨
古法泡菜基地，清新的香味扑鼻而来。在窖藏厂房，4000
口横竖成行的泡菜土坛十分壮观，据了解，这是一种特殊
的古法窖藏工艺，将土坛深埋地下2米，用花椒、大蒜、辣
椒、姜进行恒温混合泡制，时间超过6个月。今年3月，该
工艺已被纳入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重庆七可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曹娅介绍：“我们的泡
菜通过乳酸菌自然发酵，腌制的盐度和酸度每 7天监测
一次，形成标准化生产，泡制出来的产品色泽金黄、自然
酸脆，还原古法味道。”

泡菜出坛后，经过清洗、装袋、杀菌等加工工序，就成
为了远销全国各地的可口佐餐小食。据介绍，该基地一
期投资 7719万元，总面积 6610亩，其中泡菜原料核心产
区6500亩、泡菜加工基地110亩，全面建成后年均产能可
以达到3万吨。

“我们采用‘公司+工厂+合作社+基地+农户’的产业
格局，计划带动周边 5000户农户种植蔬菜 6000亩，解决
阶段性就业 50至 200人。未来，我们将打造泡菜文化研
学体验区、泡菜工艺研发中心等，打通特色泡菜产业链，
打造新妙乃至涪陵的特色产业名片。”曹娅说。

全市首个万吨级
古法泡菜基地投用
预计年产量4000吨，年产值超2000万元

□ 重庆日报记者 赵伟平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 8部
门近日联合公布第四批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创建
名单，全国有 80个县市区上榜，其中，我市涪陵区、奉
节县、巫山县在列。加上此前的璧山、开州、武隆、合
川、万州，我市已有 8个区县入选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
行区。

近年来，涪陵区按照农业绿色发展理念，建立了相对
完善的绿色产业发展体系。同时，化肥、农药使用总量连
续7年持续减少，通过革新榨菜加工工艺，榨菜污水实现
全面达标排放，腌制盐水利用率达30%以上。

奉节县近年来成功打造24.3万亩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奉节脐橙）标准化生产基地，探索出“配方肥+秸秆还田”
“配方肥+有机肥”“配方肥+绿肥”“配方肥+土壤改良”等
多种绿色生产技术模式。

巫山县按照农业低碳发展理念，持续做大做强巫山
脆李、巫山恋橙、巫山庙党、巫山核桃、巫山烤烟、生态畜
牧等优势产业，探索立体多元林业经济新路径。

涪陵奉节巫山入选第四批
国家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

□ 巴南日报记者 彭怡 何礼

秋去冬来，一杯菊花茶暖胃暖心。近日，记者来到巴
南区东温泉镇金丝皇菊制作工厂，打探当季菊花茶制作
的全过程。

金丝皇菊制作工厂位于东温泉镇黄金林村金丝皇
菊种植基地附近。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集中分批将
新鲜采摘的鲜菊花送到工厂内，工人们再对菊花进行
初次挑拣、清洗，然后送到烘干机房里，一朵朵铺放于
烘干机内。

“鲜花需要 2至 3天不间断进行烘干，才能达到干花
的效果。”工人陈建介绍，菊花烘干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
再送到包装制作车间进行仔细挑拣，层层筛选合格后才
能包装。

记者在现场看到，在干净的车间内，工人们先把菊花
一朵朵分装于独立塑料小包装后，再装成礼盒装。同时，
工作人员示范了冲泡菊花茶过程，沸水直冲干菊花中心，
将花瓣冲开，干菊瞬间舒展开来，茶水金黄明亮，香气扑
鼻而来。

黄金林村驻村工作组队员赖大智介绍，近年来，东温
泉镇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种植金丝皇
菊300余亩，多渠道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村民就业
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今年该村干花产量可达1000斤。

巴南

黄金林村产业兴旺烘茶忙

□ 大渡口报记者 师瑶

“做错了就道歉，原来也不是很难的事。”
“人际交往中我有挺多困惑，但我在今天的游
戏中感受到只要真诚沟通，相互尊重，就能获
得友谊。”……近日，95中的学生们上了一堂
有趣的心理课。课堂上，同学们在充满欢乐
的游戏中，在老师的引导和鼓励下，逐渐敞开
心扉，放下心中的烦恼。同学们告诉记者，在
这样充满关爱的氛围中，心理问题得到及时
正确的疏导，更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学习
和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

近年来，大渡口区高度重视心理健康教

育工作，不断积极探索实践，践行“多维一体，
教育大渡”理念，通过搭团队、建机制、聚资
源、重疏导、强研训、抓特色“六位一体”助推
区域心育工作的开展。今年，更是将“开展青
少年心理健康教育”列为全区重点民生实事
项目推进。

招募心育志愿者，成立心育工作指导团
队，遴选和推送优质心育资源；启动心育教
师队伍三年培训计划，系统开展心理危机干
预、心理辅导技巧等专题讲座及实操培训；

建立区级中小幼一体化研究心理健康教育
工作室，常态化开展研训活动，加强心理健
康教育专业化实践研究；学校通过调岗、购
买服务的方式不断优化心育教师队伍，建设
心理辅导室，为心育工作顺利开展提供了有
力保障。

同时，大渡口区启动医教协同智慧教育·
心理健康试点项目，联合专业医院向全区小
学高年级、初中、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开
展一年一次的心理健康测评，建立“一生一

策”心理健康成长档案。设立大渡口区未成
年人心理健康成长辅导中心，通过24小时心
理援助热线、QQ等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心理健康咨询服务工作，强化应急心理援
助，落实学生心理健康预警服务。

目前，全区共有专业专职心理教师8名，
专兼职心育教师44名，27所中小学均已建立
心理辅导室，覆盖率 100%。其中，37中、95
中两所学校心理辅导室被评为重庆市优秀心
理辅导室。

大渡口：中小学心理辅导室覆盖率100%

垫江

“柚”获丰收 农民增收

日前，垫江县永平镇秋桥社区，果农在采摘永平红
柚。据了解，垫江县发展柚子种植有近200年的历史，现
有垫江晚柚、三红柚、黄沙白柚等品种，种植面积达10.5
万亩，预计年产量10万吨。

近年来，垫江县积极推进延长水果产业链提升产品
附加值，引进水果深加工企业，做好水果精深加工、产品
研发、品牌销售等工作，让当地柚子畅销全国各地，带动
群众增收致富。

重庆科技报通讯员 孙凯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