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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民日报记者 王欣悦

近日，垫江县澄溪镇向阳社区网格员
刘丽兰在日常巡访中发现，石油小区旁一
污水井盖存在破损，影响过往群众安全，
便点开手机上的一体化基层治理智治平
台上报。澄溪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收到
信息后，立即安排工作人员赶往现场更换
处理。

基础设施怎么维护，邻里纠纷如何化
解，利民政策怎样落实……涉及基层治理
的大事小情，关系群众切身利益。垫江县
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对全县各类资源再
整合、再配置、再优化，丰富拓展数字化应

用场景。刘丽兰所使用的一体化基层治
理智治平台，就是垫江探索基层治理的新
途径。

走进澄溪镇基层治理指挥中心，一体化
治理智治平台大屏上显示着网格事件、任务
清单、视频调度工作区、辖区信息等内容，并
实时更新。得益于该平台，网格员能将需要
处理的事件及时录入系统；镇街指挥中心则
通过系统定期下发日常巡访、排查重点场所、

协处突发事件、服务群众等任务清单，并可在
线视频调度。

“谢谢网格员上门来帮我办临时救助申
请，这可为我解决了生活困难！”59岁的张荣
是垫江县桂阳街道春花社区居民，身患高血
压，需长期用药治疗。社区网格员孙睿上门
走访了解情况后，当即帮他申请了临时救助，
缓解了他的经济压力。

垫江县合理划分网格 792个，按照 50—

80户标准设置微网格 2552个，严格按照“1+
3+N”模式配备1900余名网格长、专兼职网格
员。垫江县还健全网格准入事项机制，制定
完善网格事项清单、村（社区）网格员履职清
单，建立“网格吹哨、部门报到”问题联动解决
机制，实现信息收集、问题发现、任务分办、协
同处置、结果反馈闭环管理。今年以来，该县
解决各类安全隐患问题1500余个，调处矛盾
纠纷1600余件。

□ 万州时报记者 程亮 周志华 应凤林

近日，万州区恒合土家族乡八一村，小雨
淅沥，薄雾飘渺，农舍若隐若现。

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全村最后 1400
亩高标准农田整治开始，村里的撂荒地即将
归零。

八一村，一个位于悬崖上的村庄。曾几
何时，这里的土地大片撂荒，无人耕种。如今
经过生态化整治和规模化经营，永久基本农
田变成高标准农田，2700亩撂荒地变成“粮
仓”，今年亩产优质稻谷500多公斤。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八一村的村民更
加坚信：种好脚下的田，就能把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撂荒：田地变荒地

八一村海拔 1000米，背靠大山，三面临
崖，崖顶山势起伏，俗称“悬崖村”。全村652
户人家沿山而居，村民世世代代靠种地为生。

前些年，由于土地零碎分散，加上大多数
青壮年外出务工，村里的田地大量闲置荒芜。

“这里以前就是几处‘坨坨地’，种啥都不
好。”村民冉洪中指着眼前的一块农田说。两
年前，在八一村，像这样的地不在少数。即便
是一些整修过的田地，也因面积狭窄，被村民
称为“巴掌田”和“鸡窝地”。

“没有水利灌溉设施，没有田间便道，一
年只能种一季红薯或包谷等杂粮，种起来劳
神费力，收成也不高。”年逾六旬的村民黄佐
琼，儿女都在外务工，家里的田地只能零散种
植蔬菜瓜果。而在当时，大多数村民与她家
一样，将种地当作副业，望天收。

怎样才能让村里的土地不再抛荒？恒合
土家族乡和八一村一直在探索。

“农民可以非农化，但耕地决不能非农
化，更不能放任撂荒。”村党支部副书记何中
坤是土生土长的八一村人。他说，2000年前
后，白肋烟种植风靡一时，八一村因适宜的气

候条件，开始种植白肋烟。
可好景不长。随着白肋烟市场的日趋萎

缩，八一村开始转战种烤烟。因受病虫害频
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烤烟种植也一直发展
不顺。

同时，劳动力的缺乏和没有大户带动，导
致无论白肋烟还是烤烟都只是农户零散种
植，无法形成规模。整个村加起来也只 600
亩左右，其余土地仍然闲散荒置。

多次折腾没见到多少收益，村民对种地
的热情降低。一时间，全村耕地大多闲置。

看着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土地上长起了
一人多高的杂草，村民心里都不是滋味。

治荒：荒地变良田

“那儿，那儿，还有那儿，这5个地方以前
都是我的地。”八一村3组村民张知羡站在田
坎上，指着眼前一块平整的水田说。

这片水田原本属于张知羡和另外二十三
家农户，每家每户东一块西一块，大小不一，
既不连片，地势也高低不平，不利于成块种植
和机械化耕作。村民耕种和收割都靠肩挑背
扛，有劳动力的种上了庄稼，缺劳动力的干脆
撂荒，原本好好的田地变成了“插花地”。

改变，来自两年前的一次议事会。2021
年，恒合土家族乡被确定为重庆市17个乡村
振兴重点帮扶乡镇之一。

乡党委政府班子换届后，乡里与村支两
委的干部们坐在一起，“议”出八一村发展新
思路：利用当地土地肥沃、水源方便、气候适
宜的优势，以“土地流转”为突破口，通过招商
引资的方式开展高标准农田整治，盘活“鸡窝
地”和“巴掌田”，大力发展高山优质稻谷和经
济作物。

说干就干！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
抛荒一季就少了一季的收成。一夜之间，一
系列举措摆上桌面：充分整合重点帮扶镇乡
的资源优势，将撂荒地整治与建设粮食基地
相结合，最大限度落实耕地保护补贴、农机具

购置补贴、耕地轮作补贴、农业社会化服务等
惠农政策，扶持粮食生产。

在优渥的政策和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吸
引下，万州区供销合作社和种粮大户李达山
成为八一村首批“吃螃蟹”的种粮业主。

“要种粮，就种现代化的粮，种精品粮。”万
州区供销合作社所属的重庆宜稼欣农业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程凌在村民大会上承诺：
流转300亩土地，打造现代化的种粮示范区。

一听说要改田整地，有村民担心：田块集
中后自家没了土地，怎么生活？

“流转土地有收入，干活有工资，还能吃
上自家地里产的粮食，一举多得，何乐不
为？”为打消村民的顾虑，乡领导、村干部和
驻村工作队一家一家讲政策、做工作，算好
收入明细账。

半年后，1000亩种上油菜的高标准农田
出现在村民眼前——小田变成大田，层层梯
田规模连片，错落有致，美观规整，山水林田
和农家院落相得益彰。

今年春天，漫山金灿灿的油菜花盛开，
绵延的大山黄绿成趣，生机盎然，构成一幅
美丽的山村画卷，引来无数游人，昔日沉寂
的小山村一下子热闹起来。秋天，稻谷收割
季，田畴之间谷香飘荡，村民抱着沉甸甸的

“谷袋子”，吃着香喷喷的白大米，丰收的喜
悦在脸上流淌。

收获：良田变“粮田”

撂荒地之变，八一村“沉睡”的土地正长
出“希望田野”。

今年，全村水稻种植面积 1000多亩，产
优质稻谷 50多万公斤。随着 2023年高标准
农田项目启动，余下的撂荒地也将在明年春
耕前全部完成整治。

“不仅是建设，还要运营，真正从根子上
解决撂荒问题并形成长效。”恒合土家族乡党
委书记魏卡说，“我们始终坚持强化耕地数
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坚决扛牢粮

食安全责任，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为兼顾农民、村集体和种粮业主三方的

利益，实现可持续发展，八一村大胆探索全新
经营模式——农民以土地经营权入股村集体
经济，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农业开发公司成立
土地股份合作社，鼓励村干部参与管理。项
目产生收益后，除固定的保底收益外，村集
体、农民还将参与“二次”分红。

一粒稻米，一片稻田，不仅让撂荒地变
“粮仓”，保障了“米袋子”，更鼓起了村民的
“钱袋子”。

经过标准化农田改造后的稻田，水稻平
均亩产从300多公斤提高到500公斤左右，再
加上水稻、油菜轮种，每亩纯收益从150元提
高到400—600元。

当地打造的“稻田+民宿”乡村旅游 IP，
也让八一村成为万州稻香文化“火出圈”的网
红打卡地，村民有的开起农家乐，有的卖起

“山货”。仅水稻收割前后一个月，游客就达
到2万人次。

村民方绍青算了一笔账：当田间管理员，
每个月能拿到1000多元的固定工资；自家的
6亩土地流转给企业，每年有 1800元的土地
流转费，年底还有分红。

“以前没人种的田，现在都利用起来
了。更重要的是，‘望天田’变成景观田和高
产田，土地里也能刨出‘金疙瘩’。”方绍青乐
呵呵地说。

增的是农民的收入，减的是成本的投
入。何中坤介绍，高标准农田改造前，当地水
稻种植成本每亩在1100元左右，改造后种植
成本每亩约为800元，亩均可节约成本300元
左右。

远眺是青山连绵，近处是千亩稻田，生活
在山水之间，八一村村民感叹：土地不撂荒，粮
食有收成，旅游有收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1 月 29 日，永川区何埂镇丰乐村一
食用菌种植企业工作人员在采收秀珍菇。

近年来，永川区何埂镇以食用菌产业
发展示范带创建为抓手，按照“政府引导+
政策扶持+科技支撑+品牌推动”发展理
念，加大招商引资和产业扶持力度，推动
食用菌产业提档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目前，何埂镇工厂化食用菌种植企业
达 20 家，年产菌袋 5000 万袋，年产量 1.5
万吨，年产值约2亿元，有力带动当地农民
增收致富，助推乡村振兴。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沙坪坝报记者 何远征

如何缓解老旧小区、学校、医院、商圈等
区域停车难题，提高市民幸福感、获得感？为
破解这一难题，今年以来，沙坪坝区利用部分
城市零星用地、闲置用地、桥下空间、小区院
坝等，多措并举推动小微停车场建设，着力解
决人民群众停车难题。

因地制宜
科学建设小微停车场

“过去来街道办事，有时候找停车地方就
要花去大半个小时。现在有了小微停车场，
实在太方便了！”近日上午，在位于沙坪坝区
石井坡街道团结坝社区停车场内，刚停好车
的居民黄女士说。

团结坝社区停车场位于团结坝心一居民
区，该区域建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旧小
区较多，无配建停车场，停车位严重不足。今
年，沙坪坝区通过一系列综合整治，盘活了土
地资源，利用该闲置地块设置室外公共停车
位103个，安装了智能停车收费系统、监控及
照明系统、充电车位、管理室等。该停车场于
2023年 6月建成投用后，有效缓解了周边的
停车难问题。

“我们在停车设施紧缺的区域，筛选、梳
理可用的公共区域边角地块、小区闲置院坝
等，作为小微停车场建设备选地址。”沙坪坝
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年初，沙
坪坝区还广泛征集群众关于停车场建设的

“心愿清单”，摸清设施底数基数、收集停车设
施时间、空间使用情况基础数据，并结合人口
流动分布，初步识别出重点停车难区域，建立

动态闲置土地资源台账，把小微停车场建到
群众最需要的地方。通过积极争取上级资
金、鼓励社会投入、合理包装项目，沙坪坝区
城市管理局会同相关单位有序推进小微停车
场建设，大大提高了土地利用率，拓展了停车
位增量。此外，还与轨道交通发展融合、进行

“P+R”停车换乘试点、发布共享车位数字地
图等，提高停车位利用效率，力争达到停车资
源使用最优。

智慧赋能
破解空间小、管理难问题

小微停车场要建好，更要管好用好，与大
型停车设施相比，小微停车场规模小、分布分
散、管理难度大。在建设小微停车场的过程
中，沙坪坝通过智慧赋能，破解空间小、管理

难等问题。
在沙坪坝区 7层线文创园停车场，即使

到了晚上也没有工作人员值守，车主扫描二
维码，即可自助办理缴费等服务。

据了解，为让市民停车更加方便实惠，
沙坪坝区不少小微停车场都配套有智能监
控、智慧道闸、地磁感应等设备，引入智慧
停车系统进行管理，实现无人值守、便捷支
付等智能服务。在提升小微停车场效能、
方便广大司机朋友出行的同时，也降低了
运营成本。

沙坪坝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截至目前，沙坪坝区已新建小微停车场
24个，新增停车泊位 2157个。下一步，将
持续加大小微停车场建设力度，着力补齐
城市发展短板，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和幸福感。

沙坪坝：“见缝插针”破解停车难

垫江探索一体化基层治理智治平台
形成“网格吹哨、部门报到”问题联动解决机制

万州：悬崖村上，撂荒地这样变“粮仓”

永川

食用菌产业
助推乡村振兴

近日，位于石柱县桥头镇的滨湖康养小镇，大学生们
正在风光如画的重庆市大学生写生创作基地写生。

滨湖康养小镇是重庆重点规划建设的农文旅融合发
展示范点，着力打造了艺术长廊、野奢露营基地、滨湖康
养民宿、滨湖景观餐厅、写生创作公寓、写生创作平台、美
术展览室等子项目，目前已成功吸引重庆餐饮商会、四川
美术学院等20余家企业、高校入驻。

重庆日报记者 齐岚森 摄

□ 华龙网记者 曹建

近日，在 2023年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上，
国务院食安办公布了第三批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名
单，武隆区成功上榜。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创建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明确的重点工
程。此次“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评选历经城市自评、
网上申报、示范引领、项目答辩、国家验收和社会公示等
7个环节，并报请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批准。最终全
国 36个城市入选，武隆区名列其中，成为全市首批获评
区县之一。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称号，是一个城市食品安
全治理水平的最高荣誉。自 2020年启动国家食品安全
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以来，武隆区委、区政府把创建国家食
品安全示范城市作为践行食品安全战略部署、提升基层
治理水平、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良好发展、
增强人民群众幸福感的重要手段和强力推进以国际化为
引领的武隆旅游“三次创业”的基础性、保障性、兜底性工
作，提出了“创建为民、为民创建、全民参与”的创城理
念。连续多年未发生各类食品安全事故，食品评价性抽
检合格率持续保持在 98%以上，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
总体满意度持续保持在85%以上。

武隆

获评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 北碚报记者 向金城 秦廷富

建设城市公园是今年我市重点民生实事工作之一。
今年以来，北碚区已新改建公园8个，新增绿化面积约35
万平方米。

近日，记者在刚刚建成投用的蔡家康体公园、新生公
园看到，崭新的步道、长椅、健身设施以及绿草如茵的优
美环境让人眼前一亮，不少市民趁着晴好天气在此休闲
游玩。

据了解，这两处连在一起的“口袋公园”由北碚区园
林市政建设公司修建，分别以运动健身和资源回收利用
为主题，均设置有儿童游憩区、锻炼健身区、景观观赏
区，面积共约 7000平方米。尽管“口袋公园”面积不大，
但布局灵活、设施齐全，为城市增添了更多绿色空间。
今年，北碚区充分利用规划绿地、闲置地等地块实施“增
绿添园”项目，建设了一批城市公园、社区公园、“口袋
公园”，通过增花添绿、融入文化元素、布置休闲设施
等，为市民提供休闲活动空间，刷新城市颜值，增进民生
福祉。

“今年我们新改建各类公园8个，新增公园绿地面积
约 35万平方米，改造面积约 2.8万平方米。”北碚区城市
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些公园中，不仅有服务区域性
大众的综合性公园，还有服务于城市社区的社区公园、

“口袋公园”，通过各类公园建设，逐步构建完善北碚区公
园城市体系，为市民提供不同类型、功能、体验的城市休
闲活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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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新改建公园8个

□ 万盛日报记者 刘倩

“水来啦！水来啦！”家住万盛经开区万东镇五里村
鱼田村民组的村民张方国迫不及待地拧开水龙头，接上
一盆清澈的自来水，开始洗菜做饭。

张方国高兴地说，村里新铺设了供水管道，现在自来
水随时都有，再也不用看天省着用了，方便多了。

以前，这里的村民生活用水和饮用水多以地表水为
主，存在供水量不稳定、下雨天水质浑浊等问题。此前虽
然实施了山坪塘等项目，但由于该区域无可靠稳定水源，
加上地形以及群众居住分散等条件限制，用水质量得不
到稳定保障。

保障饮水安全，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
现实”利益问题，是努力提升群众幸福感的一项重大民生
工程。

对此，万东南桐片区采煤沉陷抗旱应急供水工程于
去年12月27日开工建设，位于万东镇和南桐镇采煤深陷
区内，从万东镇新田村毛香台起，经箐溪村 508库、清溪
河腰子口段，由刀子岩进入新华村，再沿凤凰山经小河到
达万东镇五里村和南桐镇岩门村，建设了约 100千米的
输配水管网、5个水池和一套超滤膜深度净水处理设备，
日处理能力500立方米。

如今，万东南桐片区采煤沉陷抗旱应急供水工程试
通水成功，万东、南桐两个镇6个村的近6000名群众用水
条件得到有效改善，群众喝上“稳定水”“放心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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