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月27日，游客在云上田园景区的
郁金香花海里拍照留影。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位于大渡口区
云上田园景区的郁金香竞相绽放，吸引
了众多游客前往踏春游玩。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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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金香花开引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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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张孃孃，今天还好吧？天气冷多穿点
哦！”2月 22日，垫江县桂阳街道春花社区春
花廉租房小区的网格员杨菊兰下楼时，习惯
性地在一楼停留片刻，看看独居老人张光友
过得怎么样、是否需要帮助。

从去年9月配上杨菊兰这个“关爱人”以
来，74岁的张光友也习惯了不关门，方便杨
菊兰过上过下地看一眼、搭把手。

2023年 3月起，垫江县在全市率先开展
全覆盖的“关爱独居老人”专项行动，为解决
全县5915位独居老人安全隐患突出、身心健
康不佳、日常生活不便等问题找到了突破
口。像杨菊兰这样的“关爱人”，成为5915位
独居老人的标配。

为独居老人建台账
实时动态更新数据

“一个人住，我很怕身体不适时没办法及
时求助，也没人来帮我……”垫江县民政局负
责人告诉记者，在前期调研中，工作人员听得
最多的就是这样的话，居家意外是独居老人
们最怕面临的问题。

独居老人即一个人独自生活的老年人，
生活不便、精神寂寞、病痛折磨……他们的冷

暖往往只有自己知道。该负责人介绍，独居
老人由于独自一人居住生活的特殊性，无人
陪伴、照料是其典型特征，在生活中面临诸多
困难和问题：一是安全隐患突出，通常面临生
活中的突发性灾害危害，还容易成为犯罪分
子的侵害对象；二是身心健康不佳，缺乏亲人
的陪伴和照顾，时常感到孤独寂寞，无依无
靠；三是日常生活不便，甚至还面临农业生产
的困难。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各类独
居老人居家意外事故，甚至在家去世许久都
无人发现的情况。

为解决老人的独居之殇，2023年3月，垫
江县委、县政府把“关爱独居老人”专项行动
作为八大重点民生实事之一作出安排部署，
领导负责制、动员组织机制、联席会议机制、
探访关爱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随之建立。

此后两个月时间，垫江县各乡镇（街道）
全面摸排辖区内独居老人基础数据，统计出
独居老人 5915人。考虑到老人居住情况、
身体状况、陪伴条件会不时发生变化，垫江
县建立独居老人关爱行动台账、实时动态更
新数据。

5915位独居老人
有了身边的应急救援队

在“关爱独居老人”专项行动中，垫江县

着手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他们配齐“关爱人”。
2023年 6月起，垫江县建立独居老人探

访关爱服务机制，动员社区干部、网格员、志
愿者等 300余人与邻近的独居老人结对，负
责走访关心、帮办代办、除险清患、心理慰藉，
推动关爱独居老人常态化。

这300多人就像生活在独居老人身边的
应急救援队伍。专项行动开展不久，沙坪镇
李白村独居老人周明绪的“关爱人”童远芳在
一次随机上门走访中，发现老人晕厥横躺在
二楼地上。童远芳第一时间拨打了 120，突
然中风的周明绪得到及时救治，现已出院。

垫江县 5915位独居老人中还有 3281位
是分散供养特困独居老人，他们因为无劳动
能力、无收入来源、无子女等赡养人，其生活
动态尤为值得关注，为补充“关爱人”力量，去
年 8月起，垫江县民政局又采取政府购买的
形式，以每年 150万元左右招标三方公司进
行专业服务，同步探索专业化帮扶特殊困难
老年人的有效途径。

2月 23日上午，重庆市暖洋洋养老服务
有限公司的养老护理员艾正友背挎一个红色
的“外卖包”，三步并两步来到桂溪街道北街
社区红光小区分散供养特困独居老人胡光英
的屋前。

这天是艾正友每月一次上门服务的日
子，来之前，艾正友就打电话询问了胡光英的
需求，一进门就从“外卖包”里掏出一包新鲜
蔬菜。

常年独居、80岁的胡光英视艾正友为晚
年结识的侄儿，两人之间已没有陌生人间的
客套，收拾屋子、换新灯泡、晾床单……老人
把这些力有不逮的活儿留给年轻的艾正友。

“他像走亲戚一样，每个月都来，每次都
要忙上忙下40多分钟。有时我有啥急用的、
家里电器坏了，也打电话给他，他也会抽时间
来一趟。小伙子人还很热情，真的就像自家
侄儿一样。”胡光英对艾正友的服务点赞。

作为专职“关爱人”，像胡光英这样的独
居老人，艾正友一人就对应了 200多位，每
天要骑着摩托车走街串巷跑6至8户。

服务结束时，艾正友还为老人测血压、
体温、血氧，并在“分散特困人员照料护理服
务端”手机小程序打卡，上传健康数据和服
务内容。

当日下午，桂阳街道春花社区独居老人
陈国东家中，移动公司工作人员上门为他安
装“孝心通”老人安全呼叫器。

这个呼叫器安装在老人床头，具有语音、
方言、拉绳报警和微波雷达人体感应等功
能。“我受过腰伤，就怕在家里又摔倒，旧伤复

发。”得知一旦报警后，“关爱人”和妹妹都能
接到独居老人关爱云平台的电话，陈国东说
他放心多了。

艾正友上传数据的小程序和保障陈国东
居家安全的云平台，均集成到了垫江县关爱
独居老人信息平台上。

目前，垫江县正紧抓“数字垫江”“数字
养老”建设契机，通过建设专用信息平台、配
备智能化健康守护设备、分级设立调度指挥
中心，实现关爱独居老人全过程数字化管
理，分层分级接收和处理系统推送信息和预
警信息。

随时搜集信息
持续满足独居老人需求

2月 22日还不到中午，周嘉镇均田村社
区食堂就坐着20多位就餐老人。

食堂布置干净整洁，早餐为稀饭、包子、
馒头、各类咸菜，餐标 4元；午餐为一荤一素
一汤，餐标6元。

“没想到我们提了建议后，食堂很快开起
来了，我每天都来这里吃饭，年纪大了，做饭
不方便，做了饭还要收拾，太麻烦了，社区食
堂是最好的选择。”均田村独居老人周先凯吃
得津津有味。

独居老人聚居在哪里、吃饭需求哪里旺
盛，社区食堂就建在哪里。在“关爱独居老
人”专项行动中，垫江县以问题为导向，已完
成35个社区食堂选址布点，其中24个老年食
堂已建成，17个已投入使用。

记者了解到，目前垫江县已建立县级“关
爱独居老人”专项行动联席会议制度，县政府
分管领导为第一召集人，13个部门为成员单
位，定期召开例会，加强分析研判，确保关爱
取得实效。

垫江县各部门以满足老人需求为落脚
点，解决实际困难。全县累计开展探访关爱
独居老人4万余次，及时提供医疗等转介服务
100余次、代办服务800余次，帮助消除各类安
全隐患500余个。民政部门收集意见建议36
条，推动解决老年食堂、困难帮扶等问题 11
个，其中实施高龄、失能独居老人家庭适老化
改造370户。卫生健康部门建立独居老人健
康档案，每年组织1次免费体检和心理评估，
开展义务巡诊，建立就医绿色通道。据了解，
专项行动开展近1年来，垫江县未出现独居老
人因帮助救援不及时而发生意外事故。

□ 武隆报记者 郑仲 王鑫 廖星晨

制造业是中国式现代化的“脊梁”。2023
年以来，武隆区立足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
展优势，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促发展，坚
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方向，深化“工
业+旅游”融合发展，制造业企业综合竞争力
显著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竞争力持续

提升，具有武隆辨识度的特色制造业体系正
在形成。

恢宏现代的厂房大楼，纵横交错的园
区道路，忙碌有序的工作人员……步入武
隆工业园区，随处可见热火朝天的生产景
象。绿色建材是现代建材工业尤为重要的
材料体系和产业构成，作为武隆区重点培
育的主导产业之一，目前全区已累计引进
绿色建材企业 5家。以生产高档瓷砖外墙
砖及防滑地砖为主的新金联建材有限公
司，就是武隆区近年引进落地的绿色建材
公司之一，由于订单火爆，目前该公司已经
启用了两条生产线。

新金联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坤均
介绍，第二条生产线生产的产品可以更厚，
规格更加全面，版式更加宽阔，可以满足客
户的不同需求，增加了公司市场占有率和竞
争力。

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今年 1月以来，
新金联建材有限公司接到了许多来自全国各
地的订单，公司的生产线全部启动，近百名员
工轮班生产，力争实现开门红。

“我公司生产的产品销售火爆，2023年

实现工业产值 2.2亿元。今年我们的生产订
单已经排到2月份，两条生产线全面启动后，
日产能达到 2万平方米，预计 2024年实现工
业产值2.5亿元。”李坤均告诉记者。

先进制造业是引领新型工业化的发动
机，是推动产业链价值链跃升的加速器，新
金联也是武隆区制造业提质增效的一个缩
影。除绿色建材业欣欣向荣外，武隆区还重
点打造旅游装备及消费品、清洁能源、新能
源汽车等产业。前不久，工业园区再次传来
喜讯，重庆中吉达净朗环保科技公司已完成
设备调试，将于近期投产。该公司是武隆区
引进的一家负责页岩气钻井岩屑处置及资
源化综合利用的专业公司，主要负责对页岩
气田勘探开发过程中产生的油基岩屑进行
无害化处理。

“这就是我们两套油基岩屑资源化利用
设备，小时处理能力是 14吨，年处理能力是
10万吨，目前，我们正在进行设备最后调试
阶段，准备在 1月底取证投产。”重庆中吉达
净朗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邬江华介绍。

绿色建材产业增产扩能、清洁能源产业
蓬勃发展、旅游装备及消费品方兴未艾、农产

品精深加工全产业链发力，武隆区制造业蹄
疾步稳。据统计，2023年以来，武隆区着力
推进“小升规”培育及“创新型——专精特新”
优质中小企业培育，成功培育规上工业企业
9家，新增创新型中小企业 10家、市级“专精
特新”企业 4家；新认定高新技术企业 7家。
全区规上工业企业预计完成产值60.82亿元，
预计同比增长6.7%，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预
计同比增长7.1%，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武隆区经济信息委主任徐梅表示，下
一步，该委将以效率质量提升年为抓手，
按照“1365”工作思路，紧盯规上工业产
值、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突破 10%等目标任
务，深化“工业+旅游”融合发展，推动“3+
1”重点产业，以建设重庆市旅游装备产业
建设基地，“1+2+N”食品及农产品特色产
业体系等为重要载体，加快推进以傲得项
目为代表的低空经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全力打造以旅游装备及消费品、清洁能
源、新能源汽车和绿色建材为支撑的生态
工业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具有武隆辨识度
的特色制造业。

5915位独居老人配上“关爱人”
垫江在全市率先开展全覆盖“关爱独居老人”专项行动

武隆：做优做强做大制造业 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工人正在调试设备。
武隆报记者 廖星晨 摄

□ 万州时报记者 应艳丽

近日，记者从万州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去年以来，万
州多部门出台措施，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住宅小区的停车
场在满足自身停车需求和安全管理的条件下向社会车辆
错时开放。到目前为止，已经有48个物业小区的2.53万
个停车位，58个单位的5487个停车位实现了对外共享。

2023年12月6日，万州区住房城乡建委组织各街道办
事处、部分物业服务企业、相关单位召开工作推进会，要求
按照“实施一批、培育一批、储备一批”的原则，以“错时共享
试点”“全面推行”“全面共享”的方式，加快推进物业管理小
区闲置车位共享工作。目前，未来城、后街金座、茶庄印象
等48个物业小区的2.53万个停车位对外开放，8000余个车
位已录入“智慧停车”平台，实现临时停车一键查询。

去年，万州区机关事务管理中心多次与万州区发展
改革委、区城市管理局、区国资委、重庆建环集团等单位
进行专题研究，全面摸排建立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及区属
国有企业内部停车场台账，扎实推动城区机关事业单位
及区属国有企业内部停车场错时共享工作。并会同区级
相关部门制定《万州区城区机关事业单位及区属国有企
业内部停车场错时共享实施方案》，对错时共享范围、方
式、收费标准、实施步骤等内容进行明确，有力有序推进
停车场错时共享工作。

截至目前，全区58个机关事业单位及区属国有企业
内部停车场已经实现“应共享尽共享”，共计提供停车位
5487个。

□ 沙坪坝报记者 郭晋 文/图

2月24日，重庆近14吨预制菜搭乘陆海新通道中老
班列，从沙坪坝团结村中心站发出。据悉，这是陆海新通
道首次发运中老跨境预制菜班列，重庆本地特色产业与
陆海新通道实现深度融合。

此次运输的预制菜由荣昌区生产，菜品有鱼香肉丝、榨
菜肉丝、卤猪头肉等重庆传统风味美食，货值超20万元，将销
往老挝、泰国等地，为海外华人送去一份浓浓的家乡味道。

据了解，近两年，国内预制菜市场十分火爆，重庆的
食品及农产品加工产业是“33618”现代制造业集群体系
的三大五千亿级支柱产业集群之一，预制菜产业正在向
特色化、集聚化、品牌化方向发展。

为服务和推动预制菜产业顺利出海，陆海新通道运营重
庆有限公司深入调研预制菜行业企业，为企业提供一对一咨
询服务。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客户首次通过跨境
铁路将预制菜出口到老挝，我们协助客户完善了出口资料，
顺利完成了冷链装箱工作，确保此次运输安全、便捷、高效。”

下一步，陆海新通道运营重庆有限公司将进一步推
进中老跨境班列冷链运输常态化，发挥中老铁路黄金线
路作用，与企业共同探索进口出口贸易及物流冷链运输
服务等业务，推进重庆与老挝、泰国及东盟各国商贸流
通、产业互补，提升通道对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支撑作
用，促进区域经济更好地融合发展。

陆海新通道
首趟预制菜班列从沙坪坝发出

货物在重庆无水港装箱。

□ 万盛报记者 叶露

近段时间，万盛经开区万东镇新田村夏方茶园部分
茶树已冒出第一茬嫩芽，茶农们忙着采摘新春第一捧新
芽，到处一派繁忙的采茶景象。

走进夏方茶园，淡淡的茶香扑面而来，一株株茶树吐
露新芽，为山坡披上新绿。10多名采茶工人穿梭于茶垄
之间，手指翻飞，将嫩绿的新芽采摘下来装入茶篓。春节
过后，气温逐渐升高，春茶开采时间较去年提前了半个
月，茶青价格也有所上涨。

“这几天天气很好，非常适合茶树生长。”夏方茶园负
责人夏观云告诉记者，因特殊的地理气候优势，该园的春
茶要早于万盛其他产茶区15—20天开采。连日来，夏方
茶园抢抓开春早、气温回升快等有利时机，组织人员、增
加设备，加快推进春茶生产。

“茶园基地 170亩，种植了‘巴渝特早’‘川种’‘黄金
茶’等品种，今年预计能产干茶5000斤。”夏光云介绍，随
着生态茶园的严格管控，茶叶品质逐年提升，所产优质茶
叶畅销区内外，茶产品供不应求。

夏光云介绍，该茶园每年采摘三期茶叶，2月下旬采
摘明前茶“单芽”，3月采摘“一芽一叶”，4月后采摘大宗
茶。其中，每年能制明前茶“独芽”300余斤、“一芽一叶”
800余斤、大市茶4000余斤，年产值达60万余元。

“清明节到来之际，正是采茶好时节，一天能挣 100
多元。”采茶工王娣仙一边介绍，一边手不停歇。在农村，
不少像王娣仙一样，因家里有老人和小孩需要照顾，无法
外出打工，平常有空到茶园兼职采茶、施肥、锄草等工作，
挣钱补贴家用，既能陪伴家人，家里的农活也不耽误。

万盛经开区农林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茶叶产业是万
盛经开区农业优势特色产业之一，在该区农村经济的发
展中占有重要地位。全区现有茶园面积约1.6万亩，主要
生产绿茶、红茶等，已陆续进入采茶期，年产茶叶730吨，
茶叶产值达上亿元。

万盛经开区

1.6万亩春茶开采

万州

48个小区、58个单位
对外错时开放停车位

2月22日，垫江县桂阳街道春花社区春花廉租房小区，网格员杨菊兰带着移动公司工作人
员上门为独居老人张光友安装“孝心通”呼叫器。重庆日报记者 崔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