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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在昭扬书法苑学习。南岸报记者 崔景印 摄

□ 铜梁报记者 陈刚

“这段时间企业的用工怎么样？订单情
况如何？……”近日，铜梁高新区企业服务中
心的服务专员来到高新区重庆红岩方大公
司，收集企业的诉求，并将情况建立台账，后
续跟踪办理。

重庆红岩方大公司是国内专业从事汽车
悬架弹性元件制造的骨干企业，主要生产汽
车钢板弹簧、横向稳定杆两大类产品。

了解到企业对新型材料的需求比较大
后，铜梁高新区积极“牵线搭桥”，对接联系重
庆理工大学车辆工程学院，让该公司研发部
与高校取得联系，建立合作关系。

“自我们企业入驻铜梁高新区以来，我们
就感受到了铜梁优质的营商环境。铜梁区通
过配强服务专员、搭建服务平台、丰富服务内
容和提升服务质量等方面，为我们企业提供

了一系列优质‘后勤’服务，我们感觉选择铜
梁没有错！”重庆红岩方大公司生产负责人郑
军龙说。

铜梁区通过高标准开展营商环境创新试
点，打造西部地区营商环境排头兵。在配强服
务专员方面，铜梁区建立了市管干部联系重点
企业工作制度，对产值10亿元以上的企业由市
管干部作为服务专员。全覆盖派驻区管干部
对接规上工业企业，并“一对一”配备企业服务
专员，实行全程代办及“保姆式”、个性化服务。

铜梁区还搭建了服务平台，通过推动政
府管理服务数字化、智能化，让“企业跑腿”变

“数据跑路”。坚持每月召开亲商恳谈会，面
对面征求意见，开发运用企业服务直通车
App，用好“企业吹哨·部门报到”等平台，线

上线下收集解决企业问题。
此外，在丰富服务内容和提升服务质量

方面，铜梁区继续开展上门服务、延时服务、
帮代办服务，提供企业开办、企业变更、税务
登记等帮办代办事项149项。推行“邮政+政
务服务”，将 23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免费寄
递项目，为企业节约时间、节约成本；所有服
务专员率先熟悉惠企政策的标准、范围和申
报条件，再“面对面”送给企业负责人并进行
详细讲解。建立“铜梁成为全市最宠企业的
地方”大数据监督平台，督促涉企职能部门

“有温度有速度”快速响应企业诉求，既让企
业按规定享受政策红利，又参与到涉企服务
运行监督，确保为企服务实效。

企业的感受是最直观的证明。“我们选择

入驻铜梁，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被铜梁的营商
环境吸引。入驻后，创造了百亿级工业项目

‘当年签约、当年开工、次年投产’的铜梁速
度，这也正得益于铜梁的优越营商环境。”重
庆海辰储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蓁表示，

“铜梁区委、区政府和有关部门领导及工作人
员在与我们对接交流中，充分尊重企业意愿，
真诚回应企业诉求，让我感受到铜梁一直用
实际行动在打造‘最宠企业的地方’。”

“优化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铜
梁区将持续深入走访企业，了解、解决企业的
急难愁盼，做到精准服务企业。同时，加大惠
企政策宣传，严格兑现落实各项优惠支持政
策，让落户辖区企业充分享受到政策红利。”
铜梁高新区企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铜梁：打造“最宠企业的地方”

□ 南岸报记者 闵子

去年12月14日，南岸区长生桥镇同景社
区党委书记文李燕更新了一条朋友圈：“我们
的‘新’社区，TA来啦！”正式官宣“健康同景”
高品质服务型社区全新起航。

“健康”主题的“高品质服务型社区”长
啥样？

怀着好奇的心情，记者走进了位于丁香
路 6号的同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个个服
务窗口秩序井然，邻聚客厅（大厅）、健康集
市、健康益起来（各类社团活动及空间载体）、
健康大讲堂（大会议室）、健康新乐园（后门走
廊）等，每一个地方都有俏皮亲和的新名字。
在这里，有政策询办、帮扶救助、家电清洗的
便民服务，有健康诊疗、“救”在身边的专业服
务，有入党培训、党史学习的党群服务，也有
斜杠创业、社区城市书房、劳动者港湾的特色
服务……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如果说全新
的党群服务中心是热情似火的服务“聚合”，
那遍布社区的中医科普馆、益同护苗坊、邻里
会客厅、无界邻里坊等特色品牌就是服务触
角不断延伸的“明星”，它们最终编织起了一
张共建共治共融共享的社区服务网、民生幸
福网。

如今，“新同景”以建一个“服务型”社区
综合体、创一片“凝聚力”文化氛围、造一个

“一站式”创新就业孵化园为目标，积极探索
“服务型”社区发展新路径，至今已链接了农
工党南岸区委会、南岸区第三人民医院、爱尔
眼科、重医附二院（江南院区）、东南医院、辖
区诊所、桐君阁药房等 13个医卫资源，龙门
浩职业中学、珊瑚中铁小学、才儿坊幼儿园等
6所学校资源；引入了昭扬书法苑、天天绘
画、弈方棋苑、童伴中心等社会单位；培育了
同景之声、俏夕阳合唱团、俏骄阳舞蹈队、长
乐管弦乐团、手指造物等 20余支社群队伍；
拓展了健康诊疗、慢病管理、护眼科普、运动
健身、早教培训、文体教培等创新服务，打造
了“健康家·邻聚Li”城市社区综合体，营造了
一个全龄友好、全邻共融、彼此支持、各获所
需的健康社区共同体。

建一个“服务型”社区综合体

说起社区治理，文李燕有自己的一套
方法。

“社区不是我一个人的社区，是每一个同
景人的社区，要想社区治理做得好，就一定离

不开居民群众的参与，大家围炉煮茶摆一摆，
很多问题就都有了答案。”

于是，在整个“新”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
设计和建设过程中，文李燕带领大家问计于
民、问需于民，打破以往“干部干、群众看”的
独角戏难题，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
式，开展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服务需求调查。

最终，5140份问卷，为“新同景”确定了
“健康”的主题。

在“新”社区打造上，同景社区以“健康
家·邻聚Li”为目标，打造了“红岩先锋·健康
加油站”，不断丰富健康合伙人、健康益起来、
健康大讲堂、健康新乐园等全邻全龄活动，让
群众有去处、有乐处、有玩处。

“新同景”的最大特色就是吸引了众多
社会资源入驻社区，区第三人民医院、重医
附二院（江南院区）、东南医院、爱尔眼科、辖
区诊所、药房……全方位为社区群众提供专
业服务。

除此之外，社区党委还坚持党建统领，链
接党建联席会成员单位和社会资源，为辖区
企业、党员、群众开展品牌化、多样化的党群
服务，打造“一刻钟党群生态圈”，为社区居民
提供“一站式”集成服务，让社区居民走出小
家、融入大家、成为一家。

家园式的社区，家人式的服务，情感纽带
让陌邻变睦邻的愿景变成了实景。

创一片“凝聚力”文化氛围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现在火热得很，我刚
来的时候合唱团只有十几个人，现在合唱团
都有200多个人了，还有好多人都想加入，排
都排不过来了。”同景社区同心艺术团团长陈
潓玲笑着说道。

兴趣聚拢居民，多姿多彩的文体活动搭
建了同景社区大家伙儿共同的精神家园。

如今，同景社区同心艺术团已经先后组
建了舞蹈队、民乐队、合唱团、走秀队、快板队
等各类文艺队伍20余支，参与居民已经达到
1000余人。队员们坚持“天天练”“周周演”

“月月汇”“季季赛”，自编自创自演文艺节目，
以多种艺术形式彰显小作品大情怀、倡导真
善美，展现新时代下居民健康美、和谐情、幸
福感的艺术生活。

已经退休的陈潓玲，长期投入到社区文
化团队工作中，除了社区合唱团外，她还是俏
骄阳舞蹈队、秋韵时装队等队伍的成员。“我
们大大小小一年要举办 100多场活动，唱歌
跳舞都是我儿时喜欢的，老了还能重拾以前

的爱好，带动周边的居民朋友，既丰富了他们
的文化生活，也体现了我自己的价值。”陈潓
玲说。

“社区一直都尽最大努力支持我们发展
兴趣爱好，人情味特别浓。”正在党群服务中
心参加合唱排练的居民说起社区服务都笑容
满溢。

一直以来，同景社区以政府主导、社会参
与、群众共建共享为原则，通过举办形式多样
的群众文体活动，让居民在参与和观赏中得
到快乐、愉悦身心和获得精神食粮，共享文化
发展成果。

造一个“一站式”创新就业孵化园

走进党群服务中心的昭扬书法苑，一幅
幅书法作品挂在墙上，有的作者年仅六岁。

“最开始我没有想到会做书法培训，只是
想带好自己的小孩。”昭扬书法苑校长郭小英
说道。

郭小英最开始是一名老师，有了小孩后
就成了全职太太。“我带孩子来社区写作业的
时候，小区周边的邻居夸我家小孩字写得好，
后来大家知道了我字写得还不错。当时在收
集民意调查问卷的时候，有很多双职工家庭
反映小孩放学后托管难的问题，为了解决这
个问题，刚好我也有这个技能，就在社区的牵
线搭桥下，利用社区提供的平台成立了昭扬

书法苑。”
昭扬书法苑自成立以来，已经有2000多

个学生，平时经常与社区联合开展写春联、赛
家风、传家训等国学活动，后来受到越来越多
居民喜欢，还与重庆师范大学签约作为书法
教育实习实践基地，为多名大学生提供实习
就业岗位。

昭扬书法苑不是个例。
为了更好地发挥社区综合体服务经济功

能，同景社区党委牵头，盘活服务中心闲置空
间资源，建成创业就业空间、社会组织孵化空
间、邻里共享空间。除了昭扬书法苑外，还有
元爻自媒体入驻，同时还引入摄影、视频剪辑
培训、智荟树美育（国防文化研学）、共享自习
室、共享办公间等创业孵化园，来多元化帮助
群众“家门口”就业，推动社区经济更好发展。

据长生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如今，同景
社区在继续尝试链接更多力量，携手党派群
团、共建单位、社群组织等资源，为居民群众
开展全生命周期的个性定制服务，推动社区
治理从满足“兜底民生”向“品质民生”转变。
未来，同景社区的治理经验也将会在镇域推
广，推动实现惠民有感质效跃升，基层治理活
力焕发。

□ 万州时报记者 杨琦钜 文/图

3月初，春风料峭，天气微寒。伴着声声
鸟鸣，沿着蜿蜒道路，记者驱车来到万州区余
家镇凤池村，只见一个个大棚整齐排列、一户
户人家联结成片，与错落的梯田、潺潺的溪水
相映成趣，处处都迸发着美丽乡村的勃勃生
机与活力。

在大棚里，一朵朵鲜嫩的羊肚菌正撑起
褐色的“小伞”，壮硕饱满，长势喜人。据了
解，当下正值羊肚菌丰产期，凤池村153亩迎
来了今年春季的“丰收季”。村民们拿着小
刀，穿梭在菌垄间，小心翼翼地采下鲜嫩肥厚
的羊肚菌，丰收的喜悦弥漫在田间地头。羊
肚菌的丰收离不开全村的努力，也离不开黄
飞及其团队的倾力付出。

乡愁
事业小成不忘反哺家乡

黄飞返乡创业前一直在外做生意，先后
在上海开超市，在湖北种植羊肚菌，事业做得
风生水起。但在外的游子总有一份乡愁挂在
心头，正好凤池村党支部书记秦友海多次邀
请黄飞回乡创业，于是在 2023年，黄飞决定
回到凤池村发展羊肚菌产业。

回乡后首先面临的是选址，“羊肚菌属于
低温菌种，对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等生长条
件要求较高。”黄飞告诉记者，“经过全面的考
察，我们最终敲定用村委会旁边的一片地种
植羊肚菌。”为了顺利承包土地，黄飞和村干
部一道挨家挨户上门走访，最终承包了 153
亩土地用于种植羊肚菌。

种植羊肚菌需要相应的技术支撑和科学管
理，黄飞便邀请他的好哥们，毕业于中国农业大

学的王骏和他一起干。“之前在湖北就和他一起
种植羊肚菌，得知他想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我
很敬佩，也愿意跟着他一起。”王骏说道。

经过多方努力，凤池村羊肚菌生产基地
终于落地。当被问及为什么在事业有小成的
时候选择回到家乡发展，黄飞表示，一方面是
被秦书记的诚意打动，另一方面是想助力家
乡发展，带动村民一起增收致富。

丰收
田间撑开了“致富伞”

“这几天是羊肚菌采收的黄金期，大家加
把劲采收。”在凤池村羊肚菌生产基地，去年
冬天种植的羊肚菌迎来了成熟采摘期，村民
们忙着采收、搬运、分装羊肚菌，现场忙碌的
身影成为田间地头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这次羊肚菌的产量大概在每亩 400至
500公斤，产值能达到600多万元！”首次种植
便迎来了大丰收，黄飞的喜悦之情溢于言
表。“羊肚菌只要能种出来，根本不愁卖。这
几年我也积攒了不少客户，一到成熟季基本
就被订完了。”

羊肚菌香味醇厚、营养丰富，是一种食药
兼用菌，一直深受市场青睐，再加上在湖北种
植羊肚菌的经历，黄飞和一些调味品公司以
及上海、深圳等地的大型超市有紧密联系，销
售渠道较广。“此外，我们的羊肚菌还远销欧
美，走向国际市场。”黄飞说道。

为了进一步完善产业链，提升产品的附
加值，黄飞及其团队还搭建了一个羊肚菌烘
干房，一次可烘烤1500公斤，经过6个小时烘
烤后按照50克、100克的分量进行精包装，精
包装的干菌零售价可达到1200元/公斤。

自己创收的同时，也要带领村民增收致

富。据了解，在羊肚菌的播种季和采收季，会
聘请村民来务工，播种季每天100人左右，采
收季每天 50人左右，务工费每人每天 80至
150元，让村民在家门口务工，同时也增加了
收入。“冬闲的时候来务工，还有收入，很开
心。”凤池村村民谭千秀说。

“有时人手不够，我们还会聘请弹子、后
山等周边乡镇的群众来务工，并派车接送。”
黄飞告诉记者，目前仍在采收期，已为务工的
村民发放了93万元的劳务工资，加上后期的
拆棚，每年的劳务费在100万元左右。

希冀
迈向乡村振兴新征程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从前，走出大山、
跳出“农”门，曾经是村民们的渴望，而如今，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逆行”——重返乡村，而
这些人也正成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有生力量。

“从春节到现在，每天都有老乡来我家串
门。”黄飞笑道。原来，这些老乡知道村里正
在发展羊肚菌产业后，也想跟着种植。村里
有了产业，自然会吸引更多的人返乡工作，刘
香成便是其中之一。“他们羊肚菌搞得这么
好，有经验、有技术、有效益，美着哩！”刘香成
说，之前在上海打工，现在不想出去了，就跟
着他们干，还方便照顾家里的老人和小孩。

据了解，凤池村计划再种植200至300亩
羊肚菌，由村民入股，黄飞及其团队为村民提
供技术和管理上的指导，让更多的村民参与
进来。“冬种菌，夏种稻，种菌还能有效改良土
壤、增强肥力，提高稻谷亩产收益，这种轮作
方式能提高村民的种植效益。”黄飞说道，“我
们很高兴老乡们能够参与进来，让他们从中
得到更多的实惠。”

秦友海表示，接下来将努力把羊肚菌产
业打造成联农带农富农的特色产业，助力乡
村振兴。

南岸：探索一站式社区新路径 打造高品质服务型社区

万州：小小羊肚菌 撑起“致富伞”

烘干羊肚菌。

□ 开州日报记者 张鑫坪 黄露 文/图

随着气温回升，开州区 20 余万亩春马铃薯进入
播种期，300 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
科学播种，提升春马铃薯种植管理水平，夯实稳产增
产基础。

“春马铃薯种植密度达不到，产量就提不高。要想提
高产量高，这个间距还要缩短一点。”在赵家街道开竹村
春马铃薯种植现场，农技人员正在指导农户科学播种。

随着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宜机化改造的实施，机械化
耕作运用到丘陵山区耕作当中。马铃薯种植机来回穿梭
田间，一个个“黄金豆”整齐地播种在土地里。赵家街道
种植大户陈流江说：“马铃薯种植机一天可以播种 50多
亩马铃薯，以前人工种植一亩成本300多元，现在机械化
种植一亩成本只有50元左右，要节约6倍。”

据了解，这段时间，开州区农业农村委联合重庆市薯
类产业技术体系创新团队、重庆马铃薯综合试验站等技
术团队，组织300余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对种植户
开展马铃薯高产高效栽培技术培训、机械化播种服务，指
导农户科学育种播种。

据介绍，今年，开州区计划播种春马铃薯20余万亩，
目前已播种16万亩，预计3月20日左右完成播种。

开州

20万亩春马铃薯播种忙

农机手用种植机播种。

□ 巫山报记者 任美莲 陈久玲

初春时节，巫山 7.8万亩晚熟柑橘陆续成熟上市，漫
山遍野的柑橘挂满枝头，构成一幅美丽的田园“橘海”景
色，果农趁着晴好天气忙着采摘柑橘，并将其打包装车，
准备发往预订客户手中。

3月 1日，记者走进福田镇天宫村柑橘果园里，果香
扑面而来，一个个丰硕W·默科特压弯了枝头，黄灿灿的
果实透过翠绿的枝叶挂在树间，甚是诱人。在田间村民
们正挎着竹篮，在果园林里来回穿梭采摘，在分拣中心工
人们则正在打包、装车绘就了一幅“甜蜜”的丰收画卷。

“现在果园里的W·默科特、卡拉红橙这些晚熟柑橘
已经可以上市了，我们公司种植的柑橘有 1500多亩，每
天组织 60多个工人采摘，从一月份开始，现在已经采了
300多吨了，全部销往外地了。”天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果园管理人曹学文说。

当下正是晚熟柑橘成熟上市的时节，福田镇积极组
织镇村干部、种植大户与经销商对接，联动果农，通过

“线上+线下”方式，拓宽销售渠道。福田镇共种植晚熟
柑橘 1.6万亩，目前，已销售柑橘 600吨。柑橘产业是福
田镇群众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该镇不断探索村集体经
济建立起以发展晚熟柑橘、特色乡村旅游为主导的产业
发展模式，依托专业合作社带动村民参与，让当地群众
有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自主种植、集体经济分红等多份
收入。

“我们从一月份到果园务工，主要是采摘柑橘，一个
月大概拿得到2到3千元，很满意。”天宫村村民王兴彩告
诉记者，除了采摘，园区还能除草、施肥等，一年下来，她
在家门口就能有上万元的务工收入。

近些年来，全县发展柑橘种植面积已达 20万亩，其
中晚熟柑橘默科特、沃柑等有7.8万亩，年产量4.3万吨，
因晚熟柑橘可从上年的12月底卖到次年的3月，从而填
补了市场空档期。自晚熟柑橘上市以来，巫山积极拓宽
线上、线下销售渠道，助力果农增收，截至目前，全县已销
售柑橘5.9万吨。晚熟柑橘成熟以后，不仅能丰富本地市
民的果篮子，还通过生鲜物流运送到全国各地。

巫山

7.8万亩晚熟柑橘陆续上市

3月4日，綦江区拟上市储备库企业重庆新视通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的“认股权+贷款”业务在重庆股份转让中
心登记，并成功获得额度10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这是
重庆获批开展认股权综合服务试点以来的首笔业务，也
是中西部首单“认股权+贷款”业务。

“认股权+贷款”业务是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授信的
同时，标的企业以融资额的一定比例授予认股选择权，金
融机构利用未来行权潜在收益作为风险抵补的一种创新
融资方式。该模式可以有效解决科创企业抵质押物不足
导致的融资难题，同时也为金融机构获取优质客户和超
额收益提供了一条新的路径。

2023年 11月，重庆获批认股权综合服务试点城市，
綦江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在第一时间行动起来，在区内
外寻找合作金融机构，在区内走访符合业务要求的标的
企业。2023年12月，綦江区金融发展服务中心联合重庆
股份转让中心、兴业银行重庆分行走访了园区内多家标
的企业。经银行筛选，最终有 2家拟上市储备库企业符
合银行要求。

本次“认股权+贷款”业务成功办理是綦江区通过
做好服务工作，切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
有益实践，也是落实金融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
通过该笔“认股权+贷款”业务，不仅拓宽了科创企业
的融资渠道、降低了融资成本，对整个重庆地区乃至
整个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参与认股权业务都起到
了良好的示范效应。同时该笔业务将吸引区内外金
融机构聚焦綦江科创企业，推动“科技—产业—金
融”良性循环。 据綦江日报

中西部首单“认股权+贷款”
业务落地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