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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日报记者 龙丹梅

“一年没挣几个钱，人情就要送几万，生
活开支成问题，难！难！难！”

“坚决杜绝无事宴，勤俭节约是关键，反
对铺张和浪费，照着办！”

近日，巫溪县塘坊镇金龙村李家垭口，塘
坊镇“倡导移风易俗 建设五美城乡”文明实
践活动上，“宁河金喇叭”文艺宣讲队队员谭
孝菊带着自创的“抵制无事酒”三句半一登
场，现场便响起热烈掌声。大家都说，这首

“三句半”字字句句都写到了村民心坎上。
记者近日从巫溪县了解到，该县近年

持续大力整治无事酒，引导群众破陋习、转
观念、树新风，去年以来共劝导“无事酒”
356起。

聚合力
村民自创“三句半”抵制无事酒

当“人情”变成一种债务，原本是中国人
礼尚往来重要表现形式的“吃酒”便成了一种
负担。对此，家住巫溪县塘坊镇塘坊社区的
谭孝菊老人深有体会。

搬家办酒、孩子满月办酒、生日办酒、升
学办酒、出院办酒……76岁的谭孝菊掰起了
手指，她家的送礼簿子上密密麻麻地记满了
名字，以前一年仅送礼就要送上两三万元，超
过她在家务农一年的收入。更有甚者，实在
想不出办酒的名目，便从自家小楼的楼上搬
到楼下，或为尚未出生的胎儿提前办“保胎
酒”等，名目繁多，数不胜数。

今年，塘坊镇发动群众通过多种形式参

与抵制无事酒。作为镇上文艺团成员的谭孝
菊，便发挥特长，将这些年来自己所参加过的
桩桩件件“无事酒”写进了这首“三句半”。

比如办酒的名目，“张家老大叫张新，一
年结了两次婚，生了孩子又收情，扯他的筋
（当地俗语，意为乱来）！”“李家老人归西天，
兄弟姐妹办酒宴，人情簿子设五个，我的天！”

谭孝菊的三句半出炉后，文艺团连夜编
舞、配乐，将这首“三句半”改编成节目。在塘
坊镇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中，这首“三句
半”很受大家喜爱。谭孝菊告诉记者，当地人
都讨厌无事酒，但碍于情面不好说出口，通过
三句半、民谣等形式，将大家的心声广为宣
传，想办无事酒的人便有了舆论压力。

据了解，巫溪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
充分发挥党员干部、先进典型、志愿组织、社
会力量、广大群众“5支力量”作用，聚集起抵
制无事酒的合力。当地还成立了330支家风
服务队，教育引导亲朋好友、街坊邻居不办
理、不参与“无事酒”。

破陈规
红白事“文明菜单”引领新风尚

借机敛财的“无事酒”大家不欢迎，大操
大办的红白事也给群众造成了负担。文峰镇
三星村“总管”（当地民间委托操办红白事事
务的“管事”）朱兴安告诉记者，以一场 50桌
的酒宴为例，每桌菜品至少 20个，其中必须
包括牛肉、海鲜等外地运来的高价冻货。酒
水管够，香烟至少 100条——除酒宴上使用
外，帮忙的人人手一包。来参加酒宴的人要
回礼，至少要回一个 6元左右的饮料。就这

样，至少也得花费四五万元，这还不包括车
队、乐队、歌舞队、烟花爆竹等支出。

红白事造成了大量浪费，光剩菜剩饭就
得装满好几个冰柜。此外，还要制造大量垃
圾，一场红白事收运的垃圾相当于平时小半
个村的收运量，其中多是一次性餐具等白色
垃圾。

为了避免浪费，文峰镇红白理事会牵头
制定《红白办理倡议》，提倡村民红白事简
办。比如，在菜品数量上，提倡红事每桌不超
过 16个菜，白事每桌不超过 13个菜，建议村
民使用本地产新鲜肉类、蔬菜，不买高价冻
货；再如，建议不给来帮忙的村民回饮料、喜
糖等伴手礼，让邻里之间的关系回归互帮互
助的本真。

但真到了要办事时，谁家都不愿意为了
省钱丢面子，谁都不愿意当这“吃螃蟹”的第
一人。

今年 2月初，朱兴安的父亲过世。按照
农村习俗，当地村民得知消息后，纷纷主动上
门来帮忙。响应村两委号召，朱兴安决定白
事简办，把宴席的菜品从 20个减少到 13个，
没有购买高档菜品，也没为帮忙的村民准备
整包烟、饮料等回礼。但他心里还是惴惴不
安，担心村民议论他小气。

村干部也来了，他们帮忙给前来参加
葬礼的群众解释：“不是主人吝啬，是为了
响应政策”“一家有事百家忙，家家户户都
到场……”

由于减少了菜品，朱兴安让厨师把本地
的肉、菜做得更精，大家都说味道不错。有村
干部帮忙做工作，响应白事简办的朱兴安不
仅没有丢面子，还省下了6万多元。

“土味”劝诫
让老百姓看得懂、听得进

如何有效运用新媒体，以老百姓喜闻乐
见的形式让“婚事新办、丧事简办、余事不办”
的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巫溪县有效引导
当地本土自媒体，以快板、短视频等多种形式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巫溪在治理“无事酒”工
作中的有效举措和成果，让老百姓看得懂、听
得进、入脑入心。

通城镇青梅村村民陈振平自创顺口溜抵
制无事酒，并通过短视频平台用方言发布，

“猪圈围栏也整酒，有人上楼搬下楼……”陈
振平以亲身经历写下顺口溜，视频一发布，叫
好又叫座。

在巫溪本土自媒体“爆笑巫溪”的视频合
集中，以治理“无事酒”为主题的视频就有 5
个，点击量都超过10万。

在讽刺性短视频《不整“无事酒”，不赴违
规宴》中，头一回，村民“张漂亮”开着小汽车
去吃酒；第二次，小汽车变成了摩托车；第三
次，摩托车变成了儿童自行车；第四次，又有
人叫“张漂亮”吃酒，送礼送到家徒四壁的“张
漂亮”再也不敢去了……

这些以本土方言为特色的短视频一发
布，就以其独特的“土味”深入人心。有人这
样留言：“虽然亲朋都参加，前边挂礼后边骂；
都知挣钱不容易，无事整酒行得差，邻里之间
多相帮，不为钱财传佳话。”

□ 梁平日报记者 舒琪琦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为做
好特困人员的关心关爱和照料服务工
作，切实兜牢、兜稳、兜好特困人员的
基本生活底线，近年来，梁平区立足实
际，积极探索，采取切实有力措施“解
需”，拓展帮扶服务“暖心”，助力特困
人员实现“幸福供养”，不断提升他们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保险+服务”
让特困人员“病有所护”

“一个人生活了大半辈子，年纪大
了就怕生病住院没有人照顾。住院护
理保险让我在住院期间能请到护工照
料，很好地解决了我们这些特困老人
的担忧。”65岁的李立连高兴地说。

据了解，独自一人生活的李立连
是梁山街道石马山社区的分散供养特
困人员。今年 1月，李立连因病住院 9
天，期间请了一名护工来照料自己住
院期间的日常生活。因其情况符合梁
平区推行的特困人员住院护理保险制
度的理赔条件，保险公司为其理赔了
住院护理补助金990元，让老人真正享
受到“病有所护”的福利。

近年来，为满足特困人员多样化
的保障需求，梁平区民政局积极创新

“保险+服务”救助模式，建立特困人
员住院护理保险制度，充分发挥商业
保险的补充作用，为全区特困人员购
买住院护理保险，有效破解特困人员
住院期间照料护理难题，切实兜牢兜
住了特困人员“病有所护”的“最后一
公里”。

“标准+专业”
让特困人员“养有所依”

“我在这里过得很开心，平时可以
看看电视、晒晒太阳、聊聊天，一日三
餐都不用担心，还有工作人员照顾我
们的生活起居。”72岁的潘锡明是入住
福禄镇敬老院的一名特困人员，谈起
在这里的生活，他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我们配备有健身器材、阅览室、
娱乐室等，可以满足老人们的日常生
活所需。”福禄镇敬老院工作人员介
绍，目前，敬老院入住了 14名特困人
员，闲暇时，大家还会自己种种菜、养
养花，生活过得有滋有味。

为保障特困人员实现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近年来，梁平区
民政局不断强化集中供养特困人员

“标准+专业”模式，在提升特困人员集
中供养机构服务能力方面下功夫，以
完善基础设施为重点，对全区 21个乡

镇敬老院进行改造升级，持续提升乡
镇敬老院标准化集中供养能力。同
时，还建成梁平区老年护养中心，通过
打造医养结合供养模式，为全区失能
特困人员提供专业护养服务，解决失
能特困人员康养问题。

“服务+监督”
让特困人员“困有所助”

目前，梁平区共有 2800余名分散
供养特困人员，为帮助他们实现基本
生活有保障、日常起居有照应，梁平区
民政局还积极探索“服务+监督”的分
散供养特困人员照护服务模式，多措
并举为其托住“稳稳的幸福”。

在做好照料护理方面，梁平区民
政局为分散供养特困人员签订委托照
护协议，落实好乡镇（街道）及村（社
区）干部、照料护理人“月走访、周探
视、日照料”制度，切实保障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的日常照料服务。

同时，梁平区民政局还积极落
实监督责任，引进专业社会工作机
构开展季度探访，及时发现分散供
养特困人员照护方面存在的问题，
并督促整改落实；通过对自理能力
发生变化的特困人员进行评估，不
断优化服务方式，进一步实现特困
人员“困有所助”。

日前，位于沙坪坝区国际物流
枢纽园区的兴隆场编组站，货运列
车整装待发，一派繁忙景象。

兴隆场编组站是全国路网型编
组站之一，也是西南地区规模最大
的铁路编组站，中欧班列、西部陆海
新通道等国内外货运班列在这里编
组出发。今年一季度，该车站总共
编组159.77万辆。

据悉，作为陆港型物流枢纽的沙
坪坝区，目前，已经形成中欧班列、渝
甬班列、渝满俄班列、西部陆海新通
道“四向齐发”国际通道格局。中欧
班列（成渝）已稳定运行线路超 50
条，辐射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10个
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通达全球121
个国家和地区的503个港口，发挥西
部对外开放大枢纽作用，助力重庆从
内陆腹地变身开放高地。

沙坪坝报记者 孙凯芳 摄

看得懂 听得进 入脑又入心

巫溪村民创作三句半抵制“无事酒”

梁平：从“特困兜底”到“幸福供养”

□ 万州时报记者 尧华燕

“公司能在短时间内出栏这么多头猪，还
赶上生猪价格上涨的好时机，不得不说这笔
资金就是‘及时雨’啊。”近日，顺利出栏一批
生猪后，牧邦生态农业发展（重庆）有限公司
负责人如此说道。

牧邦生态农业发展（重庆）有限公司主要
从事规范化生猪养殖。前段时间，因企业日
常经营，急需流动资金 300万元。正在企业
为融资发愁时，万州区推进的农业生产设施
设备所有权登记抵押改革试点工作为其带来
了利好消息。

原来，为解决农业经营主体因缺少抵押
物导致的融资问题，万州区积极改革创新，探

索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融资新模式。
目前，万州区已初步构建起“农交中心确

权登记—农经站颁证—农交中心抵押登记—
金融机构放贷”的全流程服务链条，形成农业
生产设施设备所有权纳入抵质押融资的全流
程机制，填补了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所有权抵
押融资的制度空白，为农业经营主体拓宽融
资渠道提供了新思路，也为金融机构业务创
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人民银行万州分行的指导下，5家金
融机构结合自身市场定位与经营优势，创新
推出了专属金融产品，如重庆农商行万州分

行推出“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贷”专项产
品，邮储银行万州分行主动优化业务模式，将
重庆市农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创设的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抵押信用贷”担保产品嵌
入现有涉农信贷产品之中，通过“抵押+担
保”的方式，为农业经营主体融资增信，扩大
企业融资规模，全面保障农业经营主体资金
需求。

今年来，万州区银行机构建立货币信贷
到村联络员机制，对具有一定设施设备的涉
农企业开展网格化对接，积极宣传农业生产
设施设备所有权抵押融资最新政策，提供融

资建议、信贷培育等综合服务。重庆农商行
万州分行在了解到牧邦生态农业发展（重
庆）有限公司的情况后，鼓励企业积极申领
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产权权证，并为其定制

“农业设施设备抵押”融资方案，打通农业生
产设施设备抵押变现渠道，助其成功获得农
业设施设备抵押贷款 300万元，实现“资产”
变“资金”。

据悉，该笔融资是万州区首笔落地的农
业生产设施设备所有权抵押融资贷款，万州
区也是渝东北片区首个推行农业生产设施设
备所有权抵押融资的区县。

万州：农业生产设施设备可抵押 首笔融资贷款300万元落地

沙坪坝

物流大通道助力西部大开发

□ 荣昌报记者 杨丽丹

近日，荣昌区商务委传来消息，重庆能投物流有限公
司公用型保税仓库通过海关验收，标志着该区首家公用
型保税仓库将正式对外提供保税仓储服务，对进一步完
善和增强荣昌物流配送体系和功能、优化投资环境促进
招商引资工作将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重庆能投物流有限公司公用型保税仓库位
于川南渝西综合物流园内，计划仓储面积 2000余平方
米，能够实现物资仓储服务6万吨/年，到发、仓储货物总
值3亿元左右。该公用型保税仓库将协同川南渝西物流
园铁路到发功能，衔接西部陆海新通道、中欧班列（渝新
欧）、长江航运江海联运，带动货运物流、检验检测、国际
贸易、货物供应链等配套项目，助推荣昌区加快融入国际
供应链市场，有力促进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

“公用型保税仓库是指经海关批准设立的专项存放保
税货物及其他未办结海关手续货物的仓库，在政策上具有
暂缓纳税、保税的优势，在功能上具有通关手续相对简单、
节约时间成本的特点。”荣昌区商务委商贸物流服务中心
主任冯太国介绍，之前由于缺乏公用型保税仓库，荣昌区
进出口企业需要通过口岸保税仓库或海关特殊监管区域
通关等渠道实现保税的优惠政策。重庆能投物流有限公
司公用型保税仓库的验收运营，将有效破解这一困局。

今后，对于保税仓库内的货物，在海关规定的存储期
内，企业可暂时缓缴进口税款，免领进口许可证或其他进
口批件，将为荣昌区及周边地区的外贸企业提供更多便
利，大大减轻企业资金周转压力。同时，荣昌区在招商引
资时，也可依托保税仓库的功能优势，优化升级整体投资
环境，促进外向型经济快速发展。

荣昌

首个公用型保税仓库通过海关验收

綦江

古剑山风景美 游客流连忘返

近日，綦江区古剑山，众多游客在此游玩，欣赏美丽
的风景。山顶千年古刹净音寺旁，有一阳桥似天外飞虹，
蔚为奇观。阳桥之下，两座孤峰相对兀立，咫尺之遥而深
谷万丈。在桥头站立，极目远眺，白蒙蒙的云雾在脚下蒸
腾，清风扑面，让人顿生一种腾云驾雾、飘然若仙的快感。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