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XIN YU BAO

042024年8月1日 星期四
责编 王雨诗 美编 阳晖看重庆

□ 新华社记者 李富玉 唐奕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曾是重庆市
18个深度贫困乡镇之一，土地撂荒、村集体
经济薄弱、农户收入不稳。然而，一群年轻人
的回归与努力，让这片土地重焕生机，实现了
从贫瘠到富裕的蝶变。

青年力量，唤醒沉睡的土地。中益乡华
溪村曾是典型的“空壳村”，2020年7月，华溪
村与其余6村联合成立益起奔跑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整合全乡资源，推动农文旅融合，成
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而新引擎的“燃料”，
正是回乡青年的热情与智慧。

39岁的刘成勇，是这群年轻人的领头
雁。他于2018年放弃城市工作回乡，成为益
起奔跑公司的掌舵人。

回忆起公司初创时的情景，刘成勇感慨万
千。中益乡所辖7个村过去均是支柱产业“空
白村”、集体经济“空壳村”，各村“单打独斗”，发
展乏力。为加快推进中益乡农文旅融合发
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刘成勇深知，必须整合全乡资源、盘
活闲置资源，才能带领村民们奔向共同富裕。

益起奔跑公司因此以中益乡各村党支部
书记为第一负责人，组建了一支40余人的队
伍，负责承接大中小学生研学旅行、企事业单

位团建等活动。
以前乡里大量劳动力外出打工，如今不少

青壮年返乡回流。中益乡过去3年吸引回来
100多名创业者，催生了许多像产业经纪人、“乡
村CEO”、研学讲解员这样的乡村“新农人”。

谭操就是其中之一。“90后”的他曾是城
里的健身教练，月收入可观，但在看到家乡的
发展机遇后毅然回乡，加入益起奔跑公司，成
为主理人之一。“在乡村创业打拼，真的很有
成就感。”谭操说。

在益起奔跑公司的努力下，中益乡因地
制宜开发了多个研学、团建等基地，开展土家
文化农耕体验、蜜蜂科普、手工体验等课程。
截至目前，益起奔跑公司累计承接中小学生
研学2.4万人次，经营收入超1200万元。

此外，公司还重视对返乡人才的培养，并
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28岁的杨秧
是益起奔跑公司“人才库”的后备人才，他于
2022年返乡创业，与奔跑公司合作在盐井村
租借厂房制作土家腊肉。如今，腊肉不仅成
为中益乡的一大特色产业，其制作过程还将
被纳入研学课程。

随着益起奔跑公司的蓬勃发展，中益乡
的乡村旅游也迅速兴起，农副产品热销。华
溪村的好品馆内展出30多种当地农副产品，
研学团和游客们常来馆内消费，最火爆时一

天有近6000元的营业收入。
刘成勇告诉记者，在公司的带动下，中益

乡的村民们也开始以旅游管理、经营农家乐
和销售旅游农产品等方式参与到乡村旅游发

展中来，实现了就地就业和持续增收。
“相信三五年后我们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回来。中益乡还在半山腰，我们还要继续奔
跑，一直到山顶。”中益乡党委书记刘登峰说。

□ 梁平日报记者 张晓庆

今年以来，梁平区以“一件事一次办”改革
为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监管改革创新，以创
新登记、贴心服务、柔性执法等举措，为各类经
营主体发展提供更加友好包容的发展环境，有
效激发了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经营主体稳
步增长活力迸发。据统计，1至6月梁平区新注
册登记经营主体3162户，注册资本达7.4亿元。

创新登记
助力创业者轻松起步

“家人们，这是我们今年的爆款发饰，满
满的国风元素，喜欢的宝宝可以下单哦！”近
日，位于亿联天华电商物流产业园的某发饰
公司主播正在直播推销自家的发饰。

据了解，该发饰公司是一家电商企业，
2023年，为了更好地创造收益，公司负责人
钟湘通过集群注册登记，办理了 8个营业执
照，网店从 1家变成了 8家，日营业额也从
4000元变成了8000元，同比增长100%，达到
了更好的运营效果。

钟湘口中的集群注册是指多个经营主体
以一家集群托管机构经营场所地址作为登记
地址，并由该托管机构提供托管服务，组成企
业集群，形成经营主体集群集聚发展的登记
注册模式。这是梁平支持小微企业规范经营
和创新发展，降低创业者注册门槛，节约开办
成本，打造高效便捷的市场准入环境的重要
手段。

“开办企业的首要条件是有经营场所，然
而对小微企业或初创公司来说，由于房租成
本较高，经营场所往往变成创业的‘门槛’。”
梁平区市场监管局注册和许可科科长廖振勇
介绍，集群注册登记能进一步释放场地资源，
为缺少资金、没有办公场所的创业者，提供登
记注册便利，有效降低创业成本，破解企业发
展初期的瓶颈，让没有独立办公场所也可投
资办企业成为现实。

自2021年起，梁平创新实施集群注册登
记，大力支持创客空间、众创空间、创业孵化
器等创新创业载体发展，让经营场所不再成
为创业的“门槛”。截至今年 6月底，梁平区
已累计办理集群注册登记1043家。

贴心服务
提振经营主体发展信心

近日，重庆市家乡货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负责人张丽的抖音小店终于开起了，这也让
她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

张丽在金带街道种植了 130多亩辣椒，
由于管护得当，辣椒长势好，产量高，眼下辣
椒已到成熟采摘季。为进一步拓宽销售渠
道，她想通过抖音平台进行线上销售，但当她
用手机注册抖音小店时，“企业经营异常”却
成了开店的阻碍。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张丽无法注册抖音
小店？

原来，早在2021年张丽便注册了自己的
公司，前两年她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了企业年

报，然而 2023年她却未履行企业年报义务，
导致企业被列入企业经营异常名录。但辣椒
销售不等人，于是张丽找到梁平区市场监管
局寻求解决方案。

梁平区市场监管局了解情况后，立即进
行了核实，并告知当事人如果要开网店，必须
从经营异常名录中移出，否则无法顺利注
册。但考虑到张丽情况特殊，梁平区市场监
管局启动了特事特办服务流程，对企业进行
信用修复。

“案件办理过程中，我们遇到数据同步
慢、流程走不通等无法处理的难题，为此，我
们积极与市市场监管局进行沟通，说明情况，
并持续跟进业务办理，确保经营主体的实际
困难得以解决。”梁平区市场监管局信用修复
科科长唐吉波说。

“按照正常的办事流程，可能我还要等一
段时间，但好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贴
心服务，让我快速成功注册了抖音小店。现
在辣椒在网上卖得很好，更加激发了我发展
农业的信心。”张丽感激道。

柔性执法
助力经营主体健康成长

位于梁山街道迎水村的重庆市梁平区谷
多多米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谷多多”）经过
近 1年的发展，企业口碑好、市场认可度高，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产值700余万元。

“多亏了市场监管部门的柔性执法和耐
心监督指导，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得到更好落

实，企业才会有良好的发展态势。”谷多多总
经理丁俊皓说。

谷多多是一家食品加工企业，其中食品
检验室是企业必备的自检设施，保障产品的
质量安全。但此前梁平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
员在对该公司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时却发现：
食品检验室运行不规范，未按照有关规定完
善检查记录。

“食品安全大如天，食品生产企业必须把
好入口关和出口关，建立落实好进销货管理
制度，开展好食品原材料进货查验和成品出
库前检验，并如实做好记录，如果遇到不合格
的产品能追根溯源，及时有效遏制食品安全事
件发生。”梁平区市场监管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考虑到违法行为轻微且未发生安全事
故，梁平区市场监管局对谷多多进行了适时、
灵活、有针对性的各种指导，帮助企业有效整
改，最终通过现场核查、取证，谷多多整改成
功。如今，食品检查室正常运营，有效提高了
检测效率，降低了企业成本。

近年来，梁平区市场监管局围绕市场监
管重点领域，坚持以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为己
任，积极转变监管执法理念，实施包容审慎监
管，充分尊重和保护经营主体合法权益，将严
查严管向差异化监管、柔性执法转变，推进包
容审慎监管，让监管有力度、包容有尺度、执
法有温度，进一步激发经营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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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平经营主体稳步增长活力迸发

石柱中益乡：回乡青年带领乡村“一起奔跑” □ 潼南报记者 段东敏 王浪 刘文静

保障居家养老安全，尤其是空巢独居老年人的安全，
是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关注度最高的需求之一。近日，
潼南区全新推出“独居老人AI守护”平台，用科技的力量
保障高龄独居老人的居家养老安全。

“有了这个智能摄像头，有什么异常，网格员就会来
家里看我，在外的家人放心多了。”家住桂林街道花厅社
区的独居老人米福兰，其儿子儿媳常年在外打工，时常牵
挂老人。如今，院坝上方一个智能监控设备宛如贴心的

“守护神”默默站岗，时刻关注着老人的状况。
在该设备所连接的桂林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

作人员正通过“独居老人AI守护”平台查看辖区内独居
老人院坝的监控视频。“只要时限内老人没有出家门，平
台就能收到报警，我们会立即调度网格员前去查看。”桂
林街道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工作人员赖未介绍。

“独居老人AI守护”平台通过前端发现、云上调度、
线下处置的“守护”体系，实现了动态感知预警与社区快
速响应处置的实时联动，这是潼南区推动三级数字化城
市运行和治理中心建设的生动实践。

据了解，随着数字重庆建设的深入推进，潼南区立足
自身实际，突出实战导向，不断强化治理中心感知预警、决
策支持、监督评价、复盘改进等核心功能，以数据流整合决
策流、执行流、业务流，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智慧化发展。

下一步，治理中心将紧扣“实战枢纽”定位，坚持边运
行边建设边提升，全力推进平台、数据、应用、体制机制“四
个贯通”，迭代升级标准规范、制度规则、安全防护、工作推
进“四个体系”，努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

涪陵首批纯电动重卡投运
绿色物流助推新材料产业发展

□ 巴渝都市报记者 夏雷

绿色物流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推动绿色低碳
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近日，重庆万凯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重庆万凯”）首批 10辆纯电动重卡投入
运营，每年可降低物流成本上百万元，这也标志着涪陵新
材料产业的绿色物流正式拉开帷幕。

当日上午，记者在重庆万凯新材料园区内看到，一排
排崭新的重型卡车满载产品整装待发，准备将产品运送
到涪陵龙头港中转，随后由铁路、水路运输到全球各地。

据了解，由星路新物流公司投入运营的10辆纯电动
重卡，主要用于重庆万凯PET瓶级切片的原料及产品从
厂区到涪陵龙头港的定向运输。车辆搭配重汽 490kW
大功率电机、四挡变速箱、无忧换挡和自研整控系统，具
备高效、环保、智能、节能的特点。

“纯电重卡的运行，对比燃油重卡，为我们节省了近20%
的短驳物流成本，一年为万凯节约物流费用100多万元，大
幅降低了我们的运输成本。”重庆万凯物流经理林政表示。

据了解，重庆万凯主要生产食品级PET高分子新材
料，现有产能达到180万吨、产值150亿元，产品远销多个
国家和地区。目前正加速推进四期、五期建设，建成后产
能将达 340万吨，成为全球最大的PET生产基地。通过
发展绿色物流，企业不仅每年能降低 20%的物流运营成
本，还能减排920吨二氧化碳。

作为涪陵白涛新材料科技城首家在物流运输中投用纯
电动重卡的企业，重庆万凯将与中国重汽集团、星路新物流
公司携手合作，共同推动聚酯瓶片产业与新能源汽车的深
度融合发展，为涪陵乃至重庆的新材料产业绿色发展注入
新活力，为中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

“独居老人AI守护”平台上新
潼南基层治理变“智”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