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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渝报记者 犹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才振兴是乡村振
兴的基础”“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关键靠人”。
近年来，大足区全力推动将现代“新农人”培
育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抓手，打好
人才“引、育、留”组合拳，着力在人才创业体
系、培训体系、生态体系方面精准发力，有效
聚智聚力描绘了富有大足特色的乡村振兴现
代版“富春山居图”。

党建引领
大丰大足、共享共富

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引领农民实现
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为坚持选优配强，
破解发展集体经济人才支撑乏力等问题，
大足区按照市委关于增强发展新型农村集
体经济能力要求，打破行业、身份等壁垒，
选优配强人才队伍，为集体经济发展提供
人才保障。

村党组织头雁领飞。大力选拔懂发展善
治理、有干劲会干事、能够团结带领群众推进
乡村振兴的优秀人才进入村“两委”班子，在
大足已成为共识。目前，大足区全面实现了
村党组织书记、村委会主任“一肩挑”，年龄总
体较 2021年换届前下降 4.6岁，大专以上学
历占比提升19%。

各类人才聚集一线。在实际工作中，
大足区重点深化落实驻村帮扶长效机制，
按照“选准、训强、用好”要求，压茬轮换驻
镇驻村干部 49 名，选派乡村振兴指导员
203名，新招录 43名选调生到村任职，储备
710名村级后备人才，各类人才上山下乡成
为新风尚。近年来，大足共出台乡村人才
培育工程实施方案、推进乡村人才振兴若
干措施等政策 10余项，对科技人才和技术
人才引进等进行扶持，累计引进城市青年
下乡创业 500余人。

同时，大足区多年来持续集聚各类资源、
破解保障集体经济发展要素不足问题，组建

“强村公司”、破解集体经济产业“小散弱”问
题，通过“五星村庄”“最美基层干部”“最美新
农人”等创建评比活动，破解基层党建活力不

够等问题，带动农村集体经济迅速发展，村集
体经营性收入和收益大幅增加。

玉龙镇玉龙村党支部书记王弟刚，采取
“支部+村集体+公司+农户”模式，带领村民
将荒地“变废为宝”，将扶持资金和村集体资
金入股到中药材公司，实现风险共担、收益共
享。到现在，该村已发展种植基地 3000余
亩，提供就业岗位年26400人次，增加农民收
入200余万元。

经济发展起来了，王弟刚的威望也树立
了起来。他顺势在村里推行乡风文明建设、
大抓基层治理，又积极推进基础设施建设，改
造厕所、安装天然气、修路亮灯……如今的玉
龙村，乡村颜值高、乡土韵味浓，村里的农家
乐常常爆满。

专业化培训
高素质农民不断涌现

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大足区高素质农
民培育逐渐迈入了专业化轨道。自 2014年
以来，大足累计开展高素质农民教育培训
150期，培育高素质农民7812人，认定新型职
业农民 168人，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 228人，
评定农民技术职称70人。建立培训对象库1
个、区级师资库 1个、农民田间学校 23所、青
年农场主创业孵化基地 9个、实习实训基地
25个。

与此同时，大足区还建立起重点任务
培训体系，紧扣全面支撑粮食和重要农产
品稳定安全供给，全面支撑农民素质素养
提升等重点任务，开设水稻、玉米大豆、油
菜、冬菜、中药材、黑山羊、动物疫病防治、

“稻+N”等 10多个专业培训班，仅 2023年就
培育学员 749人，并遴选各类优秀人才 58
人参加市级提升培训，其中“头雁”12人、农
村致富带头人 18人、农村实用人才 22人、
农民讲师 6人。

中敖镇天台村山高路远，发展较为滞
后。“80后”退伍军人涂科强担任村支书后，
团结村支两委、培训动员高素质农民、带领全
村群众，先后种植优质粮油菜轮作 1000余
亩，榨菜300余亩，大豆玉米600余亩，修建蚕
房 3个，养蚕 6批次/年，完成“撂荒地”和“非

粮化”土地整治 380余亩，积极谋划种植高
粱、辣椒等特色产业示范片 250余亩。2022
年他被大足区农业农村委认定为大足区农村
致富带头人，2023年天台村党支部荣获重庆
市大足区先进党组织。

高素质农民不断涌现并发挥作用，大足
区特有的“科技特派员+签约教授+柔性人
才”帮带培训体系以及农业农村委、农广校等
部门和机构功不可没。到目前，大足已经签
约中国水科院长江所、西南大学、市农科院等
单位教授20余人，采取现场教学、座谈交流、
示范操作等方式带动756名乡土人才增技提
能。连续两年举办“中组部、团中央赴渝博士
服务团大足行”团务活动，聘请4名农业领域
专家为“大足区高质量发展顾问”，开设“大足
人才讲堂”，实现专家进大足、技术进大足、培
训进大足。作为农民培训的主阵地，大足区
农广校于 2020年被评选为市级农民教育培
训示范基地，并连续两年享受基地建设补助
资金40万元。

人才引进
“多”“快”“好”

近年来，大足区坚持政策、需求、问题导
向，加强乡村人才队伍建设，切实为大足乡
村人才振兴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和智力
支持。

北碚人刘后黎在西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
进修时，深刻认识了遗传稳定、体格较大、生
长发育快、抗病力强、肉质好的大足黑山羊。
2011年，嗅到商机的他综合大足的人才引进
和招商引资政策，以西南大学大足黑山羊研
究课题组专家为技术后盾，迅速在铁山镇流
转了 170余亩土地，注册成立了重庆市大足
区瑞丰现代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当年就建成
了大足区最大的养羊场。

为了让黑山羊产业提质增效，让养羊农
户赚更多的钱，刘后黎陆续在北碚区、渝北
区、大足区开了多家“渝羊轩大足黑山羊专
卖店”，旺季单店月营业额近 100万元。他
还牵头成立重庆羴特黑山羊股份合作社，建
立了屠宰、分割配送中心，吸纳社员 100多
户，对 500多户黑山羊养殖户集中开展扶贫

技术培训，且瑞丰的活羊收购价格普遍高于
市场价。

10年来，刘后黎帮助合作社社员增收累
计超过1500万元，为当地百姓提供土地流转
费和劳务收入超过1000万元。如今，他已经
把大足黑山羊推广到万州、云阳、南川等 20
多个区县，以及云南、贵州、四川、福建、海南
等10多个省，带动养羊农户1万人以上，让大
足黑山羊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柱产业。

聚焦“新农人”核心群体，培育致富“头
雁”，大足区努力构建创业服务体系，培育“共
富先行人”。近年来，大足区始终强化“政策
篮子”，累计引进“养虾博士”袁建明等符合科
技人才和技术人才政策的500余名城市青年
下乡创业，同时积极丰富“归家实习”行动，年
均引导 200多名大学毕业生返乡，各部门和
镇街还编织“乡情纽带”，引导成功企业家兴
乡，多年来已回引成功企业家100余人、带动
社会资本约6亿多元。

大足区聘请赴川赴渝博士服务团成员等
川渝两地专家人才为“高质量发展顾问”，长
期到区指导，大学生公益性岗位、就业见习、
创业担保贷款等各项惠及高校毕业生补贴发
放足额、及时，村镇教育、卫生人才引进对口、
到位。“党建·渝才荟”综合场景布局大足，全
市73项人才服务全部配置到位，高层次人才

“一站式”服务平台由线下服务提档升级为
“线上+线下”服务，全面实现人才服务“网上
办、掌上办、线上办”。

大足区通过聚焦“三篇大文章”，以乡村
人才振兴为核心战略，不仅培育出一批批高
素质农民，成为推动农业现代化的生力军，
还成功吸引了各类人才回归乡村，激活了乡
村发展的内生动力，书写着乡村振兴的辉煌
篇章。

未来，大足区将继续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和“三农”工作的
重要论述，进一步优化人才引进和培育机制，
强化政策支持和保障，不断激发乡村振兴人
才的创造力和活力，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
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贡献力量。在这片充
满希望的田野上，大足区正阔步前行，向着更
加美好的明天进发。

□ 重庆日报记者 陈维灯

近日，记者从市生态环境局获悉，自 8月 8日“2024
年第二轮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有奖征集”活动开展以
来，已接到符合奖励条件的举报线索31件，其中21件已
兑现奖励。其中反映“铜梁蒲吕街道的某公司没有环保
资质进行生产活动，且生产过程中处理金属表面的污水
有时随意倾倒下水道”的举报人获得了5000元奖励。

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接到的举报线
索，按照举报类型划分，主要集中在大气环境问题、水环
境问题和固体废弃物问题；从区域分布来看，举报线索较
为集中的区县主要位于中心城区和渝西片区。

8月23日，有群众反映：位于铜梁区蒲吕街道的一家
公司没有环保资质进行生产活动，且生产过程中处理金
属表面的污水有时随意倾倒下水道。

接到举报线索后，铜梁区生态环境局立即组织执法人员
对该企业开展现场调查。经查，该企业存在未取得排污许可
证排放污染物的环境违法行为，目前此案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根据《重庆市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有奖征集活动
方案》的相关规定，已对举报人给予5000元的奖励。

“有奖举报活动还在进行中，欢迎大家踊跃提供身边
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市生态环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通过实施举报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生态环境保护，是
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
与的生态环境保护社会共治大格局的重要举措，目前已对
8月份办理的5起典型案例进行了公布。下一步，市生态
环境局将联合更多部门共同开展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有奖
举报，进一步加强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有奖征集工作。

本轮突出生态环境问题有奖举报活动将持续至今年
12月 31日，主要围绕群众反映强烈、污染防治攻坚战和
执法应急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40项突出问题，面向社会
公开征集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此次活动严格保护举
报人信息，举报事项查实后，将根据问题类别和属性给予
举报人100元至30000元不等的奖励。

线索征集方式共分为三种：一是电话举报，市民可拨打
市生态环境局电话 023-89071217或市公安局电话 023-
63963682进行举报，举报时间为工作日9∶00至12∶00、14∶00
至18∶00；二是微信举报，市民可打开“美丽重庆”微信公
众号，点击下方菜单栏“享—美丽”，进入“生态环境有奖
举报”；三是信件举报，市民可通过写信方式提供突出生
态环境问题线索，收信地址为重庆市渝北区礼环南路
102 号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人民来访接待室，邮编为
401122，需附身份证复印件和联系方式。

□ 重庆日报记者 邱小雅

10月 8日中午 12点，沙坪坝区金沙时代
小区。美团骑手彭龙魁把车停在小区门口，
保安看见他胸前的“红岩轻骑兵”标识，立马
打开门禁放行。

而在以前，外卖骑手要进入居民小区，常
会被保安阻拦。

变化，源于一场改革试点。
今年5月，沙坪坝区落地全国首个“骑手

友好街区”，打造“骑手友好小区”“骑手友好校
园”等友好场景，金沙时代小区是试点之一。

所谓“骑手友好”，即通过布设骑手地图、
允许骑手进入小区底层车库通道等方式，尽
可能为骑手“敞开大门”。

以金沙时代小区为例，离小区入口 100
米处设有“外卖划线停车位”，供所有外卖平
台骑手使用，可同时容纳 4—5辆电动摩托
车；一张醒目的“骑手友好社区”地图指示牌
竖立在路口，地图上标注有骑手送件时所需
要的各种信息，包括小区出入口位置、楼号、
临时休息点等。

“这些贴心服务，可以为我们节省近 10
分钟配送时间。”外卖骑手张大儒说。

“目前，沙坪坝已划设骑手专用停车位、
临时停车位 400余个，增设充电服务设施 36

个、充电桩 750个。”沙坪坝区委社会工作部
副部长黄淞说。

“进门难”，从表面看是保安与骑手的
冲突，本质上是基层治理如何与时俱进的
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要靠街道、物业、平
台、配送站点多方合作，形成常态化沟通和
协作机制。

磁器口街道的三千城小区，是首批“骑
手友好型小区”之一，物业为骑手开放了驾
驶电动车进入地下车库的绿色通道，骑手
可通过地下电梯直达用户家门口，而其进
入小区的通行证就是“红岩轻骑兵”标识。

“红岩轻骑兵”标识是基于对骑手日常表
现、业务能力、综合素质等多方考量后，由
各街道发放，佩戴标识的骑手有小区通行
便利优先权。

而在江北区部分小区，则是通过外卖
平台与物业双方的数据对接，来简化骑手
进小区登记流程，骑手可扫码一键验证、快
捷通行。

目前，“骑手友好社区”在全国已有 5000
余个，其中包括重庆巴南区、沙坪坝区、江北
区等地的上百个小区。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骑手友好社区”目
前没有统一运行标准，因此有小区物业方担
心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在中国劳动关系

学院法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沈建峰看来，要
想常态化并有效推动“骑手友好社区”建设，

要通过各方协商，进一步明确运行的相关规
则，利用相关设施避免不必要的风险。

划定专门停车位 简化“进门”流程

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骑手友好街区”

沙坪坝区渝碚路街道新体村社区，社区出入口设置了平面图，方便骑手找路。
重庆日报记者 张质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郭晓静 张莎

10月8日上午，重庆市检察院第五分院、重庆红岩革
命历史文化中心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全市首例网
络自媒体侵害红岩英烈人格利益民事公益诉讼案，该案
刚刚入选最高检与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发布英雄烈士保
护领域检察公益诉讼典型案例。

去年底，大渡口区检察院接到“益心为公”志愿者平
台线索，称部分自媒体博主在网络平台上发布不实帖文、
视频，将刘国鋕烈士肖像照错用、滥用于军统特务徐远举
的人物介绍中，损害英烈名誉。

刘国鋕烈士系小说《红岩》中刘思扬的原型，习近平
总书记在2021年9月1日秋季学期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
培训班开班仪式上，特别强调了刘国鋕烈士面对劝诱，毫
不动摇，始终忠于组织的英雄事迹。

刘国鋕烈士等红岩英烈革命事迹和精神在全国传播
广泛，是重庆鲜明的红色标识。但近年来，大量自媒体博
主在互联网平台发布不实帖文、视频，将刘国鋕、车耀先、
陈然、许建业等红岩英烈肖像照，错用、滥用于军统特务
等人物介绍中，如直接在刘国鋕烈士肖像照下标注“徐远
举”“青年徐远举”，造成网民对红岩英烈形象的错误认
知。同时这些不实帖文、视频网络传播广泛，产生了较大
负面影响，损害了英烈名誉、荣誉。

大渡口区检察院初查固证后于 2024年 1月 12日立
案，同年3月5日发布公告。公告期满后，该案移至重庆
市检察院第五分院进行民事公益诉讼审查起诉。

审查发现，ID名为“沙澧晨风 lh”自媒体账号涉案视
频，在某两个知名平台上播放量共计 14万余次，平台粉
丝量分别为 3万、3.1万；ID名为“归客历史”自媒体账号
涉案视频，在两个平台上总播放量已有 3739次，平台粉
丝量分别为27.8万、29万。

针对播放量大、社会负面影响严重的4条不实视频，
市检察院五分院核实自媒体博主真实身份后锁定侵权行
为人，于 2024年 4月 19日向法院起诉，诉请其公开赔礼
道歉、作出更正说明消除不良影响，并发布烈士事迹正面
宣传视频恢复名誉。被告对检察机关所提诉讼请求全部
认同，民事调解书已正式生效。

目前，该案被告已删除全部侵权视频，在国家级媒体
上赔礼道歉，并制作、发布了刘国鋕烈士宣传视频。

发布会上，市检察院五分院还介绍了该院推动建立
红岩英烈肖像网络使用保护机制，向某网络运营公司发
出检察建议书，提出采取相应措施阻断侵犯刘国鋕烈士
人格利益的信息传播，开展网络清理、实施红岩英烈肖像
照片推送识别管理，建立侵犯英雄烈士人格利益举报处
断机制，将红岩英烈介绍纳入词条等工作建议。

该案审查起诉期间，市检察院五分院又以刘国鋕、车耀
先、陈然、许建业等红岩英烈照片作为图片搜索对象，检索
出50余条错用、滥用红岩英烈肖像问题，发现英烈人格利
益侵权问题较为普遍，具有类案治理、系统纠偏的必要性。

为此，市检察院五分院前后4次进行在线数据提取夯
实证据基础后，与重庆市委网信办、重庆红岩革命历史文
化中心多次召开座谈会，推动建立红岩英烈肖像网络使用
保护机制，在英烈保护领域案件线索移送、调查取证、分类
处置、强化宣传等方面达成三方机制共识，并督促网络运
营者采取措施阻断侵害信息的进一步传播和发布。

为进一步规范英烈肖像网络使用，经多方论证后，市检
察院五分院向网络运营公司制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提出
实施红岩英烈肖像照片推送识别管理、建立侵犯英雄英烈
人格利益举报处断机制、将红岩英烈纳入词条等工作建议。

市委网信办表示，下一步将加大对错用滥用红岩英
烈肖像、图片等信息的规范清理，要求网站平台依规依约
加强对违法违规账号的处置，并联合相关部门形成监管
合力，有力维护红岩英烈的名誉，大力弘扬红岩精神，营
造清朗网络空间。

重庆发布首例红岩英烈人格利益保护案
推动建立红岩英烈肖像网络使用保护机制

群众举报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线索获奖5000元

10 月 5 日，渝蓉高速大足石刻服务
区的充电站，市民正在使用超充为新能
源汽车充电。据悉，整个充电站除了有
功率 180 千瓦的快充枪以外，还有额定
功率480千瓦、最大支持600千瓦的全液
冷超充枪，为新能源车主带来畅快的充
电体验，助力绿色畅行。

新渝报记者 黄舒 摄

高速超级快充
助力绿色畅行

“人才引擎”赋能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