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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库区腹地，柑橘飘香。
“产量、产值‘双丰收’！”忠县果业发展中

心主任熊长春盘点，“2024年全县柑橘产量
50万吨、综合产值 65亿元，分别同比增长
11.1%、30%。”

忠县有2000多年柑橘种植历史，却一度
面临品种单一、技术落后、市场化不足的问题。

近年来，忠县立足资源禀赋，大力推动柑
橘产业发展走向市场化、规模化，有效带动
20多万果农增收致富。

2024年 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
时强调：“依山就势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忠县因地制宜，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不断完善柑橘全产业链，进一步提升附
加值、竞争力。

标准更精细。走进重庆（忠县）现代农业
柑橘产业园柑橘分拣车间，只见金黄色的柑

橘从 42个出口鱼贯而出。“分拣线不但以大
小、重量分选柑橘，还能以水分、糖酸比、外部
瑕疵等标准进行精准分类。”产业园负责人程
标说。

果实能保鲜。“柑橘密集上市、密集下市
是行业痛点，也是产业发展的着力点。”熊长
春介绍，忠县目前正在建设50万立方米的冷
库，力争一年四季都有鲜果可卖。

做强果品精深加工，小柑橘卖出好价钱。
在重庆派森百橙汁有限公司生产车间，

鲜果经过预清洗、再清洗、人工筛检、榨汁等
环节，被制成浓缩汁或鲜橙汁。“我们的产品
已出口10余个国家，今年将加大技术研发力

度，改造关键设备，争取让产量大幅增长。”车
间负责人燕朝聪说。

把柑橘“吃干榨尽”，忠县投入3000万元
建成现代化柑橘皮渣利用加工厂，让柑橘皮
渣变成橙皮丁、香精油、畜牧饲料等“抢手货”。

数据跳动，又一笔柑橘大宗交易成交——
75吨鲜果即将从忠县发往湖南。

重庆三峡柑橘交易中心的大屏上，成交
动态、价格行情等实时数据一目了然。“平台
已经成功促成213笔订单。”重庆三峡柑橘交
易中心产业部副部长付斌直言，线上平台打
破了传统的流通渠道和地域限制，让交易更
高效便捷。

推动柑橘走向品牌化、高端化，忠县还打
造统一区域公用品牌——“忠橙”，统一授权
使用、统一产品分级、统一品牌包装、统一产
品溯源、统一监管保护。如今，“忠橙”品牌效
应明显，已销往 30多个国家，累计出口 7000
余吨，形成常态化出口机制。

“从传统种植到现代产业，从单一销售到
精深加工，柑橘成了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金果
果’。”忠县县委书记李电表示，深入贯彻落实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忠县将继续推动柑
橘产业高质量发展，培优品种、提升品质、打
响品牌，规范产业链各环节技术标准，一体化
推进柑橘产业提质增效。 据忠州日报

□ 重庆日报记者 张莎

2月 17日上午，垫江县垫康里颐年公寓
的多功能厅里，82岁的杨必彦老人正和同伴
观看老电影《庐山恋》。银幕光影间，她的脸
上满是孩童般的笑容。

刚过去的春节，杨必彦被四个儿子接回
家去过年，待了几天就不适应。“他们吃饭不
规律，家里也没有任何娱乐活动。”杨必彦在
家住了十来天，元宵节没过完就“命令”儿子
必须送自己回来。

谁能想到，两年前杨必彦曾因“爬楼梯”
问题对这个养老公寓避之不及。“以前从大
门到房间要爬三坡长梯，腿脚受不了。”一年
后，这里加装的电梯让她彻底“扎根”，住进
来就不想走了。

杨必彦的故事，折射出垫江县公办养老
机构从破局到重生的民生实践。

改革前夜
困境中的公办敬老院

“空置的床位，沉重的财政，寂寞的老
人，一幅令人揪心的图景。”垫江县民政局党
委书记、局长李必树这样形容改革前的垫江
公办养老机构。

2021年，全县 25家公办养老机构中，乡
镇敬老院的床位利用率只有 47.4%，县社会
福利院的床位利用率只有21%。

为何大量床位闲置？他总结原因为：基
础设施薄弱、专业人才缺乏、服务质量不
高。大部分敬老院设施设备陈旧老化，普遍
未达到养老机构建设标准；敬老院的管理人
员多由退休的村社干部担任，护理人员严重
不足，25家机构仅有13名护理员。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服务质量的低下。
原沙河乡敬老院院长谭雪峰坦言，过去他们
的工资结构单一，与老人入住率、满意度不
挂钩，干好干差一个样，收多收少无所谓，

“只求老人吃饱穿暖，文娱活动基本为零。
老人们寂寞地等待一天的结束与下一天的
到来，常因琐事争吵。”

这些问题背后，是财政资金的浪费与管
理机制的滞后——垫江县每年仅维持25家公

办养老机构运营就需投入数百万元，陷入“政
府投入越多，资源浪费越大”的恶性循环。

破冰之路
从“政府包办”到“市场赋能”

“改革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李必
树语气坚定。面对全县老龄化率 25%的压
力，2021年底，垫江县按照“兜底作用不削
弱、国有资产不流失、养老用途不改变、服务
水平不降低”的四不原则，启动公办养老机
构“公建民营”改革，将全县25家公办养老机
构整体打包招标。经过激烈竞争，深耕养老
行业 12年的重庆宏善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依
法中标，开启了这场“破冰之旅”。

根据合作约定，垫江县公办养老机构所
有权不改变，但政府不再参与具体运营管
理；宏善集团只有经营权，县民政局按规定
给予运营补贴、失能人员集中照护“补差”等
政策性补助。

“整体打包和服务年限20年是关键。”宏
善垫康里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朱丹强
调，他们与垫江县民政局签约时特别看重合
作期限这一点。

“只有规模化，企业才能生存。整体打
包意味着部分有市场前景的养老机构也包
含在内，对企业来说能从中挖掘、放大更多
盈利点；而合同时效达到 20年，让企业可以
放心投、大胆投。”朱丹说。

走进垫江县砚台镇敬老院旧址，墙面斑
驳，院内已空无一人。这是改革中被优化整
合后的机构之一。

启动改革后，宏善集团首先将25家机构
整合为18家，设施落后的小型敬老院被撤并。

随后，企业首期投入 3000余万元，在 6
家机构进行适老化改造，又集中打造“一南
一北一东”3个失能老人照护中心。

在澄溪镇敬老院，院长皮广军指着走廊
扶手回忆：“过去这些扶手高度超过国家标
准，老人用起来不顺手。”

宏善集团接手后，将走廊扶手高度统一调
至80厘米，又将每个卫生间的蹲便器改为坐便
器，在浴室加装防滑凳，连马桶旁的呼叫器位
置都反复测试，要让老人一伸手就能按到。

专业化的“人才革命”也随之掀起——
“公建民营”改革后，全县原有的13名护理员
全部进行岗前培训，宏善集团又新招了50多
名护理员，他们全部持证上岗，平均年龄下
降 10岁。同时，9名有养老服务专业背景的

“95后”当上敬老院院长。
29岁的董易佩是垫康里颐年公寓有史

以来最年轻的院长。她上任后，为“老院”注
入“新思想”，“我们引入KPI考核，管理人员
和护理员收入与老人满意度直接挂钩，再不
能是‘干好干差一个样’了。”

重生图景
老人、政府与企业的“三赢”

2月17日中午，澄溪镇敬老院大厅，几十
名老人正跟着年轻的工作人员包娇娇一起
做饭后保健操。75岁的涂国志站在第一排，
伸手抬腿做得尤其认真。

涂国志在澄溪镇敬老院居住了 10年时
间，他说：“以前天天看电视，日子像熬粥一
样慢。现在做操、唱歌、画画、猜谜，时间不
够用！”

在他房间的床头，贴着每日活动表，衣
柜里挂着演出用的红围巾——这些都是“公
建民营”改革后的新气象。

穿过大厅，右手边是几间康复训练室。
88岁的黄淑芬因中风行动不便，每天在护理
员协助下进行下肢训练。“以前只能半躺着，
现在妈妈能自己推轮椅去花园了。”黄淑芬
的儿子告诉记者，母亲入住后性格开朗了许
多，“这里比家里更让她安心。”

和年轻的工作人员、社工、志愿者在一起
“混”的时间长了，涂国志也学会了一些时髦话
语：“我们以前是‘活着’，现在才是‘生活’。”

老人们热情拥抱“第二人生”的背后，还
有两道看不见的“数学题”：政府的“减法”与
企业的“加法”——

“公建民营”改革后，垫江县政府不再增
加公办养老机构的建设性投入，运营机构还
以每年递增的方式向县民政局支付一定场
地租金，财政支出每年可减少数百万元。

对企业而言，改革后，18家公办养老机
构全部达到“二星级”机构标准，其中一家

摘得“四星级”招牌。由于硬件软件双双升
级，整体床位利用率从 2021年的 34.2%上
升至现在的 78.8%。更重要的是，新增的几
百位入住老人中，大部分为慕名而来的社
会老人。

“养老不是暴利行业，但可持续。目前
企业每月已过盈亏平衡线，预计10年内能收
回成本。”走过三年改革，宏善集团对此次

“投资”的信心更强了。

改革启示
创新不是“一包了之”

值得一提的是，垫江县这次“公建民营”
改革并非“一包了之”。垫江县民政局养老
服务和社会事务科科长赵仁江介绍，县民政
局要求企业定期提交运营数据，并每月组织
明察暗访，重点检查 18家机构的食品安全、
消防隐患和服务质量。

相对应的，垫江县创新出台了《社会办
养老机构运营补助实施办法（试行）》，按每
位老人每年180—600元不等标准，根据考核
结果给予养老机构运营补助。

这次改革引发的“鲶鱼效应”更超出预
期，垫江县45家民办养老机构的“生存之战”
已经打响。

垫江县星源心健康养老服务有限公司
运营着一家养老机构，去年，公司投入五六
十万元用于改造消防设施和培养养老服务
人才。院长郝冬梅坦言，只有跟上改革步
伐，才能在市场上立足。

据垫江县民政局统计，45家民办机构掀
起“提质潮”，已陆续投入500余万元，用于消
防和住房安全隐患整治。县民政局顺势而
为，对存量民办养老机构进行备案整顿，验收
备案一批，警告处罚一批，关停淘汰一批，全
县民办养老机构备案率从7%提升至87.5%。

目前，我市已有20多个区县深入垫江考
察学习“公建民营”改革，创新机制在巫溪、
巴南等地复制。

一场破局与重生的民生实践
——垫江养老机构“公建民营”改革调查

忠县着力发展生态特色农业——

依山就势柑橘香

□ 巴渝都市报记者 何乾健

“村里分红了，快来领钱哟！”近日，涪陵区大顺镇明
月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举行集体经济收益分红大会，
1483名入股村民领到分红款。该村 2024年集体经济经
营性收入合计213766.4元。

在明月村村委会，村民们齐聚一堂，洋溢着收获的
喜悦。股民代表们有序地排着队，登记、签字、领取现
金，看着手里的“真金白银”，大家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

2024年，明月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以发展本地农
业、带动农户增收的理念，构建多元收入渠道。通过收购
农户优质稻谷，售出大米获得可观收入；土地流转管理费
为村集体注入现金流；产业联动分红成效显著，特色种植
产业及投资回馈带来收益；其他业务如稻谷种子销售、场
地租赁等也有所贡献。

明月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全年收入合计达
213766.4元，除去全年经营性支出116972.4元，合计收益
96794元。根据联合社制定的分红方案，决定将收益的
40%作为公积公益金，用于联合社的扩大再生产、基础设
施建设、公益事业投入等；收益的 35%回馈股民；收益的
25%作为干部奖励补助金。

“真金白银”的分红，不仅让群众高兴，也让村干
部更有干劲！明月村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村股
份经济合作联合社将继续立足本村资源优势，优化产
业布局，拓展增收渠道。同时，持续强化内部管理，
提升运营效率，确保集体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股民
们的分红逐年攀升，共同绘就明月村更加富裕、美好
的乡村新画卷。

□ 梁平日报记者 高柔

近日，位于梁平高新区的重庆市汇森玩具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汇森玩具公司）生产车间内一片繁忙，工人们
正加班加点赶制订单。今年以来，公司海内外订单纷至
沓来，预计年产值将突破1亿元，创历史新高。

走进汇森玩具公司生产车间，只见工人们正熟练地
操作设备进行剪裁、缝制、填充、包装……一个个造型可
爱、做工精美的毛绒玩具经过工人们的巧手，逐渐成型，
即将发往国外。

“目前，公司近300名员工正在赶制一批来自韩国的
订单，接下来还要赶制星巴克、天线宝宝等一系列玩具产
品，订单已经排到 5月份。”汇森玩具公司办公室主任江
瑜介绍。

据了解，汇森玩具公司是一家集毛绒玩具研发、加
工、制造、销售于一体的民营企业，主要采取订单式生产
的模式运营，产品主要包括抱枕、公仔、锁匙扣、零钱包等
100余种。凭借别致的造型、精细的做工，公司产品赢得
了星巴克、欧莱雅、LINE等众多知名品牌的认可，远销韩
国、美国、加拿大、丹麦等地。

在注重产品颜值的同时，公司还十分重视产品的安
全性、趣味性、益智性和舒适性，从原材料采购到生产加
工再到成品检验，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按照国际标准执
行。这种对产品精益求精的态度，使得汇森玩具公司在
国内外市场上赢得了良好的口碑。

“接下来，公司将深化与国内外客户的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拓宽市场。同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推动产品创
新升级，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为梁平外贸经
济发展贡献企业力量。”江瑜表示。

涪陵

集体经济结硕果
村民喜领分红金

“梁平造”毛绒玩具热销海内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