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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记者 周凯

新学期开学后，丰都县包鸾镇“鸾妈妈”
青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的兴趣课堂每个周末
如期举行。绘画、趣味游戏、户外运动等丰富
活动受到239名参会孩子的欢迎。“以前没有
家教互助会的时候，周末做完作业没什么事
情做，感觉很孤单。现在这里的活动可好玩
了，还有很多小伙伴，我特别喜欢这里。”13
岁的玲玲（化名）说。

玲玲在包鸾镇中心小学校读六年级，春
节后父母跟往年一样外出务工了，平时主要
由外婆照顾。包鸾镇家教互助会志愿者郎艳
介绍，家教互助会除了开设孩子喜欢的各种
兴趣课程，还会把孩子在互助会的上课照片
和成长情况发到家长群，并定期举办家长家
庭教育能力提升班。很多在外务工的家长在
群中留言说，有了家教互助会，再也不用担心
孩子假期没有去处、没人照看了。

丰都县地处三峡库区，全县85万户籍人
口中近 27.5万人外出务工，像玲玲这样的留
守儿童有9400多人。由于家庭教育缺失，部
分留守儿童性格、行为习惯不佳，让不少外出
务工的父母难以安心工作。

为让在家孩子舒心、在外家长放心，自
2022年起丰都县探索建立覆盖全县的“青少
年家庭教育互助会”，将在家家长、学校老师、
志愿者等组织起来，通过互帮互助为留守儿
童、缺少照料的儿童等未成年人群体构筑一
个“新家”，补齐家庭教育短板。

“以往一到周末，部分乡里孩子没有事情
做，父母不在身边，爷爷奶奶又管不住。”丰都
县栗子乡居民汪洋说。2022年 1月，在栗子
乡党委政府的倡导支持下，汪洋与20多个家
庭一拍即合，率先在丰都县成立家教互助会，
并租下两间店面，添置图书、桌椅、体育器
材。每到周末和寒暑假，在家家长轮流当“值
日家长”，志愿者教孩子打篮球、吹葫芦丝、辅

导作业等。如今，家教互助会会员从最初20
多个家庭增加到85个家庭，参会儿童103人。

青少年家庭教育互助会成立后如何有效
运转？丰都县家庭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孙应霞
介绍，丰都县制定了家教互助会工作实施方
案、激励办法、部门联席会议等制度，各级党
组织广泛动员家长参会。在家热心家长假期
将留守儿童等集中起来开展活动，在外家长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发动干部、学校教师、市
民等近3000人担任互助会志愿者，设计体育
文艺、心理健康、生命教育等课程；通过“会员
自筹一点、社会募集一点、政府支持一点”保
障家教互助会经费，已累计募集爱心捐款
600余万元。

名山街道居民敖娟曾做过社会工作者，
2022年 5月听说街道要成立家教互助会，她
马上报名参加并成为志愿者。她介绍，在党
委政府的支持下，名山街道互助会有专门的
活动室，现有家长会员 122人、志愿者 95人、

参会儿童 313人，每周六和寒暑假常态化开
展手工、太极拳、自我保护等课程。“互助会让孩
子们假期生活变得丰富、规律，热心家长和志
愿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敖娟说。

目前，丰都县已成立“青少年家庭教育互
助会”县级联合会1个、乡镇（街道）及城市社
区互助会 41个，入会家长会员 1.02万名，吸
引9000多名儿童参会，其中留守儿童7300多
人，打造了“鸿鹄之家”“鸾妈妈”等品牌家庭
教育互助会，并开发“丰美家教”云平台上线家
庭教育课程，促进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

“成立家教互助会不是建一个公益性的托
管班，而是以互帮互助、提高家长组织化程度
的方式，补齐因劳务输出带来的家庭教育短板。”
丰都县委书记张国忠说，丰都县正通过加强
家庭教育研究、开展个性化家庭教育指导等
方式，以“把资源整合起来、把家长动员起来、
把人才凝聚起来、把孩子培养起来”为目标，
吸纳更多家长、高校等参与家教互助会。

溶洞、峡谷、天坑、地缝、石林、天生桥……
2007年，包括重庆武隆在内的“中国南方喀
斯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
名录》；其中，武隆喀斯特包括芙蓉洞喀斯特
系统、天生三桥喀斯特系统和后坪天坑喀斯
特系统，遗产地总面积380平方公里，其中核
心区面积60平方公里。

坚持保护优先、永续利用，走进重庆武隆
区，见证一场溶岩与水的奇遇，以及在保护世
界遗产的背景下，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关系。

丰富的喀斯特资源，具有重
要生态价值

千岩千面、溶岩与水的邂逅……去年，武
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博物馆建成开放，很
受研学游团队欢迎。

“喀斯特发育需要四大要素：岩石可溶、
透水，水具有溶解力、是流动的……”讲解员
正接待一群小学生，孩子们稚嫩的脸庞满是
好奇、专注。

“喀斯特就是溶岩与水的艺术，大自然的
巨手在这里雕刻出得意的杰作。”武隆区世界
自然遗产保护中心主任李永泰介绍。

“乌江自东向西贯穿武隆全境，就好比一
把利刃，把武陵山和大娄山劈成两半。”李永
泰介绍，“可溶的、广泛分布的石灰岩被深深
切割，流水逐渐把深厚地层侵蚀得千疮百孔，
搬运、沉积、崩塌、再沉积，这才形成武隆数不
胜数的峡谷、洞穴、天坑、地缝、孤峰……”

世界上已发现的口部面积最大的天坑、
世界首个被发现并命名的冲蚀型天坑……特
别是武隆的天生三桥，堪称“喀斯特杰作”中
的“点睛之笔”。

“3座天生桥发育于大约260万年前。”李
永泰解说道，“地下暗河掏空岩层，发生塌陷，
形成天坑，相连天坑间尚未塌陷、横跨两边的
岩体，形成串珠式天生桥，也是武隆喀斯特最
具辨识度的地标。”

除了独特的人文历史，喀斯特系统还具
有重要生态价值。“喀斯特岩溶含水层支撑着
地下丰富、罕见的生物多样性。以武隆芙蓉
洞为例，就发现了30余种洞穴动物。”李永泰
介绍，“喀斯特地貌具有超乎寻常的美学价值，
让当地居民通过发展旅游获得经济收益。”

加强系统保护，厚植世界遗
产家底

坚持保护优先、合理利用，一个地处深山
的偏远小城由此走向世界。

仙女山街道龙宝塘村 57岁的村民申学
柱，以前在羊水河峡谷放羊。天生三桥被纳
入世界自然遗产地核心区后，他和周边 300
多户村民退牧退耕，搬迁到核心区外围的集
中安置点。如今，他在天生三桥景区抬滑竿，
每月收入6000元。

“对核心区游客容量，我们进行实时大数
据监测，通过有序调度，保证合理承载。”天生

三桥景区负责人王贵生说。
重庆市出台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保

护办法，武隆区编制完成一系列保护管理规
划，确保武隆喀斯特的自然性、原真性和完整
性。此外，武隆实施“司法保护令+司法协
作”双重机制，成立世界自然遗产检察官办公
室等，为遗产地保护提供强有力司法保障。

以科学规划为引领，武隆区与中国地质
科学院岩溶地质研究所合作建立国际岩溶科
研基地，设立4个野外试验场，建成国内首个
洞穴环境实时监测系统。

通过生态修复，绿色家底越来越厚实：近
年来，武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项目累
计实施13.4万亩，完成封山育林11.2万亩，全
区森林覆盖率提升到67.6%。

发展生态旅游，人与自然美
美与共

“号子嘛喊起来哟，哟嚯！伙计们把石抬

哟，嘿哟！”杨兴勇领唱，众演员应和。作为舞
台背景的喀斯特山峦仿佛都在震颤。

54岁的老杨，打小就在跟石头较劲。白
马镇板桥村四周是山，“家里弟兄仨，暑假都
去凿‘石旮旮’，垒房、开荒。”他记得，扶钢钎
的手上都是泡，打石、抬工等劳动号子就这么
来的，大人们总叫嗓音洪亮的杨兴勇起头。

如今，恼人的“石旮旮”成了旅游“金名
片”。当地的喀斯特实景山水演出，已经上映
了3800余场。“再不凿石头了，家乡的山水草
木都要保护。”凭着一副好嗓子，杨兴勇如今
被评为川江号子区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2024年，常住人口不到 40万的武隆区，
接待国内外游客 4724.5万人次；每 4个武隆
人中，就有一个靠世界遗产吃上了“旅游饭”。

武隆仙女山街道荆竹村，平均海拔 1100
米。“过去这里种啥啥不行。”仙女山街道联村
干部解勇带记者走到村委会百米开外的山
坡，俯身下望：嚯，底下就藏着个溶洞！这地
质条件，跑水跑肥，怪不得广种薄收。

但也有优势：村子恰在城区、仙女山、天
生三桥的中间。从最早的门票经济到后来武
隆主打休闲度假，荆竹村兴起高山蔬菜、特色
民宿等业态，2022年入选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最佳旅游乡村”名单。

坐在土坯房改造的茶馆里，荆竹村村民王
万碧正给游客泡上一壶当地特色老鹰茶。把
自家房屋、土地流转给重庆武隆云上荆竹农文
旅发展有限公司，她一边在家门口务工，一边
开起了直播，推介武隆的独特生态景观，顺带
推销绿色山货和文创产品，年增收10余万元。

如今，武隆创新生态旅游模式，打造基于生
态本底的更多国际化、时尚化、年轻化新场景。

“腰杆子往上顶哟，脚板子要踩稳喽……”
号子嘹亮，回荡群山，唱出的是志气，还有被
世界遗产重塑的今昔。 据武隆报

乘着大好春光，万州照明电气产业“链
主”企业——施耐德（重庆）电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施耐德电工）招兵买马，增加人手忙生
产，奋力冲刺“开门红”。今年一季度，该公司
开关插座产品订单增加四成左右，畅销国内
外市场，卖到了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市场。

招兵买马昼夜忙生产

走进施耐德电工生产车间，只见一排排
机器设备有节律地运转，从注塑分拣、配件安
装到成品检测全自动化，一个个开关插座产
品如流水般下线。

“上半年是我们的生产旺季，春节后公司
就开始招兵买马，计划新聘员工 70—80名，
现在已基本完成培训并上岗了。”施耐德电工
质量技术部经理唐兴龙说。

为了满足市场需求，施耐德电工满负荷
运行，每天400多名员工实行三班制，24小时
生产不停歇，开关插座产品日产量达到5—6
万套。

而持续的技改升级，也为产线赋能加
力。一台新引进的柔性激光打标机，可以
像人眼一样识别、调整配件方位，并自动
上料、自动打防伪码，比普通打标机更加精
准和高效，能适应小批量、多种类的定制化
要求。

“今年我们将对整个仓库进行智能化升
级改造，采用自动搬运技术替代人工搬运方
式，进一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以满足订单
大幅增长的生产需要。”唐兴龙介绍道。

一季度订单增加四成

在施耐德电工各车间，高度智能化的生
产场景让人眼前一亮，每30秒便造出一个开
关插座。通过产线升级和产品迭代，这家行
业“明星”企业始终屹立市场潮头。

近年来，施耐德电工持续加大投入，不断
推进数字化转型和智能化改造，通过应用先进
的物联网技术，实现所有设备互联互通，并构
建起能源管理、精益制造等多个信息系统，企
业能效大幅提升，工艺技术处于行业领先水平。

如今，施耐德电工已先后获评国家级绿
色工厂和市级绿色工厂、市级智能工厂、市级
数字化车间、市级智能制造标杆企业、市级双

化协同示范工厂等称号。
在向新逐绿攀高的同时，施耐德电工生

产的开关插座产品源源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并打开东南亚、中东等海外市场，把“万州造”
施耐德开关插座卖到了迪拜等国际大都市。

“我们积极拓展国内市场、发力国外市场，
今年一季度订单较去年下半年增加40%左右，
可望顺利实现‘开门红’，助力全年产销量取得
较大突破。”施耐德电工供应链经理金克曼说。

金克曼表示，将通过持续推出新产品，以
及“数转智改”赋能，力争今年公司产值超 3
亿元，国外市场销量占比达30%以上，进一步
提升“万州造”施耐德开关插座的知名度和美
誉度。 据重庆日报客户端

龙水峡地缝。（武隆区委宣传部供图）

武隆厚植绿色家底 保护利用喀斯特资源

石山连绵处 生态旅游兴

“万州造”开关插座卖到东南亚、中东市场

让在家孩子舒心、在外家长放心
——一个劳务输出大县的家庭教育互助见闻

近日，在巫溪县文峰镇脱毒马铃薯
原原种生产基地，技术人员检查脱毒马
铃薯试管苗的生长情况。

巫溪县是重庆市马铃薯种薯主产
区。自启动建设脱毒马铃薯“原原种”生
产基地以来，当地通过筛选引进新品种
育种、试管苗组培快繁、推广脱毒种薯标
准化生产等新技术，建立起稳定的良种
扩繁体系，马铃薯产量有效提升。

原原种是马铃薯“种子的种子”，是用
脱毒的试管苗最初产生的种薯。原原种种
到地里收获就是马铃薯原种，农民种下原
种收获的便是市场上销售的商品马铃薯。

截至目前，巫溪县每年可生产脱毒
马铃薯试管苗2000万株、原原种6000万
粒、马铃薯优质种薯 10 万吨以上，已成
为西南地区最大的马铃薯微型种薯生产
基地。 新华社记者 黄伟 摄

巫溪：

技术提升助力技术提升助力““小土豆小土豆””变成大产业变成大产业

位于嘉陵江边的重庆磁器口古镇始建于北宋年间。
近年来，当地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等契机，在保留古镇原有街巷布局的基础上，
以文化传承、业态升级为牵引，挖掘新空间、塑造新场景、
培育新业态、注入新元素、展示新形象，让这座千年古镇
提档升级、焕发出新的生机。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摄

□ 渝西都市报记者 凌泽英 文/图

“我是（排队）11号，还在等装车。”2月25日下午两点
过，永川南大街街道谭家坝村，重庆圆桂农机股份合作社
仓库边宽敞的院坝里，永川区粮油作物技术推广站工作
人员询问一位货车司机时，对方如是回答。

现场，两把椅子，一张小桌子，桌上放着通过申报的
种植户和合作社名单。一位工作人员向前来领取肥料和
农药的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开具领条，前来的车辆
凭票领取扩种粮油专用配方肥、防病药剂。

圆桂农机合作社高大烘干机旁的仓库一角，红色包
装的复合肥层层叠叠堆成了“小山”。这就是永川区粮油
作物技术推广站积极向上级争取的专用复合肥。当天从
早上 8点开始，就陆续有种植大户（合作社负责人）开着
货车前来领取、装运回去。

下午2时50分，仓库边有三辆货车分三个角度停放，
有工人站在复合肥堆放的最高点，也有司机或合作社负
责人（种植大户）站在货车旁，根据开具的条子，指挥着该
装多少、如何码好等，每辆车都有四至六名工人在装车。
清点复合肥数量后，再去领取农药。离开前，生产农资的
企业现场拍照，留存档案，将国家惠农政策落实落细。

来苏镇水磨滩村的种植大户闵西娟告诉记者，永川
宣传扩种粮油，种植户积极播种、主动申报，永川粮油站
积极向上争取，给种植户带来了国家增补的免费化肥和
农药，帮助降低生产成本，提高单产效益，是助推乡村振
兴实实在在的举措。

下午5时许，所有化肥、农药全部领取完毕。本次免
费发放惠及仙龙、来苏、永荣、双石、朱沱、临江、金龙、板
桥、卫星湖、南大街、茶山竹海、大安等镇街的专业合作社
（种植大户）等61个，发放复合肥225吨、农药540升。

据悉，自 2023年开始，永川粮油扩种工作已发放物
化补助化肥约 475吨、农药约 1140升，惠及种植户（合作
社）150余户（次）。有国家增补护航，农业降本增效，将
大大提升种植积极性，有助于国家粮食安全，是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的生
动实践。

惠农政策暖风吹 扩种粮油添保障
——永川扩种粮油获国家增补农资发放现场速写

永川扩种粮油获国家增补农资发放现场。

□ 巴南日报记者 彭怡

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哗哗流出，巴南区东温泉
镇东泉村兴隆湾社村民郭成林的脸上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近日，随着最后一户村民家中自来水接通，兴隆湾社
自来水工程全面竣工，90余户 300余名村民彻底告别了
长达二十余年的季节性缺水困境。

兴隆湾社距离东温泉场镇不远，但由于地处喀斯特
地貌区，常年受季节性缺水困扰。尤其是 2023年，受高
温干旱影响，缺水时间长达 8个月。近年来，缺水期间，
村民只能依靠政府送水来解决生活用水问题。

在郭成林家里，还有一个老旧的水龙头，将其拧开至
最大，水流如电线般细小。“以前用水就是如此，有水时得
慢慢存，没水时一干就是几个月，生活特别不方便。”

为彻底解决群众用水难题，2024年8月，东温泉镇主
要领导带队深入调研，积极协调区级相关部门，最终确定
从姜家镇丰岩水库管网引水，铺设近3公里主管网至兴隆
湾社。在镇政府组织下，83户村民积极响应，自筹资金
29万余元，政府补贴15万元，共同推进自来水入户工程。

2024年 12月，工程正式开工，经过两个月的紧张施
工，自来水管网铺设、入户安装等工作顺利完成。看着清
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中奔涌而出，村民们激动不已，纷纷
感叹：“盼了二十多年，终于喝上了放心水！”

东泉村党委书记王弟军表示，兴隆湾社自来水工程的
竣工，标志着村民生活品质迈上了新台阶。下一步，村里
将继续关注其他社的饮水安全问题，积极争取项目资金，
推动更多民生工程落地，切实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巴南

告别吃水难 300余名村民喝上放心水

“千年磁器口”焕新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