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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州时报记者 段志 邓晓琴 王丽 文/图

三月的春风轻拂山坳，晨光里，白的、粉
的花朵随风摇曳。

3月6日上午9点50分，《青春修炼手册》的
活泼旋律穿透薄雾。万州区龙驹小学操场上，
学生们正进行大课间操。六年级二班的周隆
杰随着音乐的节拍跳跃，尽情挥洒着活力。

2020年，记者在龙驹镇采访脱贫攻坚战
进展情况时，周隆杰还是龙溪村小一年级的
学生，全班就 3个学生，全校也仅 24名学生。
如今，龙驹小学六年级二班的 49人集体，让
周隆杰感到热闹而开心。

校园变大了，同学变多了

“向丹琳，你来帮我数，看我能跳多少
个？”上午的广播体操和韵律操结束后，是各
班级的自由活动时间。周隆杰准备和同学一
起跳长绳。担心自己数错，他让好朋友向丹
琳过来帮忙计数。

周隆杰和向丹琳都是转学生，转学之前，
他俩是龙溪村小一个班的同学。“那时我们全
班只有三个同学。”周隆杰回忆道。

周隆杰口中的龙溪村小，位于龙驹镇龙溪
村2组。2007年以前，村里的孩子基本都在这
里上学。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2007年至
2015年间，村里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把孩子送
到城镇就读，龙溪村小的生源逐渐减少。到
2020年，龙溪村小全校仅剩24名学生。

2020年 9月，龙溪村小正式并入龙驹小
学，周隆杰和龙溪村小的其他学生迎来了全
新的学习环境。红白相间的建筑依地势分
布，标准操场、图书室、乒乓球室、机器人室、
手工制作室等一应俱全，新校园充满了现代
化的氛围。

“以前的学校很小，不及现今学校的十分

之一。”说到现在的学校，周隆杰感到非常满
意。“不光是学校变大了，班级人数也增加
了。我现在的班级里有49名同学，大家一同
学习，既开心又热闹。”

环境变好了，教室变智能了

教学楼楼梯两侧贴满了学生们的作品，
有色彩斑斓的绘画、工整漂亮的书法作品，还
有充满创意的手工制品。每层楼都有一个开
放的书吧。书吧里的书籍根据学生的年级不
同各具特色。低年级书吧的书架上陈列着
《十万个为什么》等启蒙读物，而高年级书吧
则配备了《诺贝尔奖获得者给青少年的思维
方法》等更具启发性的书籍。

六年级二班的教室在四楼。教室不仅宽
敞明亮，而且配备了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记
者阿姨，您看，我的桌子可以升降呢！”周隆杰
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他的课桌。他回忆道：“以
前在村小，我们的桌子是木制的，写字时常常
会划破本子。但现在这个桌子平整光滑，再
也不会发生那样的事了。”

上午最后一节课是英语。在课堂上，一
些学生对单词始终理解不深刻。为了帮助学
生理解单词，英语老师启动白色电子屏，播放
了一段视频。在智能电子屏的辅助下，原本
难以掌握的单词很快变得清晰易懂。

“我们这个电子屏就是一台大屏幕触摸
式一体机，老师的教学内容可以无限回放，还
能下载课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仿佛置身于
真实场景，甚至还能通过网络与远方的老师
一起上课。”英语老师介绍道。

“我姐姐特别害怕学习英语，但是我不
怕，我喜欢英语课。”周隆杰告诉记者。过去他
的姐姐在村小学习英语时，完全依赖于死记
硬背。相比之下，他现在学习英语，是在理解
之后再去记忆。“我们的学习体验截然不同。”

兴趣拓宽了，身体变棒了

除了英语等几门主课，周隆杰还对综合
实践课以及象棋、排箫社团活动充满兴趣。

“综合实践课可以看到机器人，我们学校的机
器人可以唱歌、跳舞。我还在社团课学会了
一种乐器——排箫，排箫吹出来的音乐可好
听了。这些都是龙溪村小没有的。”说起两所
学校的不同，周隆杰打开了话匣子。

“家里人都没有见过排箫，还是我从学校
把排箫带回去以后，他们才知道有这种乐
器。”周隆杰目前能吹好几首曲子，他吹得最
好的一首曲子是《孤勇者》。

在新环境的熏陶下，周隆杰不仅兴趣爱
好变多了，身体也比以前更加结实了。

记者到访这天，学校的午餐是四菜一汤，
有豆棒烧蹄花、粉条烧鸡、清炒藕片和鸡蛋
羹，以及莲藕炖排骨。周隆杰自带的饭盒盛
得满满当当。“以前学校的午餐只有三个菜，
现在增加到四个。今天的菜都是我爱吃的。”
周隆杰笑嘻嘻地说。

“从周一到周五，每天的菜品都不一样，

荤素是搭配好的。这样安排，是为了保证孩
子们能均衡摄入营养。”龙驹小学副校长谭小
扬介绍道。

谭小扬告诉记者，从 2011年秋季学期
起，我国启动实施了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
改善计划，国家为每生每天补贴 3元。2014
年11月起，补助标准提高到4元。从2021年
秋季学期起，每生每天的补助标准进一步提
高到了5元。

尽管周隆杰是一名六年级学生，但他却
有一个大大的梦想：“我长大后想成为一名宇
航员。”

“这是我在上学期获得的奖项，厉害吧！”周
隆杰指着教室外的“红领巾奖章墙”，满脸自豪。

离开六年级二班教室时，已是午后。阳
光洒满楼道，孩子们的笑声洋溢着活力。班
级口号牌上，“脚踏实地、远望前方；志在心
中、方创辉煌”这十六个字闪耀着光亮。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合川高新区的重庆津沙摩托车制
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人们正在抢抓生产，现场一派忙
碌景象。据悉，该公司截至目前已获得发明专利10项、实
用新型专利15项。公司产品主要为两轮及三轮摩托车，
以国内市场为依托，批量出口到30余个国家和地区。

合川报记者 刘亚春 摄

□ 重庆日报记者 栗园园

3月 11日，永川区“检小格”检察品牌正式上线发
布。该品牌将依托永川区“一点一站一中心”检察服务体
系，建立多维度、立体式的检察服务网络，护航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永川区检察院检察长宋能君介绍，此次发布的“检小
格”，由此前的“永小格”迭代升级而来。“检察院缺乏乡镇
一级机构，而全区却有 5000多名网格员。”宋能君说，近
年来随着“141”基层智治平台的建立运行，让依托网格员
队伍延伸法治“触角”成为可能。

宋能君介绍，通过“检察+网格”融合，检察办案过程
中“更早发现、更快响应”的优势得以迅速体现。比如，在
基层治理方面，永川区检察院在接到网格员报送的一则
老人赡养纠纷线索后，迅速联系民政部门，预备启动临时
监护和救助程序，同时和网格员一起开展调解，最终促成
问题解决。在助力社会发展方面，一名检察官在当地论
坛上看到餐馆老板黄女士关于污水管网堵塞影响生意的
抱怨后，立即赶往现场查看情况，并在3天后向有关部门
制发检察建议，推动整改到位，获得黄女士电话致谢等。

为了建立起更多维度、更立体的检察服务网络，今年
永川区人民检察院启动了“一点一站一中心”检察服务体
系建设，并升级打造了“检小格”检察品牌。

其中，“一点一站一中心”分别指在永川区23个镇街
设立检察服务点、在区工商联设立检察护企服务站、在区
检察院机关设立 12309检察服务中心，以征集法律监督
线索、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开展公益普法宣传等形式，加
强法律监督线索发掘力度，凝聚民营经济法治护航合力，
助力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品牌发布当天，永川区人民检察院还与永川区永联
商会就建立常态化联系机制进行签约。据悉，该商会有
超过 200家会员，且以永川区凤凰湖产业园、港桥产业
园、三教产业园和大数据产业园入驻企业为主，是永川区
最大的商会。

“我们商会会员多，企业发展中也会遇上各种各样的
法律问题，今后我们将把会员单位反映的问题收集起来
反馈给区人民检察院，帮助民营企业健康发展。”永联商
会会长李建军说。

构建“一点一站一中心”检察服务体系延伸法治“触角”

永川“检小格”品牌上线发布

合川

抓生产 促发展

万州：从3个人到49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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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近日，铜梁高新区铭利达高端新能源汽
车镁铝合金精密结构件生产项目现场，运输
车辆穿梭，塔吊来回运载，桩基施工已近尾
声，整个建设现场紧张而有序。

重庆铭利达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铭
利达科技）二期项目，是铜梁区2月22日集中
开工的项目之一。而当时距离铭利达科技拿
到施工许可证，才刚刚过去不到一周。

铜梁区由高新区管委会牵头整合政务资
源、优化审批流程，在工业项目推行“拿地即
开工”审批服务模式，实现当日领证、即刻开
工。铭利达科技就是这项审批制度改革得益
者之一。

三线并行同步推进

传统的工业项目审批流程往往涉及多部
门串联审批，耗时长达数月。铜梁区将服务
前置，经审核确定列入“拿地即开工”项目储
备清单的项目，按“规划许可、施工许可、配套

手续”三线并行、同步推进，从而实现拿地后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不动产权证、人防报建批复文件、建筑工程施
工许可证等事项快速办理。

“拿地意向单位满足条件，原则上在工业
用地项目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工程规
划许可证当天核发获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铜梁高新区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政务服
务科科长李川介绍。

以铭利达科技为例，相关规划方案审查、
施工许可等环节前置至土地供应阶段，原本
需 1个月完成的审批流程，如今交地当日即
可一次性取得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等关键证照，为项目抢出至少
30天的建设时间。

“三线并行同步推进，大大缩减了我们的
审批时长。”铭利达科技人事行政主管宁朝钢
介绍，二期计划年产铝型材 2万吨。这样一
个项目此前可能需要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包括前期手续可能都要几个月。但是现在省
下来的时间，有望在今年 9月份就完成整个
工期的建设。

高效服务项目用地

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得益于服务前置、
容缺审查、并联审批、联合验收等服务举措。

“围绕高效服务重大产业项目的落地投产，
我们建立了高效优质服务建设项目空间和要素
保障机制，选址论证、土地供应和方案指导‘三提
前’。这些改革措施，能够真正实现‘交地即交
证’，也为后期建成之后的验收提供了有力保障。”
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高志刚介绍。

铜梁将竣工验收涉及的5个测绘事项整
合为1次综合性测绘，测绘周期压缩70%、费
用降低 20%，竣工测绘到确权登记最快 4个
工作日办结。这种“减法”思维下的流程精
简，既符合法律框架，又释放了行政效能。

“我们建设的标准厂房都是面向中小
企业定制发售，资金能够及时回笼特别重
要。”万洋众创城开发报建经理谢晓丽告诉
记者，按照“拿地即开工”审批服务模式，从
前期的报批报件到后期验收后交付交证，
从过去的 18个月缩短到 8个月，减轻了企
业的资金压力。

办事不出园区所

企业流程做“减法”，部门服务则做“加法”。
铜梁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将审批权限

下放至园区，高新区范围内各类规划选址、
土地供应、规划许可、竣工核实、不动产登记
等 5个环节均在园区所整合集成，与高新区
管委会企业服务中心联合提供一体化闭环
服务。同时，建立项目联系清单形成项目负
责制，企业服务专员分别联系对应项目，全
流程指导服务，项目业主从头到尾只找“一
个人”。

“规划、设计方案审查、施工许可证这些
手续在园区就办好了，不用一趟趟往城区跑，
有效节约企业时间、资金成本。”重庆天齐锂
电新材料有限公司项目负责人张丽说。

截至目前，已有18个重大项目纳入铜梁
“拿地即开工”入库清单。“拿地即开工”模式
为铜梁的产业集聚按下了加速键。2025年
一季度，铜梁集中开工项目 42个，总投资 84
亿元，其中制造业项目占比过半，涵盖新能
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

在铜梁，企业如何实现“拿地即开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