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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何冉娅）
近日，记者从区畜牧兽医中心获悉，为防
范、杜绝安全事故发生，促进畜牧业健康
稳定发展，该中心扎实做好夏季畜牧行业
安全生产工作，全力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据了解，4月以来，区畜牧兽医中心重
点对畜禽养殖场、养殖大户、饲料兽药生
产及经营单位开展了畜牧业安全隐患排

查和整治，对存在的安全隐患立即督促业
主进行整改，确保不发生安全生产事故。
同时，中心及时组织召开安全生产专题电
视电话会议2次，安排布置安全生产相关
工作，全面落实安全生产工作“十五条硬
措施”；组织各镇街畜牧兽医站干部职工
学习观看《生命重于泰山》电视专题片和

《知责、尽责、问责》党政领导安全责任教
育片，进一步提高安全意识和责任意识；

编印和发放养殖用电、沼气池设施、自然
灾害防范、养殖房屋建筑、养殖生产设备、
畜禽疫病防控及生物安全知识等宣传资
料。

各镇街畜牧兽医站利用现场巡查、微
信群、QQ群，向广大养殖业主宣传安全生
产知识，发放《畜禽养殖场（户）安全生产
告知书》和《养殖场（户）现场安全隐患整
改通知书》，并在养殖场户、公共场所、饲

料企业、兽药企业等区域广泛张贴、悬挂
宣传海报、展板、宣传标语横幅，大力营造
安全生产宣传氛围。

下一步，区畜牧兽医中心将利用相关
宣传平台，向广大农村养殖户大力宣传报
畜牧业安全生产等相关内容。并将聘请
电力方面专业人员，对各养殖业主开展畜
牧行业用电安全专业培训，普及畜牧行业
相关安全生产知识。

区畜牧兽医中心

扎实做好夏季畜牧业安全生产工作

本报讯（记者 刘亚春）近
日，记者从太和镇获悉，今年
以来，该镇采取堵、疏结合的
方式，在积极开展露天禁烧工
作的同时，引进业主大力发展
秸秆回收、加工、再利用的循
环生态农业，实现了废物综合
利用、环境质量改善与农业可
持续发展。

记者在位于太和镇小河
村的重庆超强狄农业有限公
司看到，不断有农户开着三轮
车，将采收的鲜食玉米秸秆拉
到加工点，一车车打包好的玉
米秸秆正排队进入加工区。
随着玉米秸秆粉碎机的轰鸣
声，秸秆变成碎末从机尾均匀
地抛出，工人们将粉碎后的秸
秆进行压缩打包，一捆捆圆柱
形秸秆包就纷纷“出炉”，等候
装车，作为牛羊的饲料销往全
国各地。

“我们每天收购农
户秸秆 30 余吨用于制
作青贮饲料，年产青贮
饲料达 2000 多吨。同
时，在这里务工的群众
每天工资 300 元以上，

带动了当地群众上百人实现
增收。”重庆超强狄农业有限
公司负责人龚世超告诉记者，
根据太和镇党委、政府的要
求，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该
公司开展了农作物秸秆综合
利用，主要对辖区及周边农作
物进行秸秆回收。

据太和镇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当地种植的大量农作
物陆续进入收获期，秸秆的处
理也提上了日程。过去，田地
里的秸秆往往一烧了之，既污
染了环境，也浪费了资源。通
过开展秸秆综合回收利用，让
秸秆从往日田间地头的废弃
物，“摇身一变”为具有多种用
途的“香饽饽”。既增加了农
民的收入，又减少了秸秆焚烧
对生态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
有效推进了太和镇实现生态
环境可持续发展。

太和镇

推进秸秆综合利用
有效防治大气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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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近日，南津街街道上什字社
区开展“城市提品质、党群齐
参与”主题党日活动，为扮靓
市容市貌，巩固全国文明城
区创建成果添砖加瓦。

活动中，社区党员干部、
志愿者、网格员手持扫帚、抹
布、水桶、铲子等工具去到上
什字东路、梨园路等路段，帮
助打扫居民小区楼道、栏杆
清洁卫生，清理院坝的杂物
和城市牛皮癣。同时，大家

还仔细查看了小区消防设施
是否正常运行，检查沿街商
铺门前四包工作是否到位，
农贸市场环境秩序是否整洁
有序。通过发放宣传手册、
现场宣讲等方式，广泛向群
众 宣 传 合 川 文 明 十 二 条 知
识，引导辖区居民自觉爱护
环境卫生，争做文明的传播
者和践行者。

下一步，上什字社区还将
以“党建赋能·赶考亮卷”行动
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城市提
品质、党群齐参与”活动，营造
人人关心、人人参与环境保护
的浓厚氛围，为巩固全国文明
城区创建成果添砖加瓦，为建
设现代化新南城，绘就美丽新
生活赋能添彩。

南津街街道上什字社区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

城市提品质 党群齐参与

精品主题党日精品主题党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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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云）日前，记者在古
楼镇净果村看到，一条条村级公路通向
枇杷园里的农家，尽管采摘枇杷的季节
已过，但仍有不少游客到该村来旅游观
光。

在净果村境内，有古合州四大名寺
之一的净果寺。净果村党支部书记唐光
辉告诉记者，该村不仅有历史悠久的净
果寺，而且还有 7000 亩优质枇杷，是“中
国枇杷之乡”古楼镇的重要组团之一。

为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村党支
部以党建为引领，大力发展乡村旅游业，
让该村16个组、1300多户、4100余名村民
吃上了“旅游饭”，净果村也因此成了远
近闻名的旅游村。游客不仅可以到净果
寺寻幽访古，而且还可采摘枇杷，品尝该
村出产的枇杷花茶和枇杷原浆酒，购买
土鸡、土鸭等农副产品。

在发展乡村旅游、带动村民增收的
同时，该村党支部还牵头成立了合川区
古楼镇净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以下简
称“村合作社”），不断做实、壮大村集体
经济。2021 年，在净果村党支部积极争
取下，村合作社组织农技人员承担该村
1000 亩枇杷“高接换种”嫁接任务，让村

合作社增收 5 万元；净果村党支部委员、
综治专干曹建平充分发挥自己的建筑专
长，争取到古楼镇改厕工程19口，为村合
作社增收 2.85 万元。同时，该村党支部
还积极争取古楼镇及区水利局的大力支
持，让村合作社承担辖区白岩水库代管
工作，每年为合作社增收代管费 1.5 万
元。2021 年，村合作社实现收入 10 余万
元。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集体经济，净果
村党支部进一步拓展思路，大力发展电
商经济。2022年，村合作社通过京东、邮
政等平台在线上销售枇杷果，让村合作
社增收5万余元；帮助农产品加工企业代
收枇杷果及枇杷花，为村合作社增收

2000 元；帮助村里的果树种植大户管护
大棚，为村合作社增收3000元；协助村内
东风水库实施渠系维修工程，为村合作
社增加2万元劳务收入。2022年，村合作
社预计可实现收入20余万元。

“乡村振兴不光要让村民增收，而且
还要让村集体有一定的经济实力，让村
集体有钱办一些有利于乡村振兴的民生
实事。”古楼镇相关负责人说，由于净果
村党支部有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
垒作用，净果村村民不仅吃上了旅游饭，
村合作社的经济实力也一年更比一年
好，村里修桥补路、环境整治、帮扶慰问
等民生实事也有钱开支了，村民的获得
感与幸福感得到有效提升。

古楼镇净果村

党建领航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
员 唐敖 陈小莲）8 月 10 日，
记者获悉，区人力社保局按照
全区稳经济大盘工作会议精
神，扎实开展就业见习工作，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充
分挖掘辖区范围内依法注册
成立、社会责任感强、生产经
营正常、管理规范的民营企
业、国有企业、事业单位等开
发见习岗位，丰富岗位来源，
持 续 扩 大 见 习 岗 位 募 集 规
模。今年以来，累计募集见习
岗位 476 个。同时，充分利用
QQ群、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广
泛宣传见习政策，提高政策社
会知晓率和影响力。组织在
合6所高校以及重点人力资源
机构与见习基地召开对接座
谈会，将全区见习岗位清单、
人员名单等信息进行快速匹
配对接，帮助见习基地有效吸
纳见习人员。在见习期间，督
促见习单位按照每人每月不
低于重庆市主城最低工资标
准给予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

助，鼓励经济效益好的企业适
当提高基本生活补助标准。
见习期满后，区人力社保局根
据实际见习时间，按照每人每
月 1300 元的标准给予见习单
位见习补贴，按照人均 100 元
标准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今年以来，累计
发放见习补贴189.59万元，补
贴单位36家，惠及294人。

据介绍，区人力社保局
将以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
相结合的方式，对基地见习
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督查，了
解见习基地运作情况，从见习
人员的招募、见习协议的签
署、意外险的购买、见习期间
生活补助的发放等环节上，给
予基地全过程指导与管理，明
确规定见习单位的各项管理
制度，保障见习人员的权利和
义务，对督察发现的问题督促
指导见习单位及时整改，确保
政策落到实处，促进见习工作
有序开展，对不符合要求的见
习基地予以清理，累计共取消
179家。

区人力社保局

开展就业见习工作
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重庆日报讯 （记者 赵伟平 实习
生 吴金锴）8 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2022 年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暨农业全程
机械化培训会上获悉，重庆将开展“六
大行动”，力争到 2025 年全市农作物耕
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 60%，为确保我市
粮食安全奠定基础。

农业机械化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标
志，是稳定粮食生产、增加重要农产品有
效供给的必要支撑。近年来，我市累计
完成土地机械化耕种示范改造面积 100
万亩以上，目前全市农机总动力达 1532
万千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高速插秧
机和谷物烘干设备等大中型机具超 2 万

台套，还建立农机作业服务组织4752个。
“但农业机械化存在不少短板。”市

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说，我市宜机化
农田面积只有 770 余万亩，仅占全市耕
地面积的 27%，大部分耕地还不能满足
大中型农机通行作业条件，加上耕地

“小碎散”，土地不集中等因素，“有机
难用”现象突出。同时，我市农机装备
制造产业总体规模小、实力弱，自身发
展能力和产品市场竞争力不强，油菜、
玉米、马铃薯、红薯等大宗农作物全程
机械化关键环节尚无适配农机装备，且
小型农机具多，大中型农机具少。

为此，我市将开展农机装备补短

板行动、耕地宜机作业补短板行动、大
宗农作物全面全程机械化生产提升行
动、农机社会化服务全覆盖行动、农机
安全生产行动、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
政策落实行动等“六大行动”。

如农机装备补短板行动方面，我
市将依托成渝地区有关科研院所、高
校和农机制造企业，联合国家级、省级
农机研发创新资源，创建丘陵山区农
机装备技术创新中心。同时，针对耕
种管收烘等全程机械化机具设备，将
组织技术攻关，积极引进集成先进、适
用、创新的机具设备和技术，采取边用
边改、边改边用等方式做好试验示范

和推广应用。
大宗农作物全面全程机械化生产

提升行动方面，将加快推进农业机械
化由粮食作物向柑橘、榨菜、茶叶、中
药材等经济作物领域扩展，由种植业
向畜牧、水产、加工、冷链等各个领域
拓展，由产中环节向产前、产后延伸，
加快实现全部农事目标、农事活动、农
业 区 域 的 农 业 机 械 化 应 用 。 加 强 良
田、良机、良种、良法、良艺等有机衔接
协同创新，建设一批农机农艺深度融
合的丘陵山区农业现代化生产示范基
地，带动重点区域全面全程机械化。

（据2022年 8月 7日《重庆日报》）

重庆将开展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政策落实等“六大行动”

到2025年全市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60%

荷塘悦色 通讯员 刘勇 摄于龙凤镇
俯瞰美丽乡村

航拍合川三江大地

8月11日，区政府副区长、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
督导一组组长周懿率区水利局、区农业农村委、区应急局等督导
一组成员去到渭沱镇、大石街道检查干旱期间人畜饮水安全、农
业生产及森林防火等工作。 （通讯员 王远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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