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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任洋 通讯员 唐敖）日
前，记者获悉，区人力社保局着力提升职业
技能培训效果服务产业发展，今年上半年，
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873人次。

据了解，区人力社保局组织工作人员
和培训机构深入村（社区）开展培训政策

宣讲，对有培训意愿和就业意愿的重点人
员进行摸底，针对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
登记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职业技能
培训。上半年，开展重点群体培训 4532
人次。同时，及时发布职业技能培训信
息，引导培训对象自主选择按需培训，并

跟踪掌握培训对象就业情况。强化培训
后续就业服务，实现“就业需求”和“岗位
供给”一体化，提高培训质效，重点群体培
训后就业率达51.7%。

此外，区人力社保局根据企业提出的
培训需求，积极帮助企业和职工熟悉了解

技能培训政策，不断提高企业职工职业技
能培训质量。结合企业生产情况，采取集
中授课、智能培训平台线上授课和岗位实
训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培训。上半年，开展
电工、钳工等培训2341人次，培训职业工
种与产业对接比例达82.1%。

区人力社保局

今年上半年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6873人次

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讯员 刘红燕）
8月30日，记者从区科协获悉，近日，市科
协关于组织一线科技工作者开展岗位创
新争先行动的项目评选结果出炉，我区共
有17个参赛作品获奖，其中，一等奖3个，
二等奖10个，三等奖4个。

据了解，在此次评选活动中，我区
上报的“腹腔镜与开放性肾部分切除
术 治 疗 肾 癌 的 临 床 疗 效 对 比 ”“ 智 能
微 创 电 动 腔 镜 吻 合 器 的 研 发 及 产 业
化”“水陆两栖智能垃圾处理装置”三
个项目获得一等奖。“智能+产线——

柔 性 视 觉 质 检 系 统 ”“ 一 种 稳 定 的 麦
芪 降 糖 组 合 物 的 产 业 化 工 艺 方 法 研
究”等 10 个项目获得二等奖；“盐酸金
霉 素 可 溶 性 粉 水 溶 性 改 良 ”“ 一 种 腰
椎穿刺用模拟教学装置”等 4 个项目
获得三等奖。下一步，区科协将进一

步 团 结 全 区 广 大 基 层 一 线 科 技 工 作
者，围绕创新争先、服务发展，全面提
高 各 行 各 业 岗 位 的 科 技 含 量 和 创 新
水平，为把重庆加快建设成为具有全
国 影 响 力 的 科 技 创 新 中 心 作 出 新 的
更大贡献。

我区17个项目在市级岗位创新争先行动中获奖

本报讯（记者 周云 通讯员 钟颖玥）
8月28日，记者从中行合川支行获悉，2023
年以来，我区储蓄国债发行持续向好。今
年1-8月，储蓄国债共发行12期，截至8月
19日我区共销售24718.03万元，其中三年

期16062.01万元，五年期8656.02万元。与
2022年同期相比，同比增长22.48%。

“受存款利率下降的影响，居民投资
储蓄国债的意愿较强、购买积极；形成一
批国债投资者，续购国债比例较高。其

中，农村地区购买国债继续升温。”据中行
合川支行工作人员介绍，今年以来，该行
组织“国债下乡”宣传活动3次，在辖区农
村地区建立近 400 个常规储蓄国债宣传
点，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5 万余份，进一步

扩大了农村居民国债知识普及面。截至8
月19日，我区农村地区共销售19890.58万
元 ，与 2022 年 同 期 相 比 ，同 比 增 长
28.82%，国债下乡成效明显。其中，重庆
农商行合川分行在全区销量排名第一。

我区储蓄国债保持增长，农村地区增长较快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8
月31日，我区火灾防控“除险
清患”专项行动新闻通气会召
开，通报当前专项行动工作开
展情况，就下一步重点工作进
行安排部署。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
上级相关会议精神和工作部
署，今年 5 月中旬至 12 月底，
全区火灾防控“除险清患”专
项行动启动，此次专项行动分
为自查自改、排查促改、执法
督改、总结提升四个阶段进
行；明确了人员密集场所、敏
感特殊场所、生产经营场所、
林业重点区域和部位四大重
点范围，梳理了遗留问题大起
底、设施设备大排查、突出问
题大执法、安全素养大宣教、
应急救援大演练、数字赋能大
提升、队伍能力大建设七项重
点任务。

截至目前，在消防设施大
排查方面，围绕“遏重大、降较
大、减总量”的火灾防控总目
标，紧盯具有较大火灾风险、
人员活动集中、容易造成群死
群伤或重大社会影响的重点

场所，针对防灭火设施、安全
疏散设施、防火分隔设施等领
域全面开展隐患排查。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已排查生产经
营性场所 426 家、人员密集场
所 351 家、敏感特殊场所 125
家，发现防灭火设施隐患 235
处、安全疏散设施隐患216处、
防火分隔设施隐患12处。

森林防火方面，紧盯林区
及林缘重点设施、重点部位、
重点区域和可能受火灾威胁
的重点目标，聚焦“人防”基
础、“技防”支撑、“物防”保障
和“处理”能力全面提升，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全区未发生森
林火灾，共开展执法检查 348
批次，排查整治风险隐患 66
处。其中，森林防火责任落实
不到位2处、宣传教育不到位
7 处、火源管控不到位 14 处，
林区重要目标设施设备引发
森林火灾风险隐患43处，所有
风险隐患均已整改完毕。

区应急局、区林业局、区
消防救援支队等单位及《合川
报》、合川电视台、今日合川网
等区属融媒体参加。

我区召开火灾防控“除险清患”
专项行动新闻通气会

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通
讯员 韩沁男）8月29日，区城
投（集团）公司举办“合规体系
建设强化年”专题培训，邀请
西南政法大学教授张辉讲授

《国有企业的合规管理与企业
治理》等内容。

培训现场，张辉围绕如
何 开 展 国 有 企 业 的 合 规 管
理 等 方 面 进 行 了 讲 解 ，引
导 企 业 要 不 断 增 强 自 身 核

心竞争力，提升风险意识，
切实做到依法守规经营。

此次培训旨在强化违规
追责警示教育，不断提升依
法合规经营水平，努力确保

“五个到位”，即合规管理职
责到位、合规流程管控到位、
合规风险防范到位、违规问
题整改到位以及合规要求落
实到位。该公司全体职工参
加培训。

区城投（集团）公司

举办“合规体系建设强化年”
专题培训

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实际需求，搭
建服务平台，创新服务机制，集聚发展要素，
更好地发挥他们引领推动现代农业的主力
军作用，破解“谁来种地”难题，带动小农户
在农业现代化道路上共同发展

“番茄什么品种好？”“油菜还能开发出
哪些新产品？”“种菜要怎样上保险？”……近
日，在江苏南京举办的兴农服务日活动现
场，参加活动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有关部
门、科研院所座谈后，不仅为自己关心的问
题一一找到了答案，还能获得持续跟踪服
务。

相对于小农户的一家一户经营，家庭农
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农业社
会化服务组织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规
模更大、经营活力更足、发展实力更强。近
年来，随着相关扶持政策接续出台、资金投
入不断加大，各类新型主体呈现蓬勃发展之
势。据统计，目前全国家庭农场数量已达
391.4万家，农民专业合作社222.2万家，全国
县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9万余家。这
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稳定发展和模式创
新，不仅促进了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
生产中加快应用，也在破解“谁来种地”难
题、助力乡村产业兴旺、带动小农户与现代
农业有机衔接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
用。仅看带动能力，这些经营主体已辐射带
动超过1.2亿户小农户。

各类农业新型经营主体虽然在规模和
实力方面更具优势，但当前仍然面临亟待解
决的问题。从自身发展看，他们不仅和小农
户一样要应对自然和市场风险的难题，而
且，他们对基础设施条件够不够好、经营理
念够不够先进、市场信息够不够及时、人才
资源支撑够不够给力、资金技术服务够不够
充分等方面的需求更加强烈，迫切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支持和精准
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建强现代化农业经营体系是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适应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
大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今后一个时
期，小农户数量众多依然是我国的基本农情，加快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的农业强国，要依托双层经营体制走适度规模经营之路，加
快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如何更好地助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发展壮大、为他们提
供所需所盼？南京兴农服务日活动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要让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真正成为主力军，针对他们的实际需求，搭建服
务平台，集聚发展要素，为产业把脉、为主体解忧。与此同时，要
创新服务机制，扩大服务覆盖面，让服务长效化，让新型经营主体
持续受益。希望有更多这样实实在在的服务，助力各类新型农业
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带动广大小农户从农业经营中受益，为农
业农村发展提供澎湃动能。

（据2023年9月1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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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官渡镇兴胜村的佛手成熟了，农户正忙着采摘佛手。近年来，官渡镇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在特色产业发展上抓突破。2015年，通过引进中药企业以“公司+农户”的模
式，在兴胜村大力发展佛手种植，助力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截至目前，兴胜村已发展佛手种植400余亩。 通讯员 李宜 摄

（上接1版）
“道路宽了，环境美了，设施完善了，

如今在乡村生活越发幸福了……”渭沱镇
七星村村民王大哥娓娓道来。山水风情
自成一体，特色院落、村落、农田相得益
彰，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去乡间感受山水
人文之美、乡土文化之韵，乡村旅游也成
了一大热门。

从“生态美”到“生态富”，从“绿色颜
值”到“金色价值”，这背后正是城乡融合
发展的推动。合川立足涪江片区“伴山
伴水、山水相融”的生态优势和“半城半
乡、城乡衔接”的区位优势，践行“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唱响绿色经济发
展“重头戏”，做足生态文明建设“水文
章”，推动合川区涪江片区城乡融合发展
试验区暨市级乡村振兴示范镇建设，实
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人民更向

往”和“宜居、宜业、宜游”的高品质乡村
美好生活愿景。

力促“产业兴”实现“百姓富”

日前，记者在铜溪镇弯桥村 8 组看
到，该村鱼菜共生 AI 项目已竣工验收。
鱼菜共生是一种具有新式复合生态系统
的可持续性农业发展项目，该项目能自
动将鱼池中的水过滤后直接提供给蔬菜
作为生长的“营养液”，被蔬菜吸收“脱
肥”后的“营养液”又流回鱼池供鱼生长，
实现农业零排放零污染，节约水、土资
源，提高生产效率的同时，也为村民带来
了经济效益。

“现在我们村产业越来越兴旺，发展
越来越快，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有奔头

了。”说起现在的好日子，铜溪镇弯桥村村
民无不竖起大拇指。

得益于城乡融合改革步伐加快，农民
收入来源不断多样化。铜溪镇白山羊养
殖、香椿种植产业持续向好，渭沱镇玫瑰
香桃、蔬菜种植产业不断发展……一个个
产业结上“致富果”、敲开“致富门”，带领
村民走上“致富路”。

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强则经济强，
产业优则动能足。合川把项目建设作为
试验区的主战场，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
破”的原则，强攻项目投入、强化创新驱
动，推进试验区建设提档加速。聚焦“一
园一区五产业”总体布局，依托火锅食材
企业带动试验区粮油、稻渔、蔬菜、水果等
特色原料基地建设，加快“三品一标”品牌
培育，推动绿色农业发展。坚持农为本
底，优化镇域规划，统筹好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布局，精心提升镇村品质。
下一步，合川将统筹推进试验区专班

工作，按照“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的原则，
聚焦“小环线”沿线示范项目建设，牢固树
立“项目为王”的理念，把项目建设作为试
验区的主战场，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围
着项目干。提升产业发展能级，按照“一
园一区五产业”的产业集群布局，打造沿
江蔬菜现代农业产业园、全市种业创新示
范区和粮油、稻渔、鱼菜共生、椿芽、蜂糖
李 5 大特色产业。坚持农业本底，按照

“以农带旅、以文促旅、以旅兴农、农文旅
融合”发展思路，聚焦打造产学研综合体、
建设生态宜居乡村、塑造乡村文化品牌、
建设山水休闲原乡等“四条”主线，着力构
建“春黄、夏绿、秋金、冬镜”的四季田园景
观，打造系列乡村休闲体验线，推进农村
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唱响绿色经济发展“重头戏”做足城乡融合建设“水文章”

（上接1版）
刘嗣方对合川区委、区政府给予重庆

社会科学院的关心和支持表示感谢。他
说，此次合作既契合双方意愿，恰逢其时，
意义重大；又拥有良好基础，优势互补，大
有可为。双方应落实市委大成集智工作要
求，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合川实
践，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西部陆海新
通道建设等重大战略，坚持资源共享、平台
共搭的理念，把智库优势和合川发展的实

际需求结合起来，健全合作机制，发挥各自
优势，开展多层次、宽领域、全方位的务实
合作。一是建立重大课题研究协同协作机
制，以课题为纽带加强合作，把合川的好经
验好做法总结好、把合川发展遇到的堵点
难点研究透，为合川的发展建诤言献良
策。二是建立调研基地共培共育机制，依
托合川区有关部门、镇街、工业园区等单
位，建立市情调研基地、乡村振兴调研基
地、工业发展调研基地等，及时了解情况、

发现新问题、总结新经验、探索新思路、形
成新成果。三是建立学术活动联承联办机
制，共同举办论坛、研讨会或决策咨询等活
动，培育具有全市影响力的学术品牌。相
信在共同努力下，双方战略合作必将迎来
无限机遇、美好前景，携手为新时代新征程
建设现代化新重庆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仪式上，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
长曾荣介绍了合川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重庆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蒋朋桥

介绍了重庆社会科学院工作情况。
在双方领导的见证下，重庆社会科学

院党组成员、副院长朱高云，曾荣代表双方
签约，刘嗣方向姜雪松授牌。

当天，刘嗣方院长一行还实地调研了
希尔安药业、梅香园，深入细致了解了合川
区现代中药、火锅食材等产业发展情况。

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吴达明，重庆
社会科学院有关负责人；合川区有关单位
负责人参加活动。

合川区与重庆社会科学院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签约仪式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