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赴东北工作

1946年9月，杨超伦从延安到东北，任东北
局土改工作团团员。1947 年 2 月，任东北贸易
总公司科长。1947年7月至1954年2月，先后在
东北财政干部学校（东北财大前身）、吉林工业
专科学校、东北工学院（东北大学前身）、哈尔滨
工业大学工作，历任科长、处长、党组成员等职。

1949年3月至8月，杨超伦在吉林工业专科
学校任职期间，兼任政治课教师，为从东北接回
的原东北大学的1000多名学生讲授《中国现代
革命史》。认真归纳整理在延安八路军军政学
院学习时，王若飞讲授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大
革命》、王首道讲授的《苏维埃运动》、朱德讲授
的《抗日游击战争》、叶剑英讲授的《全国抗战形
势》、杨尚昆讲授的《抗日根据地政策》学习笔
记，结合实例，进行备课。授课内容摆事实、讲
道理、以理服人、以诚服人，还善于收集讨论中
的疑难问题，进行答疑，帮助学生提高觉悟，分
清中国现代革命史中的大是大非问题。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复杂的环境下，学校进
行反动党团登记。杨超伦执行党的政策，启发
自觉，不追不逼，不歧视，鼓励进步，在学生中进
行大动员。先后有大批人自愿交出枪支和子
弹，献出枪支500余支、子弹数千发，还有其他军
用物品。同时，他提出“献枪支援解放台湾”的
口号，召开全校献枪大会，学生纷纷拿着枪上
台，把枪献给党。吉林工业专科学校专门办展
览，展出献出的枪支、子弹及战刀等军用物品，受到吉林市公安
局的表彰。公安机关动员组织各单位前来参观，杨超伦作大会
发言介绍经验。

培养机械专业人才

1954年2月，杨超伦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干部学校副校长，
后任校长，为新中国机械行业培养了很多优秀人才。从这里走
出去的很多干部，相继进入各行各业的领导和科研岗位，成为党
和国家的栋梁之才。

1955年，杨超伦受国务院派遣组建北京机械学院并任副院长，
后调陕西机械学院任党委常委、副院长。1983年，杨超伦离休。

2003年8月，杨超伦逝世，享年85岁，其骨灰安放在八宝山
革命公墓。杨超伦的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和新中国建设
事业，践行了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
奋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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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谌永恒 通讯员 林
峻竹）2023 年，合川区部分镇街遭遇洪
涝灾害、地质灾害，区应急局高度重视
受灾群众倒房重建及冬春临时生活救
助工作，组建灾后恢复重建工作组赴各
受灾镇街，实地走访摸排、严把救助流
程、加强监督检查，确保群众安居乐业、
温暖过冬。

倒房重建护民安

去年 7 月，因强降雨侵袭引起的滑

坡将邓世云房屋后墙冲垮，造成 3 间房
屋严重受损，不能继续居住。为解邓世
云燃眉之急，区应急局灾后恢复重建工
作组深入现场、掌握情况后，通过异地
选址重建的方式对邓世云进行救助。

近日，区应急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组去到云门街道大碑村村民邓世云的
新家，验收因灾倒损重建的房屋。谈及
生活近况，邓世云拉着应急局工作人员
的手说道：“暴雨来时，多亏云门应急办
工作人员的紧急转移、妥善安置，避免
了人员受伤，也感谢大家积极协调土
地、全力以赴重建房屋。如今，新房子
地势平坦，开通了自来水，我准备春节
前搬新家，热热闹闹过新年。”

据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年
全区因灾倒损住房需重建的共 17 户 55
间，需修缮的共 22 户 29 间。区应急局

挂图作战、打表推进，多措并举抓好倒
损房屋恢复重建工作，目前，需要重建、
修缮的房屋已全部完工，29.4 万元的补
助资金也全部拨付到位。

冬春救助暖民心

“领完物资的镇街请在移交清单上
签字。”去年 12 月 27 日，在区应急局救
灾物资仓库内，相关工作人员正在有序
领取冬春救助物资、搬运装车，一辆辆
满载御寒物资的车辆驶往各个辖区，把
党和政府的关心关怀送到受灾群众的
心坎上。去年7 月，受强降雨影响，云门
街道大碑村村民杨明会家稻田被淹，损
失严重、生活困难，其生产生活也牵动
着多方的心。为此，区应急局组织人员
多次走访杨明会家，了解生产生活近

况，鼓励她和邻居坚定信心、守望相助、
战胜困难。近日，区应急局相关负责人
再次去到杨明会家中，送上新年祝福和
御寒物资。

据了解，去年 12 月中旬，低温雨雪
冰冻天气来临，气温骤降。为做好冬春
临时生活救助工作，为群众兜底解忧，
区应急局调拨冬春救助资金 488.1 万
元，向全区 25118 名受灾群众发放棉被
3273 床、棉大衣 550 件。此次救助物资
发放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原则，
优先保障倒房重建户和受灾的低保对
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
支出型困难家庭等特殊群体的救助需
求，确保不漏一户、不漏一人。下一步，
区应急局将加强对救助物资发放工作
的回访检查、跟踪问效，确保救助物资
在春节前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

区应急局

兜底解忧 守护受灾群众温暖过冬

深冬时节，大石街道竹山村 3 组的
大石香提多葡萄园种植基地里，一拢拢
葡萄架、一行行柑橘树整齐排列。基地
负责人马快正指导员工老刘修剪柑橘枝
丫：“你看，这种枝丫就不需要，我们要剪
掉重叠枝，保留营养带动枝，让果树营养
均衡……”

马快是名“70 后”，出生于太和镇白
马村一户普通农户家庭。提起马快，大
石街道竹山村的乡亲们纷纷竖起大拇
指。10 年间，马快凭着一股韧劲和永不
言弃的精神，从一名返乡农民工，摇身变
成种植大户，帮助 30 余名村民就近就
业，支付工人工资近 200 万元；发起成立
重庆市香提多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吸
纳6户村民加盟，一起致富增收。

心系故里 葡萄架起创业梦

在 2012 年前，马快还只是一名农民
工，他高中毕业后，先后学过厨师、开过大
排档、搞过物业管理、从事过塑胶进出口贸
易。外出务工的艰辛，让他决定回乡创
业。“小时候，爸妈告诉我，长大后别回农村
了。”马快并没有听从长辈的劝告。

返乡后的马快发现，乡亲们还主要
靠种植传统的玉米和水稻解决温饱，谈
何致富。这时，他开始犯愁，创业的出路
究竟在哪里。然而，事情很快出现了转
机。偶然的机会马快接触到果蔬种植有
关技术，考察后，发现种植葡萄的经济效
益十分可观。说干就干，2012年底，他与
朋友共同出资，选择在靠近城区的大石
街道竹山村流转150余亩土地，成立重庆
三柯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建起了大石香
提多葡萄园。

辛勤钻研 好技术带来高回报

2014年，因经营理念不合，合伙人选

择撤资，马快卖房借钱独自负重前行。
“葡萄都栽下去了，不能半途而废吧！”马
快认识到掌握好种植技术是关键。于
是，他四处拜师学艺，湖南、广西、山
东……都留下了他学艺的足迹，最终他
摸索出一套在重庆高温高湿气候条件下
葡萄栽培管理实用技术。

功夫不负苦心人。2015 年，在马快
的精心照料下，葡萄种植获得成功，实现
了盈利。种植葡萄靠的是技术，卖的是
口感和品相。为保证葡萄口感、品相，马
快把每亩的产量都控制在750公斤以内，
并全部采用生态绿色技术管理。

“控制产量，是实现葡萄颗粒大、口
感好、品相好的关键。采用避雨棚、反光
膜、滴灌、病虫害绿色防控等生态绿色技
术管理，才能保证葡萄品质绝对优良。”
说到这里，马快颇有些自豪，园内的夏
黑、藤稔、巨玫瑰、魏可等品种，不仅有绿

色食品认证，还获得了重庆市名牌农产
品的称号。

2017 年 5 月，马快开通了农柯商城，
将葡萄挂上互联网进行销售。“网购时
代，如果不与时俱进，必将被市场淘
汰。”马快说。靠着线下体验采摘，线上
下单预订的销售渠道，葡萄园的生意日
益火爆。

惠及乡亲 带动村民同走致富路

“我已经赚到了第一桶金，可是乡亲
们还在过着苦日子，要不要发动大家一
起种植葡萄？”马快心想。他将想法跟街
道和上级部门沟通后，得到了大力支持，
开始对撂荒地利用、名特农产品打造、乡
村旅游发展等进行积极探索。

在打造绿色葡萄园的同时，马快于
2018年发起成立重庆市合川区庄稼地水

稻专业合作社，开设农民田间学校，让周
边村民学习葡萄种植技术和水稻标准化
种植技术。目前已有 50 户农户加盟，发
展优质水稻近 400 亩，打造了“合州大
米”与“大办新米”两个品牌，为村民增收
近20万元。

“我从2012年开始就在葡萄园打工，
除了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学到了葡萄种
植技术。”大石街道竹山村 4 组村民陈昌
华介绍说，他是葡萄园 8 个固定工之一，
葡萄园包三餐，月工资在1800元左右，另
有 20 余位村民是临时用工，他们每天工
资 60 元，中午还包伙食。马快除了吸纳
脱贫户在葡萄园就业外，还资助了官渡
镇的3名孤儿。

2019 年，马快进一步优化了葡萄园
种植结构，选择种植起了柑橘，“爱媛”

“明日见”等品种陆续产出。他凭借专业
的种植管理技术和丰富的市场经验，通
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带动村民增
收致富。

2018 年 9 月，马快荣获合川区“双
带”致富能手（水果种植能手）称号，2019
年5 月，被合川区委宣传部授予“合川区
2018 年度新乡贤”称号，2019 年 12 月荣
获重庆市“十百千万”五老关爱行动“双
带”农村青年人才称号，2020年1月被中
国关工委授予全国“双带”农村致富青年
先进个人称号。

马快表示，前不久，有幸作为农村致
富带头人参加全市农村工作会议暨学习
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建设巴渝和美
乡村会议，会议对全市乡村振兴的规划
和 部 署 中 ，要 求“ 加 强 农 业 品 牌 建
设……”，让他更加坚定了把品质做好，
用更加科学精细的生产方式把“农柯葡
萄”“农柯柑橘”“合州大米”等品牌做得
更响、走得更远。同时，他将进一步丰富
网上商城的品种，帮助周边农户销售农
副产品，让他们得到更多实惠。

把青春和激情献给家乡的土地
——记全国“双带”农村致富带头人马快

○记者 魏鑫 张立 文/图

马快（右一）在种植园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城乡规划公告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2024年1月17日

公示事项

项目位置

申请单位

公示时间

公示地点

联系电话

文峰古街东协调区（文峰东城）12#楼物管
用房变更公示

合川区南津街街道

重庆泽天物业有限公司

2024年1月17日至2024年1月23日

重庆市合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项目现
场、合川日报、重庆市合川区人民政府官网
（http://www.hc.gov.cn/）

023-42751521

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暨区委经济
工作会议召开后，迅速在全区广大党员
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推动各项工作紧起来、严起来、
实起来，积极抢占先机、赢得主动。”
大家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会议
精神，锚定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抓紧抓严抓实各项工作，以“只争
朝夕、奋勇争先”的责任感、紧迫感和
使命感，以改革攻坚的韧劲、锐劲、猛
劲，干出崭新实绩，交出高分报表，全
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
迈上新台阶。

区政务办（区行政服务中心）党组
书记、主任何江潇表示，区政务办将认
真贯彻市委六届四次全会和市委经济
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区委十五届六次全
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持党建
统领，聚焦改革务实笃行。紧紧围绕

“三服务”工作，持续深化“放管服”改
革，着力加强数字政务建设，纵深推进

“一件事一次办”，积极融入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努力优化营商环境、提

升政务服务质效，做实“小合办政”政务
服务工作品牌，为推动渝西地区一体化
高质量发展、谱写现代化新重庆建设

“合川篇章”贡献力量。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党组书记、局长

孔令峰表示，会议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为
今后工作指明了方向，进一步坚定了党
员干部信心和决心。区退役军人事务
局将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把党中央决
策部署和市委、区委工作要求落实到今
年的重点任务中。一是持续加强思想
政治引领，深入开展“最美退役军人”等
学习宣传，广泛开展“老兵永远跟党走”
等活动，充分发挥退役军人先锋模范作
用，鼓励支持他们投身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多举措扶持就业创业，拓宽就业渠
道、加大扶持力度，加强教育培训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提升就业创业能力水
平。三是全力维护安全稳定，抓好矛盾
隐患排查、风险研判处置、法治信访建
设等各项工作，切实助力经济社会持续
稳定发展。

大石街道党工委书记郑东表示，大

石街道全体党员干部将围绕会议精神，
从三个方面抓好贯彻落实：一是深入贯
彻会议精神。通过党工委（扩大）会议、
机关干部、村（社区）干部会议等认真学
习贯彻会议精神，切实推动会议各项部
署落地落实；二是奋力实现改革突破。
认真落实“三攻坚一盘活”改革突破、机
构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各项重点工
作，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
振兴有效衔接、老旧小区改造、基层智
治、平安稳定，全力推进利泽航运枢纽、
西环线、特高压（金上线）等重点项目建
设，加快建设“特色产业高地、休闲旅游
高地、幸福宜居高地”；三是切实加强党
建统领。全面落实党建统领“三项重点
任务”，深化落实“党建统领·赶考亮卷”
行动，精心开展主题教育，牢记“学思
想、强党性、重实践、建新功”总要求，进
一步淬炼作风，积极谋划好 2024 年各
项重点工作，脚踏实地，为奋力谱写现
代化新重庆建设“合川篇章”贡献大石
力量。

双槐镇党委书记黄战表示，双槐镇

将紧紧围绕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暨区
委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任
务，坚决扛起政治责任和使命担当，
按照“能源之城、百果之乡、首善之
地”工作思路，聚焦“党建赋能·赶考
亮卷”行动，始终保持奋进者姿态，
激发创造性张力，将会议精神贯彻到
大抓落实中。一是全力抓好宣传贯
彻，让会议精神深入人心，让净化政
治生态在干部、党员的日常工作中得
到真正落实；二是全力抓好双槐镇热
电循环经济特色产业园的建设和发
展，不断提升经济水平，努力推动工
业发展提质提速；三是全力抓好农业
产业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围绕“双槐
红”农特品牌，做优做强柠檬、柑橘、
李子、西瓜等特色农业产业；四是全
力抓好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人居环
境，建成来龙涧生态湿地、崆峒山观景
平台、胜天休闲广场，打造环双槐场镇
休闲步道。

官渡镇党委书记赵艳龙表示，官渡
镇将紧紧围绕全区深入实施的“十大行

动”，结合实际，持续深化“党建统领·赶
考亮卷”行动，把党的建设与制度建设
同向推进、同步深化、同频共振；组织实
施“干事活力提升 作风建设攻坚”行
动，理顺干部职务职级晋升机制，压实
干部作风，坚决遏制干部不作为慢作为
乱作为现象发生；组织推动“走出去 带
回来”行动，鼓励支持机关干部及村（社
区）干部走出去开拓视野、打开格局，推
动官渡招商引资工作再上新台阶；组织
保障“民生实事 平安稳定”行动，在春
节等节点发放“送祝福、送平安、送安
全”告知书，并积极深入基层走访群众，
大力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二郎镇党委书记欧敏表示，二郎镇
将全面贯彻落实会议精神，立足“川渝
边城·合美二郎”定位，积极融入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一步推动治理跨
界联动、产业协同发展。同时，紧紧围
绕党建统领“三项重点任务”“三攻坚一
盘活”改革突破等工作要求，深挖资源、
产业、人才优势，巩固拓展主题教育成
果，以党建统领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努

力打造种养循环示范基地、重庆实木校
具基地，加快建设重庆特色产业镇、川
渝边际最美城镇、川渝毗邻地区公共服
务高地。

区城投（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沈伟表示，区城投（集团）公司将
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全力推
进“三攻坚一盘活”改革工作，闯深水
区、啃硬骨头，持续围绕“存量债务不
断链、遗留问题要破解、转型发展要做
实”三个目标，踔厉奋发，夯实基础。
一是坚持化债和发展两手抓，进一步
加大与金融机构的协调对接力度，防
范和化解债务风险。二是加大力度盘
活闲置资产，拓宽宣传渠道，做好闲置
资产的招租工作。三是积极探索混合
所有制企业改革，深挖新资源、拓展新
产业、发展新空间，增强自身造血功
能。拓宽天然气产业发展道路，探索
政企合作新方式。探索“研学+教育+
旅游”融合发展，平稳推进研学实践业
务，持续加强校企深度合作，打造高质
量剧场演出。

只争朝夕 奋勇争先 以实效实绩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合川建设迈上新台阶
——区委十五届六次全会暨区委经济工作会议在全区各部门各镇街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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