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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敏）近日，记者获悉，今
年一季度，合川警方在持续深入推进“一标
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工作中破获多起案件，
有效维护辖区治安环境安全稳定。

1月15日，云门派出所接到辖区市民唐
先生报警，称其堆放在云门街道铁家村附近
果园内的管道、围挡和电机等材料被人盗
走，直接损失达16500余元。接警后，民警
迅速组织警力，对周边监控进行追寻调取，

发现嫌疑人已将被盗物品卖至云门某废品
回收站中。随后，民警通过排查走访回收店
老板、周边村民，确定嫌疑人身份。同时，通
过“一标三实”，民警掌握到嫌疑人居住地
址。1月16日，先后将三名嫌疑人抓获，三
人对盗窃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了解，“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工
作以标准地址和实有人口、实有房屋、实
有单位为主要内容，合川警方通过 2023

年“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集中采集百日攻
坚大会战和 2024 年春节期间返合人员

“一标三实”信息采集维护专项工作，让全
区“一标三实”基础信息核采质量得到了
显著提升，系统数据更加准确、鲜活，合
川区公安局多个派出所一季度实战应用
成效明显。据统计，合阳、钓鱼城、云门、
钱塘、龙市、清平、古楼、小沔等 8 个派出
所通过“一标三实”，快速锁定犯罪嫌疑

人住址，成功抓获盗窃、贩卖毒品、电诈
等嫌疑人30余名；合阳派出所依托“一标
三实”梳理辖区易受骗群体居住地址，组
织社区民警辅警开展上门劝阻，成功预
警劝阻100余人次，有效降低了群众财产
损失；南津街、钓鱼城、沙鱼、钱塘等 4 个
派出所运用“一标三实”信息查询，成功
帮助群众寻获失散 20 余年亲人2名、走
失群众2名。

依托“一标三实”合川警方快速破获多起案件

综合 32024年4月22日 星期一 责编:廖梦竹 美编:梁卮

（上接2024年4月17日3版）
陈伯纯通过经常与赵德明“谈心”的

办法来进行审查，尽量把自己“灰色”起
来，说自己早就失掉组织关系了，并和他
讲朋友关系、讲义气，在经济上帮助他，在
苦闷时安慰他，最终取得了他的信任。他
便把叛变的经过给陈伯纯说了，说他在綦
江中学怎样被特务抓到叛变自首的，还写
了反共文章登载在特务机关刊物上，还把
在特务刊物上发表的文章给陈伯纯看
了。陈伯纯还来不及向南方局汇报这个
情况，赵继就来了。经商量，赵继住了几
天便回南方局向于江震汇报情况。随后，
陈伯纯赶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向于江震
作了详细汇报。回合川后，陈伯纯给了
赵德明一笔钱，劝他回老家岳池太平场去
做点生意。他们回老家后，党组织另外派
人在那边监视他。

1945年7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另外派
了刘石泉到金子乡公所当师爷。刘石泉
以师爷的身份在街上与三教九流接触，开
展活动。他能力强，工作方法多，很快打
开了局面。9 月，张伦到了合川金子乡，
陈伯纯安排张伦在中心小学教书。当时
陈伯纯虽然没有当中心小学校长了，但学
校的人事大权仍然掌握在他手里，这样就
可以聘请一些进步教师任教，便于安排组
织上转移来的党员在学校教书。9月，金
子党支部成立，刘石泉任书记，陈伯纯、张
伦任委员。

1946年，于江震批准陈伯纯与张岚星
结婚。张岚星是开展学运的，1938 年入
党，当过支部书记，学过医。1947年春，张
岚星从重庆带了很多药品到合川，建立了
一个医疗室，经常给农民看病，且看病给
药不要钱，对人态度好。陈伯纯将张岚星
安排在中心小学教书，通过教书，访问学
生家长，治病救人，广泛联系群众，开展革
命活动。

（未完待续）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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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盛 通
讯员 胡佐斌）为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 经 济 圈 建 设 契
机，深化区域合作，近日，
作为川渝毗邻村——肖家
镇啸马村与岳池县罗渡镇
凤凰村共同签订产业合作
协议。双方将围绕农业种
植、农文旅等方面开展深
度合作。

据了解，凤凰村是宋元
时期新明县县治所在地，
拥有保存较为完好的宋元
战争时期古城——上马寺
城堡，以及延续至 20 世纪
中后期的上马寺（古名啸
马寺）。据《岳池县志》记
载，肖家场原名啸马场，本
属岳池县，后划归重庆市
合川区管辖。今啸马村仍
保留有清代至民国时期的
啸马老街。以上马寺为中
心，方圆五公里内，人文遗
迹有宋太祖赵匡胤赐名的

应圣禅寺遗址（据南宋全
国地理总志《舆地纪胜》），
著名爱国实业家卢作孚先
生祖屋，中国人民志愿军
特等功臣、一级战斗英雄、

“七一勋章”获得者柴云振
故居；自然风光有形如笔架
的凤凰山、新明河瀑布及峡
谷等。

据介绍，双方将以此
次签约为契机，在农业种
植方面，采取土地租赁的
方式发展以辣椒为主要种
植品种的蔬菜产业。在农
文旅合作方面，双方村集
体合作社将以土地入股方
式，共同开发“明朝之源”
风景区，以及周边连片附
属小景区，切实推动农文
旅融合发展。

此次合作是贯彻落实
《实施“睦邻共兴”行动助推
渝广毗邻地区村集体经济
发展的九条措施》的又一生
动实践，对于推动渝广毗邻
地区乡村加快融入重庆都
市圈，实现两地毗邻地区乡
村融合发展将起到积极的
示范作用。

川渝毗邻村签订农业产业合作协议
共促乡村振兴

本报讯（记者 袁询 通讯员 肖甜甜）
“附近居民投诉你的烧烤摊噪音扰民，这
边有学校，请你们提醒顾客小声一点。”

“老板，你们晚上营业时间比较晚，烟道的
声音已经影响了楼上居民休息……”日
前，由太和镇在“执法+监督”一体化数字

集成应用中发起，由区司法局协调组织区
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局等 10 名行政
执法人员开展“噪声执法监管一件事”行
动，对群众举报多、反映强烈的广场、商
场、店铺等区域的商业经营活动及生活噪
声污染开展整治工作。

行动中，对丝绸园社区交通街、小甑子
街、阳光大道等3条街道进行了巡查，并对
重点区域进行噪声分贝检测，实时劝导督
促11个商家进行了整改。据了解，我区积
极认领“噪声执法监管一件事”项目，构建

“噪声执法监管一件事”应用场景，梳理涉

及噪声监管执法主体7个、涉及行政检查
事项18项，将商业经营、生产生活、交通噪
声污染监管事项集成到一张综合检查表单
中，实现检查清单化、规范化。同时，以“执
法+监督”一体化数字集成应用为载体，以
生活噪声污染为切入点，以“综合查一次”
为抓手，探索形成数字赋能、源头预防、整
改反馈、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并在太和镇先
行先试“噪声执法监管一件事”行动，切实
营造良好文明安静的生活环境。

太和镇先行先试“噪声执法监管一件事”

近年来，众多外出就业人员积极响应
号召，回到家乡创业，为乡村增添生机和活
力，铜溪镇纱帽村的林世平就是其中一
员。他找准市场定位，不忘初心，在家乡找
到属于自己的创业舞台，用无公害蔬菜种
植走出了一条富民兴村新路子。

承载梦想 返乡种植蔬菜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铜溪镇弯桥村的
香垭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看到，基地内一
片生机盎然，绿油油的芹菜、白胖胖的萝
卜，整齐摆放在种植基地里，装筐、上车，工
人们分工明确地忙碌着，处处洋溢着丰收
的喜悦。

今年36岁的林世平是土生土长的纱
帽村人，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由于家
境贫寒，他初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后来，
他在合川、重庆主城和云南之间贩卖蔬菜
水果维持生计，日子过得较为贫寒。

“背井离乡地在外打拼，不如回家干事
业。”凭借在多年在农贸市场打拼的经验，林
世平意识到，贩卖蔬菜水果做的是小本生
意，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伴随着社会经济
的飞速发展，大家对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愈来
愈高，对绿色无公害蔬菜的要求也越来越
大，为何不回到农村去种高品质蔬菜呢？

说干就干！2013年，林世平返回故乡
后，得知在官渡镇方碑村有个10亩地的蔬
菜基地在转手，他马上就将基地承包下来，

全部种上了莴笋，当年就盈利四五万，初尝
甜头的他更加坚定了发展蔬菜种植的决
心。后来，林世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请教，
积累了很多宝贵的种植、销售经验，他的蔬
菜基地也经营得风生水起，不断扩大了种
植面积，成立了重庆市合川区香垭蔬菜种
植专业合作社。截至目前已有 3 个基地
（香龙镇大垭村、铜溪镇弯桥村、铜梁安居
镇）500余亩的规模，年产值达700万以上。

随着业务扩大，林世平在种植蔬菜时
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严把质量关。很

多人看来，种菜不过就是一种营生，没什么
大学问。可勤劳朴实的林世平却不这么
想，他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蔬菜种植是良心
买卖，种的是菜，培育的却是自己的良心。

为让老百姓吃上放心菜，他主动创新，
引进优质品种，大力推广无公害种植技
术。他在经营过程中宁愿自己不赚钱，也
不让一颗问题蔬菜流入市场。经营蔬菜种
植13年来，销往重庆主城市场的“放心菜”
全部检验合格，赢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为
保障群众“菜篮子”安全贡献了力量，惠及

群众10万余人。

不忘初心 带动村民一起致富

在发展蔬菜种植的同时，林世平不忘
带动村民共同致富。投入蔬菜种植以来，
每天都需要大量人工，他积极吸纳周边村
民到蔬菜基地务工，平均一天就有一百余
人在基地进行管理、种植、收割等工作。年
近60岁的村民陈素兰因年龄原因很难找
到工作，而她现在成了蔬菜基地的固定工
人，“都这把年纪了还能在家门口就业，干
一天活能挣60-80元不等，每月按时发放，
也不耽误干农活。”如今，陈素兰每年的收
入够家里开销，生活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

俗说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
此，他毫不保留地把种植的技术和经验传
授给当地村民，希望有一天他们也能撑握
种植技术，靠自己的勤劳的双手过上富裕
的日子。去年，在林世平的指导下，村民徐
飞流转土地200亩种植蔬菜，由于管理得
当，蔬菜长势旺盛，当年就收到成效，这让
徐飞很是感激。

发展种植多年，林世平曾荣获首届“重
庆市乡村振兴青年先锋”“种植标兵”“三江
英才计划·产业高层次人才”等称号。谈到
今后的打算，林世平表示，将扩大种植规
模，增加种植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发挥当
地蔬菜种植龙头企业作用，带动更多群众
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增添动力。

返乡创业种蔬菜 富民兴村好“钱”景
○记者 张敏 文/图

林世平（左）和工人们为芹菜装筐

清明已过，位于双凤镇塘湾村的茶
园，仍笼罩在一层淡淡的云雾之中。区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玉芽手工制茶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重庆吊钟寺茶业有限
公司总经理、茶园主人王胜强带着采茶工
人，背着背篓拾级而上，采摘鲜嫩的茶叶，
伴着蒙蒙细雨炒制今年的春茶。

制茶：热火细炒出清香

清水冲泡，墨绿色的卷曲茶叶渐渐舒
展，摇晃杯身，淡雅的茶香随着热气席卷口
鼻，轻抿一口，沁人心脾的清香充盈唇齿，
久久不散。为生出这样的茶香，从茶树的
选择到茶叶的炒制，都得下一番功夫。

据王胜强介绍，炒茶大致有 5 个步
骤：采摘后的鲜茶叶经过6至10个小时的
晾青，去除部分水分，再在铁锅中煎炒，去
除青草味、多余水分，慢慢炒出茶香。最
后再经过揉捻、铸形、烘干等步骤，才算制
茶完成。这其中最重要、最考验技术的便
是炒制这个环节。

双手伸进四百多度的铁锅里，不停揉
搓、翻动、抖散茶叶，让其充分均匀受热。
在高温的熨烫下，茶叶渐渐变得卷曲、深
绿，直至茶香四溢。整个过程至少需要三
四十分钟，炒茶的动作不能间断，还得时
刻注意茶叶情况，调整温度，以免焦黄。

一斤半的茶叶炒制完成，王胜强的手
掌早已红肿。他看了一眼掌心笑着说道，

“炒茶这么多年，手心早就长了一层厚厚
的老茧。”这层厚茧，在他看来是一枚勋
章。

努力总见回报，王胜强的这份用心得
到了茶友的热情“回应”，“雪芽”茶站稳了

市场，每年收益能达百万元。

精艺：博采众长练本领

王胜强的炒茶技艺最初学自厂里的
老师傅，除此之外，他还抓住每个能提升
制茶手艺的机会，不断提升自己。“之前有
浙江那边的茶商来采购我们的茶叶原料，
带了几个制茶师傅过来，炒制完成后再将
成品带回去销售。”王胜强介绍，这些师傅
一般不愿意传授自己的制茶技艺，回乡之
前甚至会把自己带来的炒锅砸掉。

为了“拜师学艺”，王胜强常常跑去和
师傅们打交道，套近乎。一来二往的交流
中，师傅们和他渐渐亲近，愿意传授几
招。四年的时间里，王胜强边看边学边
练，不断摸索掌握炒茶的火候、时间、技
巧。如今，他已经能通过看茶叶、闻茶味，
适时调整炒制温度，让茶叶在手中充分

“绽放”。
同时，市场对茶叶喜好的改变也激励

着王胜强不断精进技艺。“以前的茶汤偏

浑、偏黄，但现在的茶友喜欢茶绿、汤清。”
为此，王胜强先后前往云南、贵州、四川、
福建等地考察学习，博取众长，融会贯通，
让自己的制茶技艺更上一层楼，以便适应
市场新需求。

2022年，王胜强还作为重庆代表队成
员参加了川渝地区茶叶产业职工技能大
赛，荣获“茶叶加工工”（手工制茶—绿茶）
项目的二等奖。自己的制茶技艺得到权
威认可，王胜强难掩喜悦，“制茶是手艺
活，也需要长时间的经验积累，我会不断
精进技术，让合川茶叶能够走向更加宽广
的舞台。”

传承：悠悠茶香飘万里

从事制茶行业 30 多年来，王胜强对
茶叶的喜爱，其儿子看在眼里，记在心上，
也选择了和父亲同样的道路。

王胜强炒茶时，儿子便在灶前烧火，
听着父亲的“指令”加柴、减柴的同时，也
仔细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学习炒茶技

艺。“如今，我的儿子也在做茶‘生意’，他
一边卖茶叶一边继续练手艺。”谈到儿子，
王胜强笑得欣慰，自己辛苦摸索出来的

“王氏玉芽手工制茶技艺”也算是有了继
承人。

更让王胜强高兴的是，他还在上小学
的小孙子对茶叶也颇感兴趣。每到采茶
期，他总是带着小孙子上山，教他识别茶
叶，采摘茶树上最嫩最新的茶叶。看着孩
子在茶山奔跑的稚嫩身影，王胜强总觉得
合川的茶文化一定能走得更远。

茶叶不仅让王胜强一家找到了发展
方向，也为附近村民创造了一笔丰厚的收
入。清明前后 50 多天的采茶期，茶园需
要七八十名采茶工人，手脚勤快的能挣上
万元，最少的也有五六千元。现在每到清
明节前，总有不少村民主动来询问采茶一
事。“茶叶的清香惠及了乡亲，我也很开
心。”王胜强说道。

在这座与山相依的茶园里，在爱茶之
人的辛勤劳作、用心经营之下，“养在深
山”的合川茶叶“走”出了大山，香飘万里。

山窝里飘出茶叶香
○记者 陈钰铃 实习生 杨玙馨

尊敬的中核·壹號院业主：

由我公司开发建设

的中核·壹號院 1 号住宅

楼已竣工，并取得《重庆

市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登记证》，已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具备正式交房

条件。为便于业主接房，

我公司将安排 1 天时间

集中办理接房手续，请各

位业主于 2024 年 4 月 27

日 来 办 理 接 房 入 住 手

续。逾期由此产生的后

果和责任自负，具体事项

如下：

一 、接 房 地 点 ：中

核·壹號院物业办公室（主

入口旁）。

二、接房应缴纳款项

及资料：相关税、费以及面

积误差款（如有）结算，业

主身份证原件、购房合同、

发票及收据（原件）。

三、详细情况请咨询

023-42662889。

请各位业主相互转

告，恭祝 乔迁之喜！

特此公告！

重庆融金置业有限公司

2024年4月22日

接 房 通 知

区委史志研究中心区委史志研究中心 区融媒体中心区融媒体中心 联办联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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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胜强现场炒制茶叶▲

王胜强（左二）与村民在茶园里采春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