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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盛夏，山城重庆热力
十足。一大早，在重庆市巴南区“务
川生鲜入渝”直营门店里，菜品整整
齐齐上柜，静待顾客上门。

“这种黄瓜鲜嫩清香，适合生吃
和凉拌，是消暑的好食材。”重庆市
民胡女士早早来到店里挑选蔬菜，
对店里销售的农产品品质赞不绝
口。

胡女士挑选的黄瓜来自 200多
公里外的大山深处——务川自治县
大坪社区山茶村民组。村民下午采
摘完蔬菜后直接装车，历经3个多小
时运输至重庆双福国际农贸城，由
分拣中心工人分拣后，通过冷链车
连夜配送到“务川生鲜入渝”直营门

店，直接从源头到达店铺，不超过12
个小时，保证了蔬菜的品质。

胡女士是务川生鲜的老顾客
了，她说，务川的农产品口感鲜美、
营养丰富，做出来的菜家人都很喜
欢，她隔两天就要到店里采购。

“为保证产品的品质与新鲜度，
我们在务川种植蔬菜2万亩以上；每
个乡（镇、街道）创办200亩以上的商
品蔬菜和保供蔬菜示范基地各 1
个。”务兴农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覃应敏介绍，通过这些举措
有效保证新鲜食材源源不断从务川
蔬菜基地运送到重庆直营门店。

近年来，务川充分发挥距离重
庆主城区 3小时车程的区位优势，

探索创新“务川生鲜入渝”试点项
目，积极打造务川生鲜品牌，有效
推动务川的蔬菜、鸡蛋、牛肉干、百
合粉、蜂蜜等优质农特产品销往重
庆等市场，实现“以销促产”“黔货
出山”。

截至目前，务川已在重庆建立
“务川生鲜入渝”直营门店8家、批发
分拣中心 1个，搭建了采购运营、分
拣配送、门店运营等连锁生鲜超市
构架，初步形成产地直供、产货直
达、产品直销的产销对接新模式。
同时，通过“务川生鲜入渝”门店展
示及推介务川文化旅游资源，用消
费积分兑换旅游券，吸引重庆市民
走进务川，了解神秘的仡佬文化和

人文风情。
据务兴农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于欢介绍，通过精准分析门
店销售基础数据，深度梳理优势品
种，结合重庆市场所需，精准对接
县内产业布局，以销售情况指导县
内经营主体，种植养殖大户按照要
求订单生产，稳定供应渠道。并在
办好超市门店的基础上，向附近居
民小区通过社区团购、线上平台、
文旅宣传，快速形成门店和批发档
口的稳定客户群体，逐步扩大销售
半径，进一步提升“务川生鲜入渝”
项目的效益。

（邹科 孟红霞 杨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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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川生鲜打开重庆市场

本报讯 （记者 杨刚）“‘网上党支部’今天推送的学习内容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分享人做了简明扼
要的介绍，大家互动交流也很积极。”余庆县委组织部党总支部书记
周文莲向记者介绍。

把党员干部学习教育搬上“线”，打破时间和地域限制，是余庆县
党员干部充电蓄能、提升工作能力的有效途径。去年以来，余庆县围
绕提升学习质效这一核心要求，创新学习教育方式，在县域内推行

“网上党支部”学习，明确党（总）支部书记为“班长”，根据实际情况设
置“学习委员”“监督委员”等，负责及时提醒党员干部参加学习，并对
学习情况进行督导检查。“网上党支部”实行“321”分享学习模式，即
乡科级干部每周3次、中层干部每周2次、一般干部每周1次的频次，
有效提升了党员干部学习覆盖面。

“‘网上党支部’搭建了学习沟通平台，我们不仅能够学到业务知
识，同时也能交流学习心得。”该县龙溪镇干部陈宇表示，在空闲时间
里打开“网上党支部”学习，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下一步，余庆县将持续深入推进线上学习模式，在全面推行“网
上党支部”学习机制的同时，探索更多形式丰富、高效便捷的线上学
习机制，常态化推进党员干部充电蓄能。

余庆县

“网上党支部”
为党员干部充电蓄能

本报讯 （记者 一丁）汇川区毛石镇着力健全“村级党组织+
网格化党组织+党员中心户”的组织体系，不断健全完善治理机制，
构建起“小事难事不出村、矛盾纠纷及时解”的基层治理新局面。

按照“一中心一张网十联户”治理机制，该镇推动农村“多网融
合、一网统筹、多员合一、一员多责”的网格化治理模式，将辖区村干
部、村民代表、联户长等 600余人下沉到网格参与治理。同时，着力
加强联户长队伍建设，通过不定期开展联户长业务知识培训、定期
开展考核评选等方式，激励联户长履职尽责，引导他们当好惠民政
策“宣传员”、矛盾纠纷“调解员”、社情民意“情报员”，不断提升治理
效能。

该镇成立“老街党群议事会”，将集镇老街居住农户 182户划分
为9个议事网格，推选9名议事代表组建老街党群议事会，推动群众
自治。通过每月召开一次党群议事会，共同商议解决群众关心的难
点问题。推行“群众点单—协调派单—服务接单—管理验单—群众
评单”的五单制模式，着力解决一批民生实事。

毛石镇

完善治理机制
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近年来，桐梓县立足实际，因
地制宜发展烤烟产业，助力群众增
收致富。眼下，该县烤烟陆续进入
采烤期。

据了解，该县种植烤烟4.7万
亩，产量预计10万担，产值将达1.6
亿元，涉及九坝、茅石、马鬃等17个
乡（镇）85个村1303户种植户，户
均收入11万元左右。

（桐梓县新媒体中心）

正安县谢坝乡把培育壮大家庭农场、家庭作坊作为推动产业发
展的重要抓手之一，通过典型引领、规范管理等措施，努力将家庭农
场、家庭作坊打造成引领带动农户发展产业的重要载体，助推农业增
产、农民增收。

该乡谢坝村中坝村民组村民谢昭怀种植了2亩茶树、几亩辣椒，
还养了两头大肥猪。“我的家庭农场既有种植项目，也有养殖项目。”

村民付远高的家庭农场里的“主力军”则是香葱。“香葱就种在屋
前，两个多月长一茬，收入不错。”付远高说。

据初步统计，在谢坝乡发展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家庭农场约3400
家，项目涵盖生猪、家禽、肉牛、冷水鱼养殖和辣椒、茶叶、香葱、食
用菌种植。在家庭农场发展红火的同时，该乡依托辣椒产业优势，
培育特色辣椒作坊 300余家，引导村民传承以灰豆腐果为主的特色
食品制作，发展家庭式豆制品加工小作坊 121家，培育家庭式竹制
品作坊 200余家、木制品作坊 62家，培育家庭式传统手工茶作坊
400余家。 （据《贵州日报》）

谢坝乡

发展壮大家庭农场

本报讯 夏日炎炎，蝉鸣阵
阵。走进绥阳县郑场镇卧龙社区，
干净整洁的道路延伸开来，一幢幢
白墙黛瓦的民居点缀于绿水青山
之中，农家小院里不时传出阵阵笑
声……一幅悠然惬意的田园乡村画
卷映入眼帘。

近年来，卧龙社区把实现乡村
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
总抓手，紧紧围绕“山水田园·和谐
卧龙”的目标定位，按照农旅融合发
展思路，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动

“五大振兴”。
“我家是2015年搬到这里来的，

刚来的时候周边环境和住房条件不
是很好，现在这里变化就大了，家家

都是独门独栋，马路全铺成沥青路，
到处都干干净净，我们住在这里感
觉很幸福、很舒适。”卧龙社区居民
姜永香一边整理屋子一边笑呵呵地
说。

自2021年获批绥阳县乡村振兴
示范点建设以来，该社区积极整合
项目资金，按照“功能优化、风貌靓
化、环境美化”的要求，针对农房实
际情况，实施“一分、三净、五改”“两
化、四拆”“两清、三园”建设，目前已
完成示范区42户农户房屋的升级改
造。

“接下来，我们社区还将继续加
快美丽乡村建设步伐，加大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力度，对走访摸排出符
合改造条件的 80余户，进行改厨改

厕和庭院硬化等工作，全面提升农
房的宜居性、舒适性。”驻卧龙社区
工作组组长陈其文介绍。

在村庄卫生清洁方面，该社区
严格按照“户分类、村收集、镇转运、
县处理”模式推进城乡环卫一体化，
在公共区域设立 22处分类垃圾箱，
积极引导群众进行垃圾分类，做到
垃圾“日集日收”，并将农村垃圾处
理、污水处理、公路养护、饮水管护
等纳入村规民约，明确村民维护村
庄环境义务，引导村民相互监督、自
觉遵守，有效推进农村环境治理。

随着社区“颜值”“气质”双提
升，慕名前来的游客络绎不绝。不
少社区居民纷纷发展起了农家乐、
民宿等餐饮、旅游产业，生意越做越

红火。
“我家主要经营餐馆和民宿，随

着社区环境变得越来越好，我的生
意也好多了。特别是在夏天，来自
遵义、贵阳、重庆等地的人很多，现
在这个产业已经成为我家的支柱产
业，日子越过越好了！”当起老板的
范永康对现在的生活很是满意。

近年来，该社区紧紧围绕“1+2+
N”产业布局，抓实产业高质量发展，
按照“山上金银花，山下椒蔬粮”的
目标定位，立足全镇辣椒、金银花主
导产业，今年发展辣椒1800亩、金银
花 1500亩，以村集体经济为主体流
转土地种植精品蔬菜225亩，切实促
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李匀阳 王婵娟 胡心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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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龙社区着力打造宜居宜业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