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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 贫 攻 坚 进 行 时 本报讯（通讯员 董欢 张绍

学）5 月 7 日，重庆市南州水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州水务）

与华夏银行重庆分行签署绿色金融

战略合作协议。

在该绿色战略合作框架下，南

州水务于今年4月17日成功发行了

2019年度第一期绿色定向债务融资

工 具（债 券 简 称“19 南 州 水 务

GN001”）。该绿色债发行规模 1.8

亿元，期限3+2，主体评级AA，票面

利率7%。本期绿色定向债务融资工

具是重庆市首单绿色债务融资工

具，由重庆农商行和光大证券担任

主承销商，得到了华夏银行等市场

绿色投资机构的特别青睐和大力支

持。据悉，华夏银行秉承“绿色金融

助绿成长”理念，积极践行 ESG（环

境、社会、公司治理）投资理念策略，

配置资金重点投资于绿色债券、绿

色资产支持证券以及ESG表现良好

企业的债权类资产，为重庆“绿水青

山”建设提供大力的金融支持。

作为怀揣绿色情怀追求的市场

参与者，南州水务联同华夏银行，积

极响应人民银行重庆营管部的绿色

金融号召，共同践行“守护绿水青

山、共筑美丽中国”的绿色可持续发

展理念，通过绿色金融助推绿色产

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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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龙俊

才）近年来，重庆市城市建设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城投集团）扎实做好脱贫

攻坚帮扶工作，现已捐赠百万

元助力三角镇中坝村发展，带

领该村村民发家致富。

据悉，为壮大中坝村集体

经济，重庆城投集团支持该村

引进雷竹种植产业。经现场

调研对接商定，该集团与区镇

两级政府一起为千亩流转土

地支付涉地农户前3年保底租

金。基地三年后投产，预计年

总产值可达600万元，涉地农

户可分成180万元，村集体可

分成60万元。

此外，该集团还帮助种植

大户贫困户蒋明伦支付20亩

土地的前3年租金，为种植能

手黄永会等5户贫困户购买小

型农耕机，支持贫困户创业；并

帮助17户贫困户进行危房改

造，解决群众住房安全问题。

重庆城投集团

捐助百万元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通讯员 罗文）

今年以来，安稳镇着力推进

“四好农村路”建设，改善农村

公路基础设施，优化路网结

构，群众出行更加方便了。

据悉，安稳镇全年计划建

设农村公路 30 条，通畅公路

里程 52.3 公里，涉及 9 个村、

33 个村民小组。其中，该镇

脱贫村召台村年底将实现村

组通畅公路全覆盖。目前，全

镇已完成枇杷树至大湾、崇河

老村小至卷子坪两条公路共

两公里的建设任务，其余公路

正在有序推进中。

“村组公路通畅后，我们

村里的土特产运出去就方便

了，脱贫致富就更有希望了。”

召台村村干部陈正平说。

安稳镇

今年将建设农村公路超50公里

程世现：好日子是拼出来的！
本报记者 向鸿升

（上接1版）“我就看中了珠滩村

的生态。”陈勇说，小时候在外婆家

玩耍时，白天下河摸鱼，晚上草地捉

萤火虫，这个场景时常在脑海中浮

现。如今，越多越多的城里人喜欢

乡野的恬静，若是休闲农庄建好了，

不仅心中的原乡将变成现实，更是

为珠滩变美引客来出份力。

筑梦，穿越现实迷惘的苦行

住小时候的民居，吃田地里的

蔬果，钓山泉里的鲫鱼，赏夏夜里的

繁星……如是，顺应自然，是陈勇重

返原乡的最终目标。

“篆塘渔乡不是农家乐，如果非

要说是农家乐，那也是3.0版的农家

乐。”2015 年春节一过，陈勇就开始

动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去重庆主

城、四川、贵州等地考察，发现有些

地方的休闲农庄仍停留在食宿接待

的原始阶段，再好一点的，则是补充

了蔬果采摘。

“体验很重要，城里人远离田园

太久，他们更喜欢亲身感受、参与进

来。”于是，陈勇规划果园200亩、鱼

塘 70 亩、菜园 15 亩、标准竞技钓鱼

池20亩，瓜果蔬菜，一年四季皆能享

有。

可几个月后，陈勇遇到了资金

不足问题。

“摊子已经铺开了，如果没有后

续资金投入，就只有停工。”一时间，

陈勇辗转反侧，彻夜难眠，难道回归

田园发展真的就这么难？陈勇坦

言，他对自己有过质疑，但对返乡发

展的信念始终坚定，从来没有想过

放弃。

幸运的是，几名志同道合的朋

友愿意与陈勇一起共建珠滩，以增

资扩股的方式注入资金，篆塘渔乡

的建设得以如期进行。

现如今，篆塘渔乡已成为珠滩

村乡村旅游的网红打卡点。五一期

间，来自重庆主城、贵州、綦江城区

近 8000 人涌入珠滩，他们或徜徉在

五光十色的花海之中，或气定神闲

坐于钓鱼台上，或嬉闹骂笑在小龙

虾塘里……

“一年四季都有耍头。”陈勇介

绍，花卉部分，种有月季、格桑花、虞

美人、蔷薇等十多种；果树部分，有

樱桃、柑橘、枇杷等近十种；古色古

香的景观墙，苔痕上阶绿的青石板

路。游客们在这里找到了田园之

乐，体验到了原乡之美。

携手，共建一方朴实的天地

要住民居，没有另起高楼；要吃

乡味，没有蔬菜大棚。

迎客来、留客住，陈勇找到附近

的村民，让他们把闲置的房间租出

来，不仅可以得到租金，还可以来篆

塘渔乡务工，“乡村振兴只有我一个

人是不够的，如果能带动更多人参

与进来，共同走向幸福安康的生活，

这样的‘原乡’才是真正的原乡。”

今年 62 岁的村民梁龙福，有一

个三层高 16 间房的房子，儿女常年

在外打工，大多数房间都被闲置。

听到陈勇的倡议，梁龙福留了两间

房和老伴住，其余 14 间全部租给了

陈勇。

陈勇将房子进行了一番修葺，

房子显得古朴安静。梁龙福也来到

篆塘渔乡务工，锄草、种菜、喂鸡鸭，

一日三餐和陈勇一起吃，“包吃包

住，一个月还有1500元收入，这比我

种庄稼安逸多了哦。”

15 亩菜园种的菜，往往不够

吃。每当游客众多，急需菜品的陈

勇不用去场镇买，站在路边朝村民

一喊，大家立即就送了过来。65 岁

的村民赵紫光，以往都是把菜背到

场镇卖，走路要走20多分钟，价钱还

没有定数，现在可以直接卖给陈勇

了。

村民刘利青带着两个小孩，在

村里找不到合适的工作。2017 年 6

月，陈勇邀请她到篆塘渔乡负责做

菜，既能把孩子带在身边，又能获得

一份收入。

随着游客越来越多，陈勇和村

民们商量，这家种蔬菜，那家养鸡

鸭，把篆塘渔乡的需求和村民的种

养殖结合起来，解决大家的销售难

题。

“原乡，不应只有我一个人。”陈

勇说，篆塘渔乡扮靓了珠滩村，他希

望借这个机会让更多的人关注家

乡，哪怕是奋斗在遥远的大都市，珠

滩村总有一个值得他回归与栖居的

地方。

振兴传统村落 打造最美原乡篆塘 渔 乡

在赶水镇双龙村，38 岁的残疾

贫困户程世现养了30头牛。这是他

养的第二批，上一批 31 头今年年初

就卖了，赚了4.5万元。虽然赚到了

第一桶金，但是这离他还清欠下的

外债、成功脱贫致富还有些距离。

家是离不了的牵挂

两层楼的砖房，屋内没有装修，

也没有像样的家具。房子旁边是一

个土房，土房里养着一些家禽。这

里便是程世现的家。

“房子是和堂哥搭伙修的，已经

将近20年了，那个时候在广州打工，

家中两位老人也健康，日子还算不

错。”然而就在去年，程世现成了贫

困户。谈及缘由，他也很是无奈。

“孩子上学，爸爸身体不好需要人照

顾，我一个人挣钱哪够用。”

程世现曾经有一个非常幸福的

家，父母健康，妻儿相伴。但是好景

不长，孩子4岁时，媳妇离开了这个

家，生活的重担便落在了他一个人

身上。

“父母身体每况愈下，出去打工

又放心不下家里，只能在周边找些

散活儿干，多的时候能挣 2000 多块

钱。”程世现说：“2015年妈妈因肺癌

去世，爸爸身体也越来越差，且身患

痛风常常住院，我就再也没有出去

打工，爸爸每月的药钱就是 1000 多

元，孩子也要上学，家里经济越来越

困难。”

脱贫就是要努力干

“堂哥有一个牛场，平时他也没

太多精力管，都是请人管理，我偶尔

帮帮忙。”程世现说，自己不出去打

工后，就在家里种地，有时帮堂哥看

看牛场，也学了不少东西。“后来想

了想，干脆自己也养牛试试，总比种

地强。”

程世现生下来就带有残疾，属

肢体四级残疾。为了鼓励残疾人群

体勤劳致富，区残联给残疾人种养

业大户提供资金扶持。听说有帮扶

政策，程世现创业的信心就更足了。

“残联给了资金扶持，再加上政

府也鼓励贫困户发展产业，每养1头

牛有 1000 元的补贴，这样自己的负

担更轻了。”程世现明白，只要自己

够勤劳、够努力，脱贫是早晚的事，

于是便和堂哥商量了一下，接下了

堂哥的牛场。“正好他没时间管，也

希望我尽快过上好日子，就把牛场

和17头牛都转让给我了。”

一口气买下堂哥的牛场，程世

现表现得很“豪气”。然而，这都是

他在堂哥那打了欠条的，整整 15 万

元。不仅如此，为了充实牛场，他找

亲友借了11万元，又贷款5万元，再

买了14头牛仔，种植几亩地青草。

如今，买酒糟、玉米，喂牛成了

他的日常。“7点出门买酒糟，回来后

又去割草，然后喂牛、清牛粪。每天

割两次草、喂两次牛。”程世现说，看

着牛长得健壮自己就开心。“去年的

那一批牛今年初都卖出去了，赚了

近五万，我又都拿去买牛仔了，想长

久的养下去。”

现在，程世现的牛场里又养了

30头牛，大的有1300多斤。看着牛

场里的牛，他心里很满足。他说，有

那么多人帮助自己，相信只要努力

干，日子会越来越好。

本报讯（记者 陈正策 谢天

娇）根据全区统一安排，5月24日是

我区集中大扫除行动日。当天，区

委副书记赵如均前往扶欢镇，与干

部群众一道，参加我区志愿清扫活

动。

在青岩村志愿清扫点，机关干

部、志愿者正在对公路沿线进行清

扫。赵如均一下车，便拿起扫帚等

工具加入到清洁队伍中。不一会

儿，大家就将公路沿线、农房庭院

前后打扫得干净整洁。随后，赵如

均还深入桂焕珍、左祥珍等村民家

中，对居住环境进行了仔细察看。

赵 如 均 指 出 ，开 展“ 三 清 一

改”，关键要改变农村人居环境的

不良习惯。要加强宣传引导，动员

群众把自家房前屋后打扫干净，养

成良好文明习惯，提高群众主动参

与的积极性。党员干部要以身作

则、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做好

环境卫生，带动群众积极参与。农

村人居环境改善是一项长期工作，

需要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咬定

目标不放松，共同打造洁净农村人

居环境。

当天，赵如均还来到扶欢河沿

岸，开展巡河工作，了解“4.19”暴雨

受灾后相关基础设施恢复重建情

况。

赵如均在扶欢镇参加集中大扫除活动强调

共同打造洁净农村人居环境

5月23日，安稳镇同华社区组织社区义务消防队应急队员进行消防知

识培训，开展现场初期灭火演练，并对辖区内的火灾隐患进行排查。

通讯员 黄波 摄

本报讯（记者 成蓉）5月24日，

是全区集中大扫除行动日，区人大

常委会主任王前元来到永新镇，与

干部群众一道开展大扫除行动。

是日上午，王前元先后来到永

新镇华蓉村、石塔村。刚到达村庄，

他便拿起锄头加入到劳动队伍中。

据了解，当天永新镇干部群众近

1000人在全镇范围开展集中大扫除

行动，行动内容包括清理生活垃圾、

清理沟渠塘堰、清理农业生产废弃

物、消除白色垃圾、消除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等。清扫现场，大家三五人

成一组，分工明确，密切配合，齐心

协力将村庄打扫得十分干净。

清扫间隙，王前元与在场干部

群众亲切交谈。他说，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事

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广大干部群

众要从思想上高度重视，牢固树立

“美化家园人人有责，家家受益”的

思想，自觉增强环境卫生意识，踊跃

参与村庄清洁行动；要充分发挥党

员干部带头作用，用实际行动引领

身边人，形成人人关心家园、人人爱

护家园的良好氛围；要集中精力，强

化措施，着力打造样板示范，以更加

扎实有力的行动，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这件大事、要事、实事、难事办

好。

王前元到永新镇参加村庄清洁行动要求

要把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大事实事办好

本报讯（记者 刘琦 赵跃）5

月24日，区政协主席母明江深入横

山镇新荣村，调研“三清一改”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情况。

在新荣村，母明江实地走访农

户，详细了解了横山镇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三清一改”工作的主要做

法和存在的问题，听取了该镇、村

负责人对“三清一改”工作情况的

介绍。

母明江表示，“三清一改”是开

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美丽乡

村的重要内容，是提高农民生产生

活幸福指数的现实需要。他指出，

要充分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

用，加强组织领导，落实责任力度；

要加大宣传力度，加大星级“文明

家庭”“清洁卫生户”“最美小院”等

评比力度，充分发挥村民主体作

用，不断提高村民爱护环境卫生的

意识，推动我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和

美丽乡村建设。

当天，横山镇还组织60余名机

关干部，100 余名村居干部进村入

户，宣传“三清一改”，帮助村民清

扫庭院，改善人居环境，助推乡村

振兴。

母明江到横山镇调研时指出

以“三清一改”为重点
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程世现把调配好的饲料放进食槽 记者 向鸿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