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3日，重庆职工互助保障健康公益体检活动走进綦江，我区660余名非

公企业职工享受健康公益体检。 记者 刘柳吟 摄

今年以来，我区各级纪检监察组织紧盯医疗救治、联防联控、复工复产、复学

复课以及常态防控等重要工作和关键环节，切实履行专项监督检查职责，发现问

题168个，已全部督促整改落实。截至目前，已严肃查处疫情防控工作中不作

为、慢作为及敷衍塞责等案件22件，处理党员干部41人。

通讯员 李凤林

7月28日，我区2020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调整补发

工作全面完成。1—7 月调待增加的 9394 万元养老金已全部补发到位，惠及

11.46万人。这是自2005年以来，我区连续第16年上调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 通讯员 罗德焱

今年以来，永新镇认真做好残疾人保障服务工作，为429名残疾人申报困难

生活补贴、661名重度残疾人申请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为27名残疾人家庭申请

“阳光安居工程”项目资金40.5万元；为15户残疾人开展产业帮扶，争取帮扶资

金4.5万元。 通讯员 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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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户蒋在中

用勤劳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本报记者 江于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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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汝永，今年我家的花椒已经

销售完了，卖了三千多块钱啰。”

7月28日一早，古南街道连城

村第一书记代汝永接到结对帮扶

的建卡贫困户蒋在中打来的电话。

蒋在中是永新镇保觉村的一

名建卡贫困户，今年64岁。蒋在中

当过村民组长，学过锣鼓匠，凭着

自己的勤劳肯干，生活虽算不上富

裕但一家人衣食无忧。

暖心帮扶拉一把

2013年的一场家庭变故，让蒋

在中一家陷入困境。蒋在中的儿子

蒋开华在外打工时意外受伤，导致

左腿截肢，丧失了劳动力。没有了

主要经济来源，加之高昂的医药费，

蒋在中一家人的生活步履维艰。

2013年底，蒋开华被识别为建

卡贫困户。村里为他落实了低保，

孙子蒋鹏在学校也能享受“爱心午

餐”。帮扶责任人还结合他家实际

情况帮助发展养蜂产业。

2017年，代汝永作为新的帮扶

责任人，接过了带动蒋在中一家脱

贫致富的接力棒。

第一次入户时，蒋在中给人的

印象乐观、豁达。虽然日子难熬，

但他不抱怨、懂感恩，对未来仍然

充满希望。尤其是家中收拾得有

条有理、干干净净。

在代汝永的帮助下，2016 年，

蒋在中养了4桶蜂，加上养鸡鸭和

生猪的收入，全家人的生活慢慢有

了起色。

对于未来，蒋在中也有自己的

打算。他说，自己年纪大、体力弱，

儿子不能做重活，大面积种植庄稼

肯定不行，干脆扩大养蜂规模，再发

展点经济果树。咨询了区农委农技

师后，他最终决定种植枇杷和柑橘，

再根据情况养殖黑猪和鸡鸭。

很快，代汝永帮助蒋在中购买

了80棵树苗，第二次入户时树苗已

经全部成活了。

代汝永又自掏腰包为他购买

了数十只鸡苗和鸭苗。此后的每

一次入户，代汝永都和他一起到地

里查看果树长势，有时也给他捎去

一些生活用品和种植养殖方面的

书籍。

迎难而上奔小康

俗话说 ，福无双至 ，祸不单

行。2018年，老伴张元玉被确诊患

有脑瘤，让这个稍有起色的家庭雪

上加霜。受脑瘤影响，张元玉不仅

生活不能自理，每月还需一笔医药

费。那段时间，蒋在中常常一个人

躲起来抽闷烟。

代 汝 永 看 在 眼 里 ，急 在 心

里。除了开导他，代汝永深知没有

产业做支撑，这个家庭可能再次返

贫。他反复与蒋在中商量，最终确定

了以养蜂和种植花椒为主、果树管护

和清水养鱼为辅的产业发展思路。

很快，蒋在中把周边的摞荒地

种上了花椒苗，并在村干部的帮助

下领取了 10 箱蜜蜂。代汝永经常

通过网络学习一些花椒种植和蜜

蜂养殖知识，每次入户时就和蒋在

中一家现场交流，他还两次出资为

蒋在中购买了1500斤肥料。

在蒋在中的精心呵护下，花

椒树第二年就实现挂果，蜂蜜产

量也达到近 50 斤，加上粮食种植

和产业补助，当年一家人共收入 3

万余元。

“今年，花椒正式投产，总产量

能突破1000斤。果树也长势喜人，

来年就能挂果了。”代汝永高兴地

告诉记者，凭着勤劳、踏实、肯干的

劲头，蒋在中一家迎来柳暗花明，

过上了脱贫致富的好日子。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本报讯（通讯员 张止戈 袁沛

沛）8月1日，綦江区民营企业大型招

聘会暨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在万达

广场举行，来自区内外的 54 家用人

单位提供岗位 665 个，113 人应聘成

功。

据了解，此次招聘会现场提供岗

位 665 个，现场应聘人员超 1800 人，

225名求职人员与招聘单位达成录用

意向性用工协议，113人被当场录用。

“这次有这么多适合我的岗位，不

用东奔西跑找工作，真的太好了！”招

聘会上，从广西退役回乡的陈在希也

找到了合适的岗位。参加招聘的不少

企业负责人表示，退役军人经过部队

的锻炼和培养，不仅组织性强、忠诚度

高、吃苦耐劳，而且学习和适应力强，

深受用人单位青睐。

据介绍，下一步，区人力社保局将

继续以稳就业、保居民就业为抓手，着

力解决高校毕业生、贫困人员、退役军

人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

我区举行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
现场提供岗位665个

本报讯（记者 成蓉 石汉谋）8

月 3 日，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师生

一行 20 余人走进永城镇中华村，开

展“十校结百村 艺术美乡村”调研活

动。

据了解，全市乡村文化振兴“十校

结百村 艺术美乡村”活动由市委宣传

部、市教委组织开展，旨在推动高校与

村镇结对子，挖掘当地传统文化，开展

乡村艺术设计，美化人居环境。

中华村，因清朝乾隆年间修建

的中华观而得名。这里有原红四军

军长王良将军的故居、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永城吹打、凤冠山晚熟柑

橘林、草莓基地、百亩鱼池垂钓中心

等，是一个集红色文化、休闲、娱乐、

商务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式乡村旅

游景区。

“再飞高一点，把村便民服务中心

也拍进去……”“道路两旁的风景及墙

体等细节不能放过，要全面采集素

材。”当天，天空湛蓝、白云朵朵，美术

学院的师生们或将无人机盘旋在百亩

池塘上空、或把镜头聚焦于农家小院，

他们还通过座谈交流、查阅资料、实地

参观等方式，深入了解中华村的民风

民俗、人文历史、人居环境、产业发展

等情况。

“这是我们第二次到中华村，希望

把前期工作做细做实，不断优化完善

设计方案，切实为中华村增色添彩。”

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教授黄

作林说，中华村文化底蕴深厚，此次艺

术设计将把当地红色文化以及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元素融入设计全过程，用

心用情打造独具特色的房屋墙面和艺

术长廊，营造良好文化氛围，引领乡村

文明新风。

中峰镇龙山村退伍军人郑贵

其，退役后把地方工作当成另一个

战斗岗位，退伍不褪色、转岗不转

志，回乡创业带富乡邻。

军旅生涯收获多

今年 55 岁的郑贵其虽然只接

受过初中教育，但他有一颗报效祖

国的心。1984年，年仅19岁的郑贵

其怀着青春梦想和对军人的崇拜，

义无反顾投身军营。

进入军营后，凭着勤学苦练，

郑贵其多次获得连队嘉奖。5年的

军旅生涯练就了他一身结实的筋

骨和健康的体魄，也让他认识到：

“现代军队需要的是有文化的技能

兵。”在部队，他不仅锻炼体魄，也

在努力学习。

“当兵后悔三年，不当兵后悔

一辈子。”郑贵其说，当兵虽然苦，

但是军旅生涯磨炼了自己吃苦耐

劳、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

1989年，郑贵其怀着对军营的

不舍，对未知生活的向往，退伍回

到家乡龙山村，从此踏上了自主创

业的道路。

勇当致富带头人

上世纪 90 年代的中峰镇龙山

村，还是一个闭塞的小山村，乡亲

们贫穷如故。郑贵其下定决心，要

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

郑贵其看到村里的酿酒厂办

得红红火火，自己也想试试。在镇

党委、政府的鼓励和帮助下，他先

后开办了柏杨坪酒厂、齐缘劳务公

司。他每天早出晚归，白天在酒厂

研究酿酒技术，晚上努力学习科技

知识，提升本领。同时，他还四处

拜师学艺，通过报纸、杂志、上网等

各种途径了解最新资讯。如今，郑

贵其的家里，关于酿酒的书都有一

尺来厚，每日看书学习也成为了他

每天的必修课。

经过不断学习，郑贵其掌握了

酿酒技术，走上了个体经营之路。

就这样，他靠着勤劳的双手和灵活

的头脑，把酒厂的规模越做越大，

取得了良好效益，成为远近闻名的

致富能手。如今，他的酒厂和劳务

公司生意十分红火，仅劳务公司在

2020年的年产值就达7000万以上，

带动1000余人就业。

就这样，郑贵其用热血青春

和辛勤汗水在龙山村奏响了一曲

动人的致富之歌。在他的带动

下，附近的农民通过在酒厂打工

或 者 外 出 务 工 ，增 加 了 家 庭 收

入。他也从一名年轻的退伍军人

一跃成了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领

头人。

现在，郑贵其已成为龙山村农

民的主心骨，农户有什么问题都愿

意向他请教，他也总是毫无保留地

把自己掌握的技术教给别人。郑

贵其总说：“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

家都富了才算富。”

通讯员 张漪

“一个人富了不算富，大家都富了才算富”

退伍军人郑贵其回乡创业带富乡邻

重庆师范大学美院师生走进綦江
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大山通路了大山通路了
近日，打通镇下

沟村唐家沟组，村民

抢抓晴天做好路基

挖掘填平工作。下

沟村与贵州习水县

接壤，平均海拔超过

千米，山高路陡，群

众出行困难。今年，

该镇多措并举加快

“四好农村路”建设，

为当地村民铺筑起

了一条致富路。

通讯员 吴先勇 摄

蒋在中一家在收割蜂蜜。 记者 江于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