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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燃气过户公告
伍小琼：

2006年3月20日签订的綦江区大石路79-4号房屋买卖合同。合同约

定已将房屋内水、电、气设施一并转让，但你至今未配合我办理转户手

续。现通知你于2020年12月16日前配合我完成办理转户手续。若期满

后未与我联系视为你同意我单方办理转户。

联 系 人：邹胜全

联系电话：19923626429

2020年10月16日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科学种植有门道 立体农业见成效
——访李葡萄股份合作社李远孝

“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知识竞赛片区赛在綦举行

綦江代表队获一等奖

（上接1版）习近平总书

记深刻指出：“无论是干事

创业还是攻坚克难，不仅需

要宽肩膀，也需要铁肩膀；

不仅需要政治过硬，也需要

本领高强。”要提高调查研

究能力，坚持到群众中去、

到实践中去，倾听基层干部

群众所想所急所盼，了解和

掌握真实情况。要提高科

学决策能力，富有战略眼

光，对国之大者心中有数，

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作

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

做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

局添彩。要提高改革攻坚

能力，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

的刚健勇毅，把干事热情和

科学精神结合起来，使出台

的各项改革举措符合客观

规律、符合工作需要、符合

群众利益。要提高应急处

突能力，善于预判风险，把

握风险走向，下好先手棋、

打好主动仗，不断提高应急

处突的见识和胆识，有效掌

控局势、化解危机。要提高

群众工作能力，认真落实党

中央各项惠民政策，切实解

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

题，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

人。要提高抓落实能力，以

上率下、真抓实干，抓铁有

痕、踏石留印，稳扎稳打向

前走，不断通过化解难题开

创工作新局面。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始终是推动一个

国家、一个民族向前发展的

重要动力。身处大有可为

的新时代，以高度的政治责

任感、历史使命感和本领不

够的危机感，不断提高解决

实际问题能力，在经风雨、

见世面中壮筋骨、长才干，

我们就能够始终不为风险

所惧，不为干扰所惑，在攻

坚克难中不断把事业发展

推向新境界。

（人民日报 10 月 13 日

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北京

10月12日电）

不断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近日，在古南街道花坝村李葡

萄创业孵化基地里，李远孝正忙着

给采摘后的葡萄施肥。“为啥要在

采摘后施肥呢？因为葡萄也是需

要‘坐月子’的！就如同生宝宝一

样，果实采摘之后，对于葡萄树来

说，它的‘身体’比较虚弱，那么这

个时候施肥，可以快速恢复树体，

对花芽的分化也十分有利，并为来

年葡萄的生长奠定基础！”李远孝

种植葡萄多年，说起种植经验一套

一套的。

从行医者到新农人

李远孝原本是一名医者，行医8

年后，看到乡村发展的美好前景，转

身干起了农资销售。了解到绿色食

品越来越受欢迎，而许多种植户在

种植管护的过程中，仍是抱着“老一

套”的观念，对新技术不闻不问，他

决定充分应用现代农业科技筹建一

个绿色果园，带领乡亲们一起走上

致富路。

“ 他 们 怕 失 败 ，可 我 不 怕 。”

2011年，李远孝在古南街道金桥村

流转了40多亩土地，种了30亩葡萄

和10多亩桃子、李子。

对于种植水果，李远孝也还是

个门外汉，为何如此有信心？

原来，李远孝在动手之前，就已

经专门学习了相关知识。2008 年

12月，李远孝前往浙江嘉兴，找到了

当时的全国葡萄协会副会长，专门

向其请教如何种植葡萄，回来后又

参加了綦江农委农广校的新型职业

农民培训。

“搞种植离不开‘三品’，即品

种、品质和品牌。”培训老师告诉李

远孝，“种葡萄要先选好品种，其次

是种出好品质，最后还需打造好品

牌。”

此后，李远孝将所学知识大胆

应用到生产实践中，葡萄按早、中、

晚熟搭配种植，采摘期从6月份到9

月份；按不同形状、不同颜色、不同

口味栽培，适应各类消费人群的口

味。特别是自主通过芽变选育的葡

萄新品种——黑皇一号，不但早熟，

还粒大味美，是一个很有市场潜力

的新品种。葡萄树全部采用避雨栽

培，和大量草炭改土种植，树体喷洒

自制的中草药来调节树体阴阳平

衡，取得防病治虫的良好效果，真正

做到绿色环保和安全。

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规范化

科学种植，李远孝种出的葡萄品质

上乘。2013年，李远孝先后获得农

业部（现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颁发的 8 项证书，其中绿色

食品证书 3 个、无公害认证证书 5

个，“那时,这可是重庆获得绿色、无

公害证书最多的葡萄园。”李远孝自

豪地说。

从单一种植到立体种养

李远孝的葡萄果园紧邻綦江北

渡鱼发源地，距綦江城区约5公里，

海拔358米，占地面积105亩。园区

内风景宜人，土壤肥沃，水量充沛，

既是果树、蔬菜种植的理想地段，又

是养殖畜禽的好地方，更是郊游休

闲、强身健体、农耕文化体验的人间

仙境。

为此，李远孝将葡萄果园设计

定位为生态观光采摘果园，园区布

局以果树为主，林下散养为辅。在

这里，游客可以四季品尝时令新鲜

水果。园内既有整齐划一的葡萄长

廊，又有造型独特的桃李树，是一个

集农业科普文化、赏花品果、农耕体

验、林下捉鸡网兔、果树认养、垂钓

比赛于一体的大型水果采摘园。

“结合葡葡果园的地形特点，我

们做整体规划时为每一种类的果树

设定了专门区域。目前共有 5000

余棵果树，包括葡萄、李子、桃子、火

龙果、无花果、杏子、柑橘、西瓜、百

香果、梨等近百个品种。”李远孝对

采摘园的规划非常清晰，“桃、李的

品种也是我们经过 8 年的引种、观

摩、筛选，种植的全是高颜值的新品

种，采摘期从5月份到9月份。”

果树下散养的黑鸡、灰兔、白鹅

与果树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链。游

客采摘水果的同时，也可亲自捉鸡、

拾蛋、网兔，享受大自然原生态的乐

趣。

从果园到创业孵化基地

从2013年起，李远孝的葡萄园

就陆续有许多种植户前来考察学

习，甚至还包括江津、合川、铜梁等

地的种植户。据李远孝介绍，目前

已有近1000人次到园中考察，大家

都亲切地称他为“植物医生”。

从事葡萄种植以来，李远孝就

非常注重品牌的打造。2014 年 1

月，李远孝将自己的葡萄园取名为

“綦城李葡萄”，并申请了同名微信

公众号，推送自己种植葡萄过程中

的酸甜苦辣，分享种植知识，不断塑

造品牌形象。

2018 年底，古南街道金桥村基

地因征地被拆迁。在街道办事处的

大力帮助和支持下，李远孝在花坝

村重新流转了 100 多亩土地，组建

了葡萄股份合作社，为他投身于农

业注入了新的激情。

作为致富带头人，又是特色水

果种植的行家里手，李远孝得到了

社会的认可。一年多来，李远孝热

情接待、培训周边农村前来参观访

问的种植户、养殖户 50 余人，开办

专题培训讲座，把自己积累多年的

葡萄、桃子、李子种植技术和养殖家

禽的技术手把手地传授给他们，带

动一方乡亲增收致富。李远孝还与

周边农村的 20 多家种植园达成了

创业孵化合作协议，时常驾车到这

些种植园传授技术、帮忙解决技术

问题和存在的实际困难。

在李远孝的果园，有多名贫困

户务工。与此同时，李远孝还免费

给贫困户提供果树苗木，不定期指

导种植技术，让他们都有了可观的

收入。2019年，李远孝的葡萄股份

合作社也因此被区政府命名为“产

业扶贫基地”。2019年，重庆市农业

农村委为李远孝授牌“重庆市新型

职业农民（现代青年 农场主）创业

孵化基地”。

文/李朋 牟洪

据城乡统筹发展网

“目前这个牛圈存栏西门塔尔

牛92头，全部是我前两个月购置的，

过几天我准备出门一趟，再采购一

批牛将第二个牛圈用起来，到时候

就热闹嘞。”近日，苗族小伙杨康看

着牛圈里的两排牛仔，对记者说道。

1985年出生的杨康，是石壕镇

石泉村人。2013年，他返乡创业，成

立重庆石泉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先

后投资 300 余万元发展肉牛养殖。

目前，该公司占地 35 余亩，年销售

额高达200余万元。

作为石壕镇乡村振兴致富带头

人，杨康始终认为自己的创业离不开

政府、村委和乡亲们的帮助。饮水思

源，杨康希望通过自身的发展带动周

边乡亲和贫困户一同增收致富。

返乡创业以来，他积极支持镇

村脱贫攻坚工作，同石泉、红椿等村

贫困户签订利益联结机制协议书，

带动贫困户发展，帮助他们脱贫增

收。截至目前，贫困户获得分红两

万余元。

此外，杨康还吸纳贫困户到自

己的养牛场上班，解决了周边 5 名

贫困户的长期就业问题。

“养牛场最繁忙的时候，我们有

30几个人在这里上班，他让我们在

家门口也能有事做、有钱挣。”周边

的村民纷纷对杨康点赞。

“近期，我准备收购120余吨高

粱和玉米秸秆，用来制作牛越冬的

饲料。这样既能减少购买饲料的成

本，又能减少秸秆焚烧带来的污染，

更重要的是能让村民增收。”杨康告

诉记者，秸秆每斤收购价为0.15元，

针对贫困户每斤收购价0.2元，一亩

地的秸秆大概能卖600元。

苗族小伙返乡创业 致富不忘带动乡亲
本报记者 廖静

养牛场解决了部分村民就业。区委统战部提供

本报讯（通讯员 江越）“走过路过不要

错过，正宗土鸡跑山鸡，活蹦乱跳的，欢迎大

家前来选购！”10 月 15 日恰逢横山镇赶场

日，早上8:30，该镇人大办、扶贫办就在农贸

市场摆好摊位，人大代表现场吆喝，为当地

贫困户卖横山大米、土鸡、土鸭、土鹅、土蜂

蜜等农产品。

“现在我就只管认真喂养家禽，不仅有

专人来指导养殖技术，也不愁卖不出去，还

常常接到订单。”堰坝村贫困户胡云海说。

“屋头的人想吃高山土货，以前要开山

路专门到农户家里买，还不一定有卖的。现

在好了，有人大代表牵线搭桥，我们直接下

单，随时提货。”来自巴南区的李先生买走贫

困户的一只土鸡和一只土鸭后，满意地离开

了。

当天，该镇人大办、扶贫办共为贫困户售

卖土鸡21只、土鸭17只、土鹅10只和横山大

米1820斤。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开展扶贫系

列主题活动，拓宽土货销售渠道，固定农产品

售卖专线，确保贫困户脱贫且不返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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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于同 杨圣

龙）10月16日，“学习强国”重庆学习

平台“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知识竞赛片区赛在我区举行。来自

南川区、黔江区、綦江区等10支队伍

同台竞技。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

川出席并讲话。

本次竞赛采取线上线下答题模

式，设置“争分夺秒”“齐头并进”“共

话‘双决’”和“扭转乾坤”四个环节。

竞赛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为主要内

容，重点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论述》、《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的重要论

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以及“学习强国”学习平台丰

富的学习资源展开竞赛，涵盖法律法

规、文学历史、党风廉政等各方面内

容。

比赛现场，选手们轮番上阵，拼

知识、拼技巧，展现出了优秀的知识

竞赛水平。“今天能代表丰都县来綦

江区参加这个比赛很荣幸，也很开

心。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

舟，台上取得好成绩离不开台下的勤

奋努力，我会永不言弃，继续加油。”

丰都县代表队梁志伟激情澎湃地说。

经过激烈角逐，綦江区代表队获

得一等奖，将参加市级总决赛；丰都

县、涪陵区、秀山县、黔江区获得二等

奖；彭水县、南川区、酉阳县、武隆区、

石柱县获得三等奖。

本报讯（记者 宗雪 石汉谋）

10月16日，全市2020年世界粮食日

和粮食安全宣传周启动仪式在綦江

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摆放展

板、发放资料，宣传国家粮食政策，引

导市民践行“光盘行动”。市民龚相

朝说：“我们应该自觉树立‘粮食安

全、人人有责’的意识，多关注多了解

这方面的知识，养成珍惜粮食、节约

粮食的好习惯。”

活动中，还向16家2020年“重庆

市粮食安全宣传教育基地”进行了

授牌，并发起“保障粮食安全”倡议，

鼓励更多人争做爱粮节粮和维护粮

食安全的倡导者、践行者和宣传者。

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区积极培育

龙头企业，推进规模种粮，打造横山大

米、花坝糯玉米等国家地理标志品牌，

完成夏秋粮种植86.66万亩，新增种粮

大户94户，保质保量做好粮食储备，抓

牢抓实粮食执法监管，积极倡导节约

粮食，全力保障市场稳定供应。

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

市教委、市科技局、市妇联相关领导，

副区长蒲德洪参加活动。

全市2020年世界粮食日
和粮食安全宣传周在綦启动

本报讯（记者 江于同 实习记

者 张梦寒）10 月 15 日，全市新时

代、新担当、新作为中学教师统战知

识教学竞赛第二片区赛在我区举

行。来自江津区、綦江区、合川区等

10个区县学校的教师们为大家分享

了一堂堂精彩生动的统战知识课堂。

“作为一位历史老师，统战知识

是历史教学中的重点内容。这次比

赛让我对于统战知识的内涵理解更

加深刻。从教学方面来说，在以后的

日常教学之中，我会增加对于统战知

识的讲解，让学生时常树立起爱国意

识，传承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的建

设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出

自己的贡献。”潼南实验中学校历史

老师谭雪说。

本次比赛与会评委在教师个人

课堂教学展示环节中，根据选手教案

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能力、教师素

养、教学效果5个方面进行评分。最

终，经过综合评比，綦江区、铜梁区、

万盛经开区的教师选手获得第一名，

晋级全市总决赛。

全市中学教师统战知识教学竞赛片区赛举行

我区教师晋级全市总决赛

比赛现场，选手拼知识。记者 陈星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