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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请广大市民按照疫情防控要求，继续
做到：讲科学、严防控，勤洗手、常通风，戴口罩、一米
线，用公筷、健康码

科技下乡 服务基层
“点餐式”服务助力智慧农业发展

本报讯（记者 张斌）连日来，

区高创办和区科技局组织干部职

工深入街镇、企业，开展“科技下

乡·服务基层”主题活动，强化科技

服务，助力乡村振兴，赋能智慧农

业发展。

1 月 20 日，区高创办和区科技

局一行人来到位于三角镇的重庆

鼎圜农业有限公司了解情况。该

公司将“智慧养猪”理念带入綦

江，是正大集团在綦江建设的种猪

养殖基地项目。目前，重庆鼎圜农

业公司第一期养猪场已全部投入

使用，第二期正在建设。投产后将

采取“公司+政府+养殖户+金融

机构+社会投资人”的模式在文龙

街道、三角、石壕等街镇建设养猪

场。

活动中，区高创办、区科技局、

三角镇以及企业就养猪技术方面进

行了深入的沟通交流，就养猪发展

前景以及目前存在的困难和问题进

行了详细探讨。

据悉，“科技下乡·服务基层”主

题活动将深入全区 21 各街镇和部

分农业企业，通过开展农业科技需

求调研，对症下药，让科技创新政策

真正落地。活动中，区科技局将围

绕乡村振兴需求，对企业实行“点餐

式”服务，做好科技扶持政策的兑现

以及科技特派员等专业技术人才的

配备。

大力推进孵化载体建设
我区召开专题研讨会再部署

打通镇奋力绘就全面小康幸福底色

全市农民朋友们：

春节临近，不少农民朋友陆续返乡，人员流动加大，聚集活动增多，农

村防控任务加重。为严防疫情扩散，有效保护农民朋友的健康和生命安

全，我们倡议：

一、做好防护。外出戴口罩，打喷嚏时捂口鼻，出现症状早就医。常开

窗、多通风，勤洗手、多消毒。使用公筷公勺，不吃野味，谨慎购买进口冷链

食品。

二、减少流动。减少走亲访友，尽量就地过年，减少旅途风险。确需返

乡过年，提前报告行程和轨迹，配合做好测温扫码、排查登记和核酸检测，

不去中高风险地区。

三、减少聚集。多居家、少串门，少赶场、不逗留，少聚餐、不扎堆。牢

记“一米线”，见面拱手不握手，保持社交安全距离。

四、喜事新办。不大操大办，不铺张浪费。能不办的尽量不办，能缓办

的尽量缓办。确实要办，履行报备手续，落实防控措施，压缩宴请规模，减

少宴请人数。

五、丧事简办。树立厚养薄葬新观念，从简办丧、节俭祭扫、文明祭祀，

控制人数、缩小范围、缩短时间，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疫情防控，人人有责。为了您的平安，请少出门、

少聚集，远离新冠病毒，过一个祥和安宁的春节。

重庆市文明办

重庆市民政局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

重庆市卫生健康委

2021年1月14日

让我们行动起来
携手防控疫情

——致全市农民朋友的倡议书

本报讯（通讯员 周倩）“罗老板

儿，在这个非常时期，为了大家的健

康和安全，这个酒就不办了嘛……”

近期，石角镇对辖区内办席聚餐情况

进行排查摸底，了解到场镇旭缘酒楼

准备操办酒席20桌后，立即组织石角

社区干部及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

上门展开劝导。社区干部结合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耐心劝导酒楼老板及办酒群众，最终

成功劝停了此次宴席。

春节将至，外地务工人员陆陆续

续准备回家过年，石角社区经过前期

摸排后，开始倡导辖区准备回镇过年

的群众就地、就近过年。他们通过发

放倡议书、上门劝导、电话访谈等方

式，开展劝导工作。

石角社区居民王定勇第一个带

头响应。“姐夫，疫情还没结束，你就

留在云南过年吧，把票退啦……”王

定勇拨通了亲人的电话。电话那头

的亲人经慎重考虑后，当场承诺不返

乡过年。

据统计，全镇已成功劝停春节期

间准备操办宴席的群众近40户，取消

或暂缓春节期间操办宴席400余桌，

经劝导承诺就地过年的群众50余人，

进一步筑牢了疫情防控防线。

石角镇

上门劝导群众停办酒席

本报讯（记者 张斌）1月21日，

记者全区“孵化载体的建设与发展”

专题研讨会上获悉，我区将以国家高

新区创建为抓手，大力推进孵化载体

建设。

会上，区内各孵化载体负责人围

绕建设与发展中存在的困难问题交

流发言。会议要求，各孵化载体要聚

焦政策，提升孵化服务水平；要聚焦

人才，加大招才引智力度；要聚焦宣

传，营造浓厚创建氛围；要聚焦发展，

争创国家孵化载体。

据悉，孵化载体是指为中小型

科技初创企业而成立的科技创业服

务载体。2018 年以来，綦江孵化载

体从少到多，由弱到强，有效降低了

创业者的创业风险和创业成本，提

高了创业成功率，促进了科技成果

转化。下一步，我区将以国家高新

区创建为抓手，大力培育壮大国家

级孵化器，进一步提升全区科技创

新水平。

本报讯（记者 石

汉谋 实习记者 左定

贤）一 人 立 功 ，全 家 光

荣。1月20日，区人武部、

区退役军人事务局、文龙

街道办事处相关工作人

员为在部队荣立三等功

的程裔喆、陈明波、李镜、

刘航、李翼、罗宇、李岳阳

共7名现役军人家属们送

去立功喜报，将党和政府

的关心送到家。

工作人员们先后前往

7名军人家中，为军属们佩

戴绶带，并送上喜报和慰

问金，同时向军属们表示

祝贺和感谢，希望大家一

如既往地支持国防事业。

“我为我老公感到自

豪，虽然我一个人在家带娃还是比较辛苦，但

是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我也会继续支持

他，把家里照顾好，做他坚强的后盾。”立功军

人陈明波妻子张璟说。

“通过上门送喜报活动，希望现役军人再

接再厉，争取再立新功，为家庭、为家乡增光添

彩。”区人武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全力

做好军属的服务保障工作，密切关注军人家属

生活动态，积极协助解决军属们的实际困难，

让现役军人在部队安心服役、献身国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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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春节，綦江城区多处都出现了市政工人忙碌的身影。他们正加班加点，美化城市环境。图

为近日南州中学公交站旁，市政工人正在铺设人行道地砖。 记者 廖静 摄

为城市“美容”

本报讯（通讯员 黄玉文 陈

国庆）近日，位于三江街道原重庆钢

丝绳厂的重庆綦江老磨坊食品有限

公司腐乳包装车间内，几名工人正

在分装干拌调料的孜然味、麻辣味

豆腐乳，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腐乳

香。

分装车间紧邻的几间发酵库房

里，井然有序堆码着一行行、一列列

发酵桶。“这里大部分是 2017 年

2018年发酵的产品，现在正好到了

拿出来包装上市的最佳时间。”车间

负责人告诉笔者，发酵是腐乳风味、

品质的关键环节，在长达数月或者

几年发酵过程中，都需要特别注重

环境温度的整体把控。

该企业负责人王新说，腐乳生

产车间于2016年建成投产，与市场

上通行的水泡式腐乳不同，他们家

的腐乳主推干拌调料风味豆腐乳。

目前，公司主要生产有原味、麻辣、

孜然、五香4种独特风味腐乳产品，

以口感鲜香、回味悠长深受顾客喜

爱。

“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响，公司

曾短暂停产。考虑到硬件设备对产

能的影响，公司决定利用这个契机

对生产线实施技改提升。”王新说，

花费几个月时间，公司投入20多万

元对豆腐水磨生产线进行了技术改

造，现在豆腐生成阶段的工艺水平

有了很大提升，产能和工人劳动强

度都有了明显改善。

“去年下半年，公司受区农业农

村委邀请参加了2020第十八届中国

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第二十届中国

西部（重庆）国际农产品交易会，知

名度得到了进一步提升，还达成了

几个重要供销合约。”王新说，2020

年 8 月到 12 月，公司线上线下销售

额均实现了增长。

下一步，该公司将在三江街道

寻找一至两个村，与其签订原料供

货协议，以黄豆产品订单采购、吸纳

村民就近务工等方式，帮助当地扩

大农业种植规模，以产业兴旺助推

乡村全面振兴。

车间腐乳飘香 乡村产业兴旺

几名工人正在分装豆腐乳几名工人正在分装豆腐乳。。通讯员 黄玉文 陈国庆 摄通讯员 黄玉文 陈国庆 摄

（上接1版）近年来，打通镇不仅

养殖业发展风生水起，种植业发展也

马力十足。为了让群众辛勤种植的

作物卖个好价钱，打通镇开办起了扶

贫车间，制作加工农产品。

大罗村紫红泥大米香甜可口、品

质优良，新鲜的大米到扶贫车间里

“走”一圈，摇身一变成了“有头有脸”

的品牌产品，加工后的大米保质期更

长、更有利于运输，自然价格也有所

上涨。2020年，大罗村村集体种植

紫红泥大米 70 亩，大米产量 3 万多

斤，收入18万元，大罗村每户贫困户

分红1000余元。

“现在只要勤快，就在农村也能

赚钱。”天星村脱贫户秦茂兵说，自己

不仅种植了紫红泥大米，还在村里的

劳务公司干活，有活干的时候一个月

收入2000多元不成问题。

据悉，打通镇11个村均成了劳

务公司，承接周边修堡坎、修边沟等

技术含量低的小工程，切实解决了群

众就近就业问题。

线上线下两路走
拓宽产品销售渠道

九叶青花椒、紫红泥大米、七彩

山鸡、绿壳土鸡蛋、但伍羊肉、脆红李

……近年来，凭借优质特色农产品，

打通镇成功注册“紫红泥水稻”“味来

天星”“坳上青脆李”“翠林绿壳鸡蛋”

等商标，大步踏上品牌化路线。

全面迈进小康路上，产业要发

展，品牌要塑造，产品还要热销。

“‘智’然的馈赠，‘安’全的食品，质

优价美的打通‘土货’买起来……”

2020年8月，打通镇书记、镇长组团

在“大美綦江”直播间为该镇的“土

货”吆喝代言，销售各类农产品200

余万元。

2020 年，打通镇农服中心副主

任蒋云艳不仅收获了工作成绩，还收

获了“鸡鸭贩子”的称号。受疫情影

响，群众的农产品滞销，得知情况后，

蒋云艳立即通过镇“代表之声”微信

公众号、村（社）工作群以及自己微信

朋友圈为群众农产品打广告。

收集客户订单、上门收运货物、

联系装车运输、定点配送到家……在

帮销过程中，蒋云艳“一条龙”服务，

成了标准的“鸡鸭贩子”。不仅如此，

她还发动丈夫当起了义务配送员，倾

力稳住群众的“钱袋子”。

拓宽销售渠道、助农增收依靠的

是社会各界力量。去年，打通镇依托

17个非公党组织，创新开办扶贫商

会，主动为贫困群众搭建农产品帮销

平台，进一步拓宽销售渠道。全年扶

贫商会开展“帮销助贫”活动 50 余

次，在农贸市场设立贫困户自产自销

专区1个，在超市开设消费扶贫专柜

1个，帮助贫困群众销售土鸡2400余

只、土鸭1300余只，农产品累计销售

额达235.5万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