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谢天骄 特约通讯

员 刘雪秋）在今年的老旧小区改造

中，古南街道遇仙桥社区下足“绣花”

功夫，扮靓“面子”的同时努力提升“里

子”，让居民群众成为社区治理的参与

者，共享治理成果。

古南街道有不少修建于上世纪七

八十年代的老旧居民楼。在第二批主

题教育中，该社区干部通过走访收集

到大同路小区东苑居民集中反映的热

点问题，希望对小区的环境进行升级

改造。

据了解，大同路小区东苑位于古

南街道北街 1 号，小区共有 6 个单元

107 户，常住居民 321 人。街道和社区

经过实地调研后，发现符合相关改造

条件，决定对其进行升级改造。

改造过程中，不仅重新划设了消防

通道，还添置更新了消防设施、垃圾分类

收集点，建立起“居民议事角”，完善“小

区治理”“移风易俗树新风”“关爱未成年

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等宣传公示栏

（如图），营造良好的城市文明氛围。

“现在小区里面看着干净整洁多

了，大家开会议事、读书看报、交流聊

天、晒太阳有了更舒适的场所，消防通

道畅通、设施完备，更加安全了。”家住

大同路小区东苑二单元的赵先生说道。

古南街道坚持党建统领社区基层

治理，积极回应群众期盼，在细微处下

功夫，打造面向居民开放的休闲空间、

文化空间，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下一步，我们将在东苑组织成立业主

委员会，建立常态化管理机制，管理好

东苑的环境面貌，形成居民自己的事

自己参与，众人的事情众人商量的良

好自治和共建氛围。”古南街道遇仙桥

社区党委书记饶晓琴表示。

改造老旧小区环境 提升居民幸福指数

近日，永桐新城 5 条道路名称获区政府批准，分别为凤栖路、凤

鸣路两条次干道和知行街、花田巷、渔桥巷3条城市支路。

通讯员 朱自培

近日，市老共青团工作者联合会、重庆市四川商会携民营企业

到丁山镇石佛村，了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情况，助力乡村振兴。

通讯员 欧全

便民服务便民服务
熊龙成遗失残疾证，证件编号：50022219851011431X44,声

明作废。

重庆金涛木业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森林植物检疫登记

证（正副本），证件编号：渝［綦］森检登字［2022］第 03 号，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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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 建 全 国 文 明 城 区
篆塘镇珠滩村

深化“三治”融合 吹起文明乡风

（上接1版）草蔸萝卜节期间是石房村村民周仁群的农家

乐生意十分最火爆的一段时间，她告诉笔者，最近几年，得益

于草蔸萝卜节活动带来的人气，她家开办的农家乐已累计接

待游客近 2 万人次，创收近 50 余万元。今年，石房村发动村

民开办农家乐8家、家庭农场5个，吸纳本村就业120余人。

此外，体验萝卜采摘、农家美食、苗家歌舞、田园风光

外，琳琅满目的农家特产也备受广大游客热捧。

看到纷至沓来的游客，当地村民们都纷纷晒出自家“宝

贝”，萝卜干、豆腐乳、竹笋、花生、鸡蛋、土猪肉等农家特产

应有尽有。冬日虽冷，却丝毫不影响游客们“淘宝”的热情。

“我买了一些竹笋和土猪肉，好吃又健康，这个钱花得

值。”游客张女士说。

“我们家的萝卜干和豆腐乳都是自己做的，绿色健康。”正

在摊位上忙碌的摊主高兴地告诉笔者，每年萝卜节活动期间，

她都来这里卖农特产，一天能赚500元左右。

现场，还有当地网红博主开展电商平台直播带货等活

动，向广大网民宣传当地风土人情、推广农副产品等，有效

提升了赶水镇的对外知名度。

如今，赶水镇探索的“草蔸萝卜节”乡村一日游活动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逐年扩大，村民也纷纷吃上了“旅游饭”，

日子越过越甜。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特色产业发展，延伸乡村旅

游产业链条，推进农旅融合发展，拓宽群众增收路子，助力

广大群众增收致富。”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特约通讯员 湛江涛

本报讯（记者 张梦寒 谢

鹏飞）12 月 20 日，我区召开创建

全国文明城区 12 月调度会。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任骏参加。

会议通报了全国文明城区

创 建 点 位 治 理 和 网 申 工 作 情

况。双龙社区代表作了经验介

绍，参会单位进行了互动交流

发言。会议还对近期创建重点

工作进行了安排。

会议指出，创建全国文明城

区是提升城市品质、增强城市

软实力的重要途径。各单位、

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对照各项

考核指标，把各项任务落到实

处，全力以赴打好创建工作的

“冲刺战”和“攻坚战”。

会议表示，要聚焦工作重

点，把准问题导向，对已整改销

号的问题要继续维护，防止反

弹，开展好“五清零一缓解”工

作，全面加强环境卫生管理维

护 、城 市 秩 序 管 理 等 重 点 工

作。要积极发动全员参与文明

城市创建，紧盯重点路段、重点

区域，集中时间、集中力量整改

问题。要按照时间节点，抓好

工作落实，认真完成各项创建

任务，确保各项指标达到国家

标准。

我区召开创建全国文明城区12月调度会

安排近期创建重点工作

珠滩村位于綦江区篆塘镇北部，

幅员面积 7.67 平方公里，先后荣获重

庆市文明村、重庆市美丽宜居乡村、重

庆市特色农业产业园等称号。

乡村美，乡风文明是保障；民风

正，移风易俗是关键。近来来，珠滩村

不断深化“三治”融合，着力破处陈规

陋习，大力整顿农村社会不良风气，全

力推动乡风文明建设，让村风民风正

起来，让社会文明和谐、百姓安居乐

业。

自治为基，激发乡风文明“内生力”

近年来，珠滩村不断完善议事协

商制度，规范村级事务公开，修订村规

民约，发挥“一约四会”作用，组建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队、摩托车义务巡防队、

平安嫂巡逻队、人大代表网格队等 9 支

基层群防群治队伍，以党员干部示范

带头，积极引导群众参与移风易俗、摒

弃陈规陋习，有效推动乡风文明建设。

“红白事，不攀比，勤俭新风记心

里……”走进珠滩村，一幅醒目的《村

规民约》墙绘映入眼帘，三字语、顺口

溜的形式不仅为农村增添了艺术气

息，移风易俗相关内容的加入，也让文

明和谐观念深入人心。在修订完善村

民自治章程过程中，村两委还广泛征

求村民对落后风俗的整治意见，让村

民从“局外人”转为“局内人”。

“这个‘十提倡十抵制’的宣传就

是好，喜事新办，反对铺张浪费，不然

吃的喝的一大堆，吃不完，可惜了。”80

岁的罗大爷话虽简单却朴实。

该村移风易俗“十提倡十抵制”发

布后，就利用大喇叭进行宣传推广，同

时驻村第一书记袁满和村党总支书记

罗玉会带着村组干部逐门入户讲解移

风易俗内容，召集村民通过院坝会、座

谈会进行解读，切实提高群众知晓度，

促进乡村文明新风尚的形成。

“村民对移风易俗工作有个适应

过程，除了宣传到户，执行时党员干部

得带头干，以身作则带动周边的群众，

引导村民孝老爱亲、爱护卫生、节俭办

席，多参加村上文化活动。”罗玉会有

感而发。

德治为先，凝聚乡风文明“微能力”

作为篆塘镇唯一的市级文明村，

珠滩村在发挥典型模范作用上下足了

功夫。

多年如一日照顾瘫痪在床的丈夫

和行动不便的公公获评綦江区“最美

家庭”的郭维才家庭；自发出资 5 万元

帮助家庭困难学生完成大学学业的身

边好人程松和蔡春伦；在外创业心系

家乡捐赠 100 盏太阳能路灯助力人居

环境建设的新乡贤王涛；返乡创业投

资建设珠滩文旅体中心的篆塘渔乡业

主陈勇等……一批好人好事在当地传

为佳话。

该村收集整理典型人物和感人事

迹，建立了善行义举榜对外公示宣传，

进一步增强先进典型对群众的精神引

领带动作用。

在阵地建设上，村上规范建立了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招募 220 余名志愿

者带动村民开展文明实践系列活动，

推行“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积分制”，开

设“积分超市”，将移风易俗内容标准

细化量化，以户为单位进行季度积分

评比，调动群众支持移风易俗工作积

极性。

“以后我要更积极地参加村上组织

的文化活动，拿更多积分！”“帮着扫一

下广场的环境卫生，没想到还有奖励。”

日前，在珠滩村乡村治理·文明实践积

分超市内，前来兑换物品的村民络绎不

绝，大家提着刚兑换的大米、洗衣粉等

生活物品，对“积分制”赞不绝口。

此外，珠滩村还集中打造人居环

境示范点，以篆塘乡情陈列馆、文体广

场、文化院坝为载体，集中制作了一批

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移风易俗

的墙绘，如细雨润物无声。

法治为本，提升乡风文明“执行力”

该村依托“水乡之声”理论宣讲

队，每月开展法治宣讲，邀请法律顾问

定期到法治院坝开设“法治讲堂”，重

点为村民讲解民政相关政策法规，制

止厚葬薄养等行为；组织志愿者入户

普法，提高村民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意识。

除此以外，该村还聘请 15 名党员

代表、村民代表、新乡贤等为和议员，

负责矛盾纠纷调处，形成办事依法、遇

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良好风气。

“5 组的周某曾因自家土地流转问

题与流转承包户陈某发生矛盾纠纷，

多次上访和民事诉讼，但诉求均未得

到合理的解决。村干部、和议员、法律

顾问用心用情对周某进行政策解释、

思想疏导，最终化解了矛盾。现周某

如愿以偿收回了这几年的承包地损

失，还自愿将房前屋后的零星承包地

一并租赁给农业开发公司。”综治专干

邹昭英介绍。

伴随着珠滩村“三治”融合的深入

实施，大操大办、薄养厚葬、铺张浪费

等歪风陋习得到有效遏制，家庭“人情

包袱”逐步卸下，农村人居环境得到切

实改善，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逐渐形

成，全村焕发出乡风文明的新气象，有

力助推我区创建全国文明城区工作走

深走实。 通讯员 敖俊

近日，文龙街道红旗村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改造工作结合该村实际，对旱地降坡平

整，进行坡地宜机化改造，并将田块不规则、面积小且散乱进行了归并，形成规整的梯形台面，

以便机械化耕作。 特约通讯员 熊宇 摄

高标准农田建设如火如荼

民声直通车·问政
有诉求 上大美綦江客户端问政平台

这些事有回复

公路坑洼存隐患 正征地拆迁及施工准备

市民反映：S312 通惠高速路口至三角段公路里面已有多处直

径超过 30 厘米，深度超过 10 厘米的坑，路面补丁高于路面的多，

存在安全隐患，请问何时对该路段进行翻新？

区交通局回复：通惠至三角段公路改造工程属于我局拟建项

目，已完成项目前期工作。该项目起于通惠收费站路口，止于三

角镇场口与 S104 三角绕场段小石坝桥相接，目前正在进行征地

拆迁和施工准备工作。我局正在与各部门协调，加快推进征地拆

迁工作，力争早日开工建设。

九龙小学路口左转红绿灯何时重启 暂不重启

市民反映：为了城区污水管网铺设，九龙小学路口的左转红

绿灯已经关停了一年多，导致枫丹、云天华轩、千山美林等几个小

区的车辆必须到南州中学掉头。目前，版画院一带的道路已经恢

复了，左转红绿灯何时能重新启用？

区公安局回复：经现场踏勘，高峰时段天星大道车流量较大，

特别是版画院路口易出现车辆排队情况，排队长度经常超过原九

龙小学红绿灯位置，九龙小学支路仅有双向两车道，车辆进入天

星大道左转车辆较多，左转红绿灯配时较少易导致九龙小学支路

车辆积压，同时原九龙小学红绿灯距离南州中学红绿灯仅有 200

余米距离，如重新启用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主干道通行效率。故

在当前交通流量下，暂无重启打算。

路面总是湿的 洒水车按环卫作业标准执行

市民反映：黄泥岗隧道至城北大桥路段为何随时都是湿的，

没有干过？有何缘由？

区城市管理局回复：一是街道针对该路段已大幅减少洒水频

次；二是在扬尘严重或恶劣天气确需洒水时开展作业工作，届时

请广大市民支持理解；三是环卫车洒水作业工作严格按城市环卫

作业标准执行，未发现恶意过量洒水的情况。

沙溪公园娱乐休闲声音大 已开展劝导

市民反映：沙溪公园唱歌跳舞声音太大，影响附近住户的生活。

文龙街道回复：已组建广场舞巡逻队伍进行督查，也联系社

区进行劝导。

今年是否发放种粮补贴 按文件标准只发放一次

市民反映：我住在丁山镇，请问今年为什么没有发放种粮补

贴？往年要发放两次。

丁山镇回复：种粮补贴就是一次性种粮补贴，也叫实际种粮

补贴。补贴数据由社、村据实收集上报本年 3-4 月份农户实际耕

种粮食类土地面积为依据（种粮地块可以是其他农户的地）进行

补贴，补贴标准和次数以区级下发文件为准（2022 年发放了 3 次，

每次标准不同，2023 年只发放了 1 次，标准为 7.55 元/亩），补贴只

涉及在种粮的农户。补贴的目的是补助种子、肥料价格上涨差

价，鼓励实际耕种农户提高种粮积极性。

记者 郭灿灿 但瑾（整理）

珠滩村人居环境示范点。通讯员 敖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