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8 日，永丰镇东方村使用无

人机为果树施肥。

近 段 时 间 ，东 方 村 驻 村 工 作 队 邀

请 技 术 人 员 开 展 农 用 无 人 机 驾 驶 培

训。培训后，村民可利用无人机进行

施肥、洒水、监测等作业，大大提高效

益、节省人力成本。

2020 年 底 ，东 方 村 成 立 了 忠 县 群

农 农 机 合 作 社 ，并 购 买 了 无 人 机 。

2020 年 完 成 作 业 面 积 600 余 亩 ，实 现

村集体纯收入 5 万余元。

通讯员 樵江英 摄

无人机作业省时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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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 没 想 到 ，今 年 的 新 年 大 礼 包

这么‘高档’，都差点认不出这是自家

的房子了。”近日，野鹤镇羊马村五组

村民张玉蓉从外地务工返乡，发现自

家的院坝边修建了围墙，围墙里外都

砌了花台，这让她惊喜不已。

造 型 漂 亮 的 花 台 里 栽 种 了 茶 花

树、三角梅、菊花等各种花卉，高低搭

配 、错 落 有 致 。 民 房 变 花 园 ，村 民 们

喜笑颜开。

张 玉 蓉 的 房 屋 紧 邻 忠 万 公 路 ，几

年前，她翻新房屋时在左侧建了一个

2 米 长 0.5 米 宽 的 花 台 ，栽 种 上 红 苕

等 农 作 物 。 去 年 她 家 收 到 了 政 府

赠 送 的“ 花 台 礼 物 ”，政 府 对 她 家

的 花 台 进 行 了 重 新 翻 修 ，种 上 了

花 卉 。

“ 以 前 的 花 台 有 些 小 气 ，杂 草 丛

生 ，不 好 看 。”张 玉 蓉 说 ，“ 现 在 的 花

台大气漂亮，我们农民也过上了城里

人的生活。”

与 张 玉 蓉 一 样 ，羊 马 村 有 100 多

个 家 庭 收 到 了 政 府 赠 送 的“ 花 台 礼

物 ”，面 积 从 4 平 方 米 至 10 平 方 米 不

等，并栽植了三角梅、菊花等花卉。

2020 年 11 月 初 ，野 鹤 镇 政 府 组 织

10 多名工匠来到羊马村，在公路沿线

的农户房前砌围墙、建花台、贴瓷砖、

种花草，不断提升农房颜值。

“ 这 个 花 台 至 少 要 花 2000 元 钱 ，

不管护好花草，怎么对得起党和政府

的 好 政 策 ？”五 组 村 民 张 凤 林 掰 着 指

头 算 了 一 笔 账 ：砌 花 台 用 2000 块 灰

砖 ，按 每 块 0.5 元 计 算 ，需 要 1000 元 ；

每 块 灰 瓦 按 1 元 计 算 ，大 约 需 要 400

元钱。还有工钱、花草等开销。

张 凤 林 按 时 为 花 草 浇 水 、疏 枝 ，

很是用心。如今，她家的花草长势良

好，路过庭院，花香扑鼻。

2020 年 ，野 鹤 镇 除 了 在 楼 子 村 、

东 子 村 打 造 美 丽 乡 村 示 范 村 外 ，还

在 忠 万 公 路 两 旁 种 植 杏 树 、三 角 梅 、

茶 花 、菊 花 等 50 多 种 花 草 共 4 万 余

株 。 同 时 ，野 鹤 镇 大 力 推 动 人 居 环

境 整 治 ，实 现 畜 禽 养 殖 有 固 定 场 所 、

生 产 生 活 用 品 有 序 放 置 、房 前 屋 后

基 本 绿 化 。 农 房 无 杂 草 丛 生 、无 垃

圾 散 落 、无 污 水 横 流 ，农 村 改 厨 房 、

改 厕 所 、改 陋 习 成 效 显 著 ，村 容 村 貌

得到极大改善 。

野鹤镇：庭院颜值高 农村大变脸
本报记者 杨忠明

村民在自家庭院前为花台松土。

姓名：彭焰阳

地址：善广乡三星村六组

农户类型：一般农户

联系方式：18716598268

产品：土鸡、土杂鸡

价格：市场价

产品介绍：土 鸡 、土 杂 鸡 仅 在 初 期 喂 养 饲 料 ，后 期

主 要 投 喂 稻 谷 、玉 米 ，肉 质 滑 嫩 、口 感 细 腻 、香 味 浓

郁。 记者 邓青春 摄

彭焰阳家的土鸡、土杂鸡待售

本报讯（记 者 方世林）近 日 ，在 花 桥 镇 大 柏 村 肉 牛

养殖场内，养牛员程瑜分批向 30 多头牛投食，牛儿欢快

地吃着青草。

近 年 来 ，大 柏 村 大 力 发 展 村 集 体 产 业 ，利 用 村 闲

置 场 地 建 成 养 殖 场 ，购 进 30 多 头 肉 牛 饲 养 。 该 产 业

采 用“ 村 集 体 ＋ 基 地 ＋ 农 户 ”的 模 式 ，由 村 里 提 供 技

术 和 场 地 ，村 民 以 入 股 方 式 参 与 分 红 。 同 时 ，招 募 7

名 脱 贫 户 日 常 管 护 ，每 年 收 入 近 万 元 。

去 年 ，该 村 累 计 销 售 肉 牛 32 头 ，实 现 销 售 收 入

60 余 万 元 ，带 动 村 集 体 、入 股 村 民 和 务 工 贫 困 户 多

方 获 利 。

花桥镇大柏村
肉牛产业带动多方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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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伍云燕 通讯员 喻雪嫔）“请不要带火

种进入林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来不得半点马虎大意

……”近 日 ，在 三 汇 镇 前 峰 村 林 区 入 口 ，村 干 部 向 过 往

村民宣传森林防火知识，叮嘱村民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

三 汇 镇 森 林 覆 盖 面 积 3959.2 公 顷 ，森 林 覆 盖 率

44.9% 。 为 切 实 做 好 冬 春 季 节 森 林 防 火 工 作 ，连 日 来 ，

三汇镇严格落实森林防火责任，定期组织 9 名生态护林

员及部分群众在林区值守巡逻、清理山林防火隔离带、

宣传森林防灭火知识，杜绝森林火灾事故发生。

该 镇 通 过 播 放 警 示 片、悬 挂 宣 传 标 语、印 发 宣 传 资

料 、设 置 警 示 标 牌 、发 送 手 机 短 信 等 方 式 加 大 宣 传 力

度，营造“人人防火、时时防火”的良好氛围。加强火源

管理，设置防火宣传牌 15 个，修建防火道 2.6 公里，对重

点地段、重点区域和重点人

群全天候监管。在万家洞、

国腰河、陈家坝设置 3 个检

查站，对进入林区的车辆、行

人严格检查，严禁火源进山。

三汇镇
筑牢森林“防火墙”

近日，重庆市科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在查

看种子生长情况。

该公司位于忠县石黄镇高岭村三组，成立于 2017

年 3 月 ，是 一 家 从 事 农 业 开 发 、产 品 初 加 工 的 农 业 企

业，主要种植蔬菜、水果、中药材等。今年以来，该公司

抓早谋划，通过空调加热、双膜覆盖、大棚套小棚等方

式，培育了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蔬菜品种，目前种子已

发芽，长势良好。 记者 杨忠明 摄

早育蔬菜品种

眼 下 正 是 柑 橘 成 熟 的 季 节 ，如 何

将柑橘销售出去？近日，位于东溪镇

双 新 村 的 重 庆 辉 哥 农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柑橘种植基地通过媒体“触网”，打

开市场销路，柑橘种植户不再为销售

发愁。

近 段 时 间 ，该 柑 橘 种 植 基 地 迎 来

丰收。脐橙、血橙等黄橙橙的鲜果挂

满枝头。

“ 今 年 我 们 的 果 园 产 量 将 达 到 75

万公斤，比去年至少增长 30% 。但受

疫情影响，往年外地来采购的客商一

个 都 没 有 来 ，我 们 感 到 销 售 压 力 很

大 。”该 公 司 总 经 理 袁 志 明 介 绍 ，“ 如

果 不 及 时 将 柑 橘 销 售 出 去 ，一 旦 滞

销，会造成产品积压，出现烂果现象，

损失就大了。”

单靠传统销售模式已远远不能满

足 现 在 的 需 求 。 经 过 思 考 和 多 方 走

访，袁志明在网络销售上动起了脑筋。

采 购 各 种 设 备 后 ，与 柑 橘 打 了 多

年交道的袁志明变身“网络达人”，向

来 自 重 庆 主 城 区 的 自 媒 体 平 台 介 绍

果园的情况。

“ 找 传 媒 合 作 ，帮 我 们 销 售 柑

橘 。 让 更 多 的 人 知 道 我 们 果 园 的 情

况 ，把 柑 橘 推 向 市 场 、推 向 社 会 。 同

时 吸 引 更 多 的 人 到 果 园 来 现 采 现

摘 ，体 验 乡 情 风 味 。”袁 志 明 对 借 助

自 媒 体 资 源 帮 助 打 造 柑 橘 品 牌 充 满

了信心 。

今 年 初 ，该 公 司 已 邀 请 7 家 自 媒

体到柑橘种植基地做直播，提升柑橘

的名气和销量。

直 播 过 程 中 ，主 播 和 主 办 方 详 细

介 绍 柑 橘 品 种 ，与 网 友 频 频 互 动 ，留

言人数和点赞量持续攀升。

“ 我 们 种 植 了 近 千 亩 柑 橘 ，以 脐

橙、血橙为主，全部为生态化种植，营

养健康。”在袁志明的推销下，网上销

售 一 片 火 热 ，果 品 受 到 重 庆 、山 东 等

地市民的青睐，订单量不断增多。

这 两 天 ，该 基 地 积 极 组 织 工 人

采 摘 2500 公 斤 脐 橙 ，准 备 发 往 重

庆 。“ 按 照 这 个 进 度 发 展 下 去 ，今

年 的 销 售 有 望 突 破 10 万 件 。”袁 志

明 信 心 十 足 。

柑橘“触网”销售畅
本报记者 彭群英 张耀升

1 月 19 日 ，在 任 家 镇 六 三 社 区 会

议 室 里 ，改 非 干 部 谢 先 觉 笑 得 很 开

心：一起居民房屋产权纠纷在他的调

解下圆满解决，双方握手言和。

这 是 谢 先 觉 平 时 工 作 的 一 个 缩

影 。 谢 先 觉 今 年 59 岁 ，几 年 前 ，他 从

领导岗位退下来，除了当起社区里的

调解员外，还主动承担起农村宅基地

复垦、场镇改造等重点工作。像谢先

觉 一 样 ，任 家 镇 有 6 名 领 导 干 部“ 改

非 ”。“ 改 非 ”后 的 他 们 并 没 有 闲 着 ，

主 动 给 镇 党 委 、政 府 当 好“ 参 谋 ”，主

动 参 与 宅 基 地 复 垦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脱 贫 攻 坚 、产 业 发 展 等 中 心 工 作 ，在

二线岗位上继续冲锋在前。

谢先觉刚退居二线时，恰遇农村宅

基地复垦项目实施，他作为这个项目的

现场代表，凡遇农户与农户、农户与施

工队之间的纠纷，他都会第一时间站出

来协调解决，避免了纠纷发酵成为诉讼

案件，让当地党委、政府省心不少。

3 年前，任家镇实施场镇改造，涉

及 道 路 白 改 黑 、雨 污 管 网 安 装 等 内

容 。 面 对 大 多 数 居 民 不 愿 改 造 等 困

难，谢先觉主动请缨，利用自己人熟、

地熟、情况熟等优势，采取走访摸底、

政 策 宣 传 、与 民 谈 心 等 方 式 ，做 通 了

300 多户居民的思想工作。工程实施

期间，未发生一起民事纠纷，完工后，

社区、居民、施工方三方满意。

“ 改 非 干 部 持 续 奋 战 在 工 作 一

线 ，做 到 了 退 位 不 褪 色 、退 岗 不 褪

责 。”任 家 镇 党 委 书 记 何 国 辉 说 ，

“‘改非’干部是一支有战斗力的人才

队 伍 ，其 丰 富 的 领 导 经 验 和 工 作 经

验，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秦 廷 培 今 年 58 岁 ，他“ 改 非 ”后 ，

第 一 站 就 来 到 天 星 村 担 任 党 支 部 书

记。当时的天星村产业薄弱、基础设

施 建 设 滞 后 。 秦 廷 培 积 极 向 上 争 取

资金，不到一年的时间，蓄水池、自来

水 管 网 建 起 来 了 ，300 多 人 喝 上 了 干

净放心的自来水；便民桥通了，100 多

人 的 出 行 更 方 便 ；断 头 路 接 上 了 ，天

星村与丰都县青龙乡的往来更密切。

“ 感 谢 这 些 干 部 ，为 我 们 老 百 姓

干了这么多实事，每一件都很暖心。”

提起“改非”干部做的事，天星村村民

任朝富竖起大拇指啧啧称赞。

叶 云 杰“ 改 非 ”后 ，在 镇 综 治 办 工

作 了 3 年 ，当 时 综 治 办 就 他 一 个 人 。

但他善于创新工作方式，习惯将疑难

问 题 、矛 盾 纠 纷 做 减 法 ，采 取 一 级 抓

一 级 ，逐 个 化 解 矛 盾 纠 纷 ，做 到 有 的

放 矢 。 几 年 前 ，襄 渝 铁 路 信 访 问 题

中 ，任 家 镇 涉 及 60 多 人 群 访 ，他 多 方

努力，采用讲政策、谈困难等方式，和

每名群众交流沟通，最终赢得了群众

的理解和支持。

在 任 家 镇 的“ 改 非 ”队 伍 中 ，还 有

龚晓立、梁华斌、向建华等同志，他们

由于身体、年龄、任职年限、干部梯队

建 设 需 要 等 原 因 改 任 非 领 导 职 务 。

“ 退 ”下 来 的 他 们 对 工 作 并 没 有 放

松 ，而 是 对 自 身 要 求 更 加 严 格 ，主 动

奋 战 在 脱 贫 攻 坚 一 线 ，寒 来 暑 往 ，从

未间断 。

农 家 院 坝 、山 路 小 路 …… 只 要 有

群众需 要 的 地 方 ，就 会 有“ 改 非 ”干

部 的 身 影 。 他 们 卯 足 干 劲 ，冲 锋 在

前 ，用 实 实 在 在 的 成 绩 拉 近 了 党 委

政 府 与 人 民 群 众 的 距 离 。

由于各种原因，任家镇一批领导干部“改非”，退居二线的他们在干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发挥好传帮带作用，为党委政府分忧、为老百姓干

实事——

““改非改非””不改责任不改责任 ““二线二线””冲在一线冲在一线
本报记者 邓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