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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刘亮）9 月 5 日，花桥镇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

演练，并为各村（社区）统一配发一批应急物品。

本次演练共出动应急车辆 19 台、抽水泵 10 套、应急队员 60

余名。演练中，花桥镇安排专业人员进行现场指导，重点讲解灭

火工具的使用方法和保养维护注意事项。应急队员逐一进行实

践操作，掌握灭火器材的使用技巧。

演练结束后，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将新购进的水泵、铁扫

帚、灭火弹、灭火器等应急物品分发给辖区 9 个村（社区），进一

步提升各村（社区）应急装备水平。

花桥镇
开展森林防灭火应急演练

本报讯（通讯员 汪淑娟）9 月 5 日晚，忠县城区出现阵风暴雨

天气，忠州街道独珠村道路上布满被狂风折断的树枝。9 月 6

日，独珠村志愿者们积极清理树枝，保障道路畅通。

志愿者们身着红马甲、手持工具，分工合作，有的搬运粗壮

的断枝，有的清扫细碎的枝叶，很快将道路清理干净。

忠州街道独珠村
志愿者清理残枝保畅通

本报讯（记者 吴建华 特约记者 成庆）近段时间，忠县持续

高温天气。全县 2000 余名干群进入临战状态，在做好森林防火

的同时，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用水。

白石镇四面环山，森林覆盖率超 55%，持续高温天气导致该

镇部分山林枝叶枯黄，境内多条河流水位不同程度降低。自《封

山令》发布以来，当地启动应急预案，每天派出 100 余名防火队员

开展地面巡逻，利用无人机等设备开展空中巡逻，做到火情早发

现、早处置。

此外，忠县消防救援部门和各乡镇（街道）也及时出动消防

车、送水车持续为缺水户送水、为农作物浇灌，最大限度降低因

高温干旱造成的影响。

2000余名干群进入临战状态
全力以赴应对高温“烤”验

人物名片：白石镇华岭村党

支部书记杨春于

华岭村简介：华岭村位于

白石镇东北部。近年来，该村

积 极 探 索 集 体 经 济 发 展 新 路

径，着力发展特色产业，种植

红豆杉 500 亩、中药材虎杖 500

亩、晚熟红脆李 100 亩，集体经

济不断壮大。

近段时间，是晚熟红脆李的采

摘 时 节 。 我 们 白 石 镇 华 岭 村 满 园

李子树挂满沉甸甸的果实，色泽诱

人、果香扑鼻。朋友们，欢迎你们

前来采摘、品尝。

走进李子园，一颗颗如同宝石

般 的 红 脆 李 便 映 入 眼 帘 。 摘 下 尝

一口，果肉与唇齿碰撞发出清脆的

声 响 ，一 丝 丝 酸 甜 缓 缓 在 口 中 弥

漫，唤醒沉睡的味蕾。

我 们 村 于 2016 年 引 进 四 川 晚

熟 红 脆 李 ，现 种 植 100 亩 ，年 产 量

10 吨 ，年 产 值 10 万 元 。 为 追 求 上

乘的口感，我们村严格挑选酸性、

沙 质 土 壤 种 植 红 脆 李 树 苗 。 在 种

植过程中，我们坚持使用有机肥，

并严格把控光照、温度、湿度等因

素，确保每一颗果实都健康绿色生

长。

李子园以游客自主采摘为主，

同时也进行线上线下销售。在此，

我 诚 挚 地 邀 请 各 界 朋 友 到 华 岭 村

走走看看，感受采摘乐趣、品尝脆

甜李子。

记者 严皓溢 整理

白石镇华岭村党支部书记杨春于邀你——

到这“李”，品尝甜脆鲜果

李子基地

新重庆-重庆日报讯（记者 赵伟平

实习生 吴金锴）9 月 5 日，记者从市农业

农村委获悉，为促进乡村全面振兴，我

市积极培育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新

农人”当“头雁”，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

培育 400 名乡村产业振兴“头雁”。

实施“头雁”项目是落实新时代人

才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是推进乡村人

才振兴的重要抓手。为加快培育和造

就一支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的乡

村产业振兴人才队伍，重庆将“头雁”

项目纳入重庆《“十四五”人才发展建

设规划》重点实施，并于 2022 年成功举

办了首期“头雁”培训。

市 农 业 农 村 委 相 关 负 责 人 介 绍 ，

“头雁”是把干得好、有潜力、能带动的

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选出来，送到优质

高校进行中长期的定制化、体验式、孵

化型培育，使“头雁”既能做大做强自

身现有产业，又能发挥辐射作用和示范

带头作用，促进当地产业提质增效，带

动区域农民增收致富。

以 恒 凯 农 业 负 责 人 贾 德 民 为 例 ，

2009 年，他开始进军农业赛道，先后发展

了 1000 多亩蔬菜、100 多亩水果、300 亩

鱼塘。“虽然发展较为顺利，但也面临产

业链不长的问题。”为了拓展自己的经营

能力，去年他报名参加了第二期“头雁”

培训，通过一年“线上+线下”学习，他对

农旅融合有了新的认知和看法。

如今，贾德民正忙着对果蔬园进行提

档升级，致力于打造一个集农业种植、生态

加工、休闲采摘、科普研学、乡村民宿于一

体的农业全产业链，带动更多农民增收。

截至目前，我市已累计培育 400 名

乡村产业振兴“头雁”，计划到 2027 年

培育 2000 人，带动全市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形成“头雁”领航、“群雁”齐飞的

“雁阵”，进一步夯实重庆乡村全面振

兴人才基础。

重庆累计培育重庆累计培育400400名乡村产业振兴名乡村产业振兴““头雁头雁””
计划到2027年培育2000人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讯（记者 李琭

璐）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健康委获悉，

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爱卫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等 14 部门联合

制定《关于推进健康乡村建设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要求，坚持大卫生、大健康

理念，遵循乡村发展和卫生健康事业发

展规律，以乡村两级为重点，补齐农村

卫生健康服务短板，从健康影响因素的

广泛性、社会性、整体性出发，践行新

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统筹各

方面力量和政策措施协同推进，更好地

维护农村居民健康，实现人民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

健康乡村建设的总体目标是，为建

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提供坚实健康保障。到 2030 年，乡

村健康服务能力大幅提升，居民能够便

捷获得优质的医疗卫生服务，个人医疗

卫生负担可承受；健康生活方式得到普

及，重大疾病危害和主要健康危险因素

得到有效控制 ，居民健康水平持续提

升。到 2035 年，建成健康乡村，基本公

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城乡

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差距和居民健康水

平差距显著缩小。

《意见》明确了重点任务。在提升

乡村医疗服务水平、提升乡村公共卫生

服务能力方面，进一步深化县域综合医

改，强化和拓展县域医疗卫生体系服务

功能；进一步改善乡村医疗卫生服务基

础设施条件，优化乡村医疗卫生服务机

构功能布局等内容；发展壮大乡村医疗

卫生人才队伍，稳步扩大农村订单定向

免费医学生招生规模，实施大学生乡村

医生专项计划，着力提升人员素质，优

化人员结构，合理保障待遇水平，分类

解决乡村医生养老和医疗保障问题；改

革完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运行机制，建

立健全城市支援健康乡村建设机制；创

造条件将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

范围；加大医保基金支持力度，优化医

疗保障管理服务。

《意见》还提出要强化乡村中医药服

务，坚持中西医并重，扩大乡村医疗卫生

机构中医药服务供给，完善基层中医药

服务网络，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4部门发布指导意见

2035年建成健康乡村

9 月 6 日傍晚，在夕阳照射

下，复兴镇天子村夏家山成片的

葡萄架棚与漂亮的农房交相辉

映，如同浑然天成的生态画卷。

近年来，天子村利用紧邻

县城的地理优势，采取“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经营模式，种

植葡萄、草莓、梨子、火龙果等优质水果 500 余亩，生态环境得到

持续优化，逐渐演变成忠县的城市后花园。每年到天子村休闲

观光、采摘体验的市民近 20 万人次。 记者 余鸿 摄

产业兴 生态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