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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22 日清晨，尽管薄雾中还带着

一丝寒意，但任家镇新开村村民任思明

已经在地里开始忙活了。只见他把一

双 拐 杖 放 在 旁 边 ，仅 存 的 单 腿 跪 在 地

里，挥舞着锄头，刨掉面前的一簇簇杂

草后，再双手支撑地面，身体徐徐匍匐

向前，一点一点挪动……

这 让 人 不 禁 动 容 的 一 幕 是 新 开 村

村民们多年来熟悉的场景。

“有时看见他这样子很心酸，忍不

住想帮他一把，但他又是个要强的人，

什 么 事 都 坚 持 自 己 干 ，不 愿 意 麻 烦 别

人。”村民们谈到任思明干农活的事就

唏嘘不已。而任思明面对乡邻的好意

总是笑着说：“大家只能帮我一时，一辈

子的生活还得靠自己，虽然我失去一条

腿，但腰杆一定要挺直。”

10 年来，任思明就是这样凭借一双

拐杖，不仅独自打理着 2 亩田地，还以

一双巧手编织竹制品谋生，用微笑诠释

着“生命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的人

生信条。

意外后的重生：从绝望到自
立

2015 年，任思明在外务工时不慎从

高 处 坠 落 ，左 腿 截 肢 。 突 如 其 来 的 打

击，让任思明曾一度消沉，加之父母双

亡，无儿无女，他对生活彻底失去了信

心，也有过“一了百了”的想法。绝望之

时，村支两委和周围乡亲们向他伸出了

温暖的援手。村两委把他纳入低保，并

经常前往他家里探望，和他谈心聊天，

鼓励他重新站起来。左邻右舍也时不

时 帮 他 干 一 些 农 活 ，送 来 一 些 蔬 菜 瓜

果，温暖了他一颗绝望的心。

“土地不会嫌弃我少一条腿，只要

肯 干 ，总 能 养 活 自 己 ！”面 对 大 家 的 鼓

励，任思明发誓一定要从意志和身体上

站起来。借助拐杖，任思明日复一日练

习 行 走 ，再 慢 慢 尝 试 下 地 干 农 活 。 起

初，单腿支撑的平衡问题让任思明屡屡

摔倒在地，那一段练习的时间，让他身

体被摔得伤痕累累。一次次摔倒，再一

次次艰难地爬起，任思明咬牙坚持着，

最后不仅能杵着拐杖行走自如，还逐渐

摸索出独特的下地劳作方式——将拐

杖插入土中固定身体，再腾出双手挥锄

头、拔杂草、施肥料。

多次的摔倒和爬起后，任思明在土

地里终于找到了自信。自此，荒芜许久

的菜地又开始变得郁郁葱葱。“种的菜

一个人根本吃不完，还可以卖一些，挣

点零用钱。”

除了种点蔬菜，任思明家里还有一

片苎麻地。苎麻是任家镇的传统产业，

是更适合任思明的“主打”产业。苎麻

种植不用施肥、除草，管理粗放，一年还

可以收获三季。每到收割之时，任思明

就匍匐在地里，砍倒麻杆后，在地里现

场剥掉麻皮，再背回家晾晒。“只要不是

水 田 ，其 他 地 里 的 农 活 已 经 难 不 倒 我

了。”任思明骄傲地说。

重拾竹编手艺：无声的对话
与精神的寄托

农闲时，任思明将目光投向屋后的

竹林。受父亲影响，他从小就掌握了竹

编技术，但自从出去务工后，就从没沾

过这门手艺。失去一条腿后，任思明决

定重新拾起竹编手艺，将其作为另一项

谋生的技能。

只要是不下雨的天气，任思明都要

杵着拐杖去砍两根竹子，拖到院坝里，

每天花数小时将竹篾削薄、浸水软化，

最 后 编 织 成 背 篓 、筛 子 、簸箕等 器 具 。

每过一段时间，任思明就把编好的竹具

托左邻右舍拿到场镇上去售卖，也有附

近的乡邻直接去他家里购买。

“竹编不仅可以增加点收入，也可以

打发时间，总能回忆起父母在世时的事

情。”任思明说，虽然身体不便，弯腰和久

坐常引发疼痛，但他始终乐此不疲。

任思明编竹制品的时间久了，手艺

也越来越好，他的产品不仅实用，还融入

花纹设计，逐渐在周边乡镇小有名气，甚

至吸引一些客商前来订购。

“竹编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不能

丢 。 只 要 我 手 还 能 动 ，就 会 一 直 编 下

去。”任思明手中的竹篾轻盈翻飞，仿佛

在编织一幅充满希望的画卷。

微笑的力量：照亮自己，温暖
他人

“政府给了我帮助，提供了生活保

障，我也要做一个感恩的人。”任思明在

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同时，

还积极配合村两委的工作。只要党和政

府有什么新政策，任思明就带头宣传，村

里要搞什么活动，他就主动请缨，大力支

持。

“书记，村里有什么活儿就给我说一

声，只要我办得到的事，肯定全力以赴去

干。”任思明经常恳切地对村支部书记任

桥国说。

任思明是个爱笑的人，他乐观的生

活态度感染了许多人，也与村民们结下

了深厚的情谊。同村王大姐家的孩子学

习成绩不好，一度辍学在家。任思明趁

孩子来他家里玩耍时开导他，并以自己

的艰难生活经历为例，让他珍惜健全的

身体，不要自暴自弃，认真读书，做一个

对社会有用的人。孩子回到家后，不到

两天时间就重返校园。

“感谢你的热心肠，真的让人敬佩！”

面对孩子这一转变，王大姐找到任思明

表示非常感激。

“不用谢，我们都想下一代人过上幸

福的生活。”任思明淡然一笑。

““失去一条腿失去一条腿，，但腰杆要挺直但腰杆要挺直””
——任家镇新开村村民任思明自强不息的故事

本报记者 伯华

任思明跪在地里除草。

随着春季的到来，气温逐渐

回暖。近期，在长江支流忠县汝

溪河石宝镇段，成群的候鸟在这

里落脚栖息，为这片水域增添了

无限生机。

从空中俯瞰，江面碧波粼粼，

成群的野鸭、白鹭、鸬鹚等候鸟在

水中畅游，它们或追逐嬉戏，或潜

水觅食，或振翅高飞，成为春日里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近年来，忠县持续抓好水资源保

护、水域岸线管护、水污染防治、水环境

治理、水生态修复等重点工作，水域生

态持续向好，成为众多候鸟栖息繁衍的

绝佳场所。 记者刘超 摄

春江水暖鸟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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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周冰娥）“没想到周末休息日还能办理业务，这

里的服务真是太贴心了。”2 月 22 日，正值周六，官坝镇三峰村村

干部陈艾在县政务服务中心顺利替特困户申绪忠打好了个人医

疗费用结算清单，她一手拿着清单，一手伸出大拇指向工作人员

点赞。

为全力打造营商环境标杆城市，持续优化政务服务环境，更

好满足企业和群众错峰办事需求，切实解决企业和群众工作时间

“没空办”、休息时间“没处办”的难题，县政务服务中心列出“周

六不打烊”办理事项清单（第一批），推出“预约办”服务。

“周六不打烊”办事清单（第一批）涉及人力社保服务专区、

医疗保障服务专区、不动产登记服务专区、税务服务专区、市场监

管服务专区、工程建设服务专区等 6 个专区 52 个事项。需要办理

相关业务的企业、群众可在周一至周四期间，登录“忠县政务服务

中心”公众号，进入政务服务“周六不打烊”板块预约。

忠县政务服务实现“周六不打烊”

本报讯（记者 伯华）2 月 22 日，记者从县文化旅游委获悉，

2025 年“渝味 360 碗”忠县菜品评选投票通道已正式开启，27 道候

选佳肴等待市民及游客对其进行县级评选。

在长江之畔的忠县，美食不仅是烟火人间的缩影，也是文化

的密码与历史的注脚，更是“渝味 360 碗”中不可或缺的忠州味

道。2025 年，忠县从“最具文化价值”和“最具旅游价值”两方面

入手，对忠县美食进行深度挖掘，截至 2 月上旬，共收到报名菜品

80 余道，经过对报名资料初步审核和专家层层筛选，最后确定 27

道菜品进入网络投票。（初选入围菜品，排名不分先后）

投票时间从 2 月 18 日起

至 2 月 28 日 ，投 票 期 间 ，市

民 及 游 客 可 通 过 左 侧 二 维

码 ，为 喜 欢 的 忠 县 美 食 投

票。本轮投票截止后，主办

单位将根据评选规则，共选

取 20 道 具 有 忠 县 特 色 的 美

食，参加市级“渝味 360 碗”

评选。

忠县2025年“渝味360碗”菜品评选投票活动开启
27道菜品进入网络投票

（上接第一版）

“三顾”陈征，敲定现代柑橘产业园

鲁标的第一站，选择了家乡湖北。

他听说三峡银岭冷链物流产业园是一家专业性的冷链物流中

心，便前往考察，结识了该公司总经理陈征。

这是鄂西渝东规模最大、功能最全、配套最齐的综合型冷链物

流产业园。园区内，多温区仓储、农产品加工、物流配送、交易展

示、电子商务等一站式功能配套，让鲁标大开眼界。他接连抛出好

几个问题：“柑橘可否冷藏？”“冷冻的柑橘怎么处理？”

从陈征那里得到柑橘可以冷藏保鲜，也可以冷冻后加工的答

案后，鲁标吃下了“定心丸”。这一年，他先后前往广西、江西、广东

等地考察，花费了近 100 万元。

回到忠县，鲁标脑袋里有了“工厂+冻库”的方案：在销售旺

季将柑橘采摘后，通过分拣将优质果鲜销；销售不及时或行情不

好时，就将果子放入保鲜库储藏起来，待行情走高时再出手。

一个人势单力薄，鲁标找到屈代鼎、谭锋，动员两人一起在忠

县兴建厂房，他们都很感兴趣。

鲁标再次找到陈征，请教冷链物流知识。陈征建议他搭建

“产品+互联网+冷链物流”的现代物流服务体系，解决柑橘的品

质、储藏、加工、运输、销售等柑橘全产业链问题。

“这已超过我们三人的投资运营能力。”鲁标坦言，建设这么

大体量的冷链物流园区，无论从资金、技术、运营，他们都无力承

担。

鲁标第三次找到陈征寻求合作。交谈 15 分钟，陈征点了头。

“通过三次接触，我对鲁标三人的创业经历有了全面了解，而且我

也对忠县进行过调研，交通区位、营商环境都不错，特别是柑橘产

业基础好。”

就这样，在三位果农的“运作”下，重庆(忠县)现代农业柑橘

产业园项目（以下简称产业园项目）就此确定。

主播、快递都来了，柑橘产业形成“生态圈”

听闻三位果农联手引进产业园项目的事情后，忠县党政负责

人多次前往湖北考察，推动项目早日引进落地。去年 3 月 14 日，

该项目在忠县磨子产业园破土动工，9 个月后柑橘分拣车间率先

投入运行。

“没有忠县党委政府的强力推进，项目建设没有这么快。”鲁

标告诉记者，忠县将该项目纳入“八个一批”责任清单，落实了服

务专班、专员，在工地搭建起“帐篷办公室”，现场解决项目推进

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他说，“这更加坚定了陈征的投资信心。”

记者走进柑橘分拣车间，一颗颗柑橘“奔跑”在分拣线上，按

照大小、重量、水分、糖酸度等指标，滑向不同的出口。

“从采摘到分选 1 小时完成。”谭锋介绍，分选出来的优等果

直接出售，其余因擦伤、斑点、虫刺、个小的果子用于加工。

在分拣车间旁边，一个个塑料筐正从生产线上“诞生”，带着

余温就开始盛装柑橘。过去，忠县包装柑橘的塑料筐、纸箱、套袋

等，都要从湖北、四川购入。现在，园区不但自产自用，还能往外

销。

除了生产端外，主播也来了，快递公司、电商企业也入驻了，

形成了柑橘鲜销“一条龙”。“现在柑橘再不怕滞销，这里建有零

下 5 度的保鲜库、零下 18 度的冷冻库、零下 40 度的速冻库。”屈代

鼎说。

柑橘分拣车间只是第一步。陈征的加入，不仅是资金、技术

的投入，他的团队有现代物流服务体系的建设和运维能力，有多

个领域的稳定合作伙伴，有柑橘产供销全产业链丰富的实操经

验。现在，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正在有序推进，其占地规模达到

500 亩，计划总投资 20 亿元，除了柑橘鲜销，精深加工也是主营业

务。目前，投资 1000 万元的柑橘食品精深加工项目已建成投产，

加工的柑橘切片可用于泡茶，每吨利润高达 1 万余元。

“现代农业柑橘产业园项目将于 2027 年全面达产，到时可实

现每年加工柑橘 50 万吨、仓储保鲜 32 万立方米，年产值 50 亿元，

提供就业岗位 1000 余个。”鲁标说起这串数字，神采飞扬。

三位果农引来柑橘分拣大车间

（上接第一版）

产业集群重塑经济版图

随 着 特 瑞 新 能 源 、天 辉 能 源 等 一

大 批 锂 电 关 键 核 心 企 业 的 入 驻 ，忠 县

已逐步构建起以锂电正极材料、隔膜、

电 芯 、聚 合 物 电 池 等 较 为 完 备 的 锂 电

新 材 料 产 业 链 ，打 造 重 庆 最 大 的 锂 电

材料基地，培育百亿级锂电产业集群。

而 今 ，这 种 产 业 集 聚 效 应 正 在 重

塑 忠 县 县 域 经 济 版 图 —— 去 年 ，该 县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升至 44.9%，

连续 6 个季度位居渝东北第一。

据介绍，去年，忠县净增经营主体

1.07 万 户 ，新 增“ 四 上 ”企 业 71 家 ，累

计 培 育 高 新 技 术 企 业 36 家 ，科 技 型 企

业 583 家 。 新 培 育 专 精 特 新 企 业 3

家 ，特 瑞 新 能 源 入 选 国 家 级 专 精 特 新

“ 小 巨 人 ”企 业 。 新 培 育 出 口 企 业 6

家 ，成 功 实 现 二 手 车 出 口“ 零 ”的 突

破 。

该 县 天 地 药 业 生 产 的 氨 曲 南 、头

孢 西 丁 钠 在 国 内 市 场 占 有 率 排 名 第

一 ，美 罗 培 南 排 名 第 三 ；橙 标 农 业 建

成 全 国 最 大 单 体 柑 橘 智 能 分 选 车 间 ；

忠 润 能 源 建 成 西 南 地 区 最 大 的 LNG

加 工 处 理 基 地 ；金 沙 河 面 业 成 为 西 南

地 区 最 大 面 业 加 工 基 地 ；“ 以 竹 代 塑 ”

竹 纤 维 餐 具 、“ 红 高 雷 笋 干 ”分 别 荣 获

2024 年 世 界 林 木 业 大 会 特 等 奖 、金

奖 。“ 忠 橙 ”累 计 出 口 量 超 7000 吨 ，稳

居 全 市 前 列 。 忠 州 佳 品 首 次 参 加 东

盟 博 览 会 ，持 续 举 办 忠 州 佳 品 进 山

东 、进 沈 阳 等 活 动 ，签 订 合 作 协 议 17

项、合同金额 7.69 亿元 。

来源：重庆日报 作者：陈磊

忠县 创新机制激活民营经济发展新动能

面对生活的重击，任思明没有选择

沉沦或依赖。他深知，生活不会因为个

人的不幸而停止前行，唯有自强，才能在

这片土地上继续耕耘出希望。于是，他

拿起锄头，重新回到了那片熟悉的土

地。种地，这个看似简单的劳作，对于失

去一条腿的任思明来说，却充满了挑

战。但他没有退缩，每一次弯腰、每一次

挥汗，都是他对生活的抗争和热爱。

除了种地，任思明还学会了竹编。这

项手艺，不仅为他带来了额外的收入，更

成为了他精神上的寄托。每一根藤条，在

他的手中都仿佛有了生命，交织出一个个

结实耐用的背篓、筛子、簸箕等。这些竹

编制品，不仅承载着生活的重担，更承载

着任思明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

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先生的

这句话，在任思明身上得到了最好的诠

释。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即使身体残

缺，心灵也可以完整；即使生活艰辛，希

望也永远存在。

任思明的故事，是一曲自强的赞歌，

是一幅坚韧的画卷。他用自己的经历告

诉我们，生活或许充满坎坷，但只要我们

保持自强的信念，就一定能够走出困境，

迎接属于自己的阳光。

即使身体残缺，心灵也可以完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