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温度回升，小龙虾活动
量增大，对水质的管理尤为重
要。”近日，在河包镇白塔社区，
该镇人大代表刘传进正为养殖
户讲解“水稻+虾”生态养殖知
识，对其后续水稻种植密度、水
田深度、施肥等进行技术指导。

这仅是该镇人大代表助力
春耕春播生产的一个缩影。连
日来，该镇人大代表深入田间地
头，通过示范察看、询问情况等

方式，收集群众种植难题，制定
可行解决方案；组织“田秀才”

“土专家”向农户讲解科学种植
技术，宣传解读各项惠农政策，
提高农户春耕生产技能。

截至目前，已解决23户农
户种植相关难题。

下一步，该镇人大将充分结
合人大代表专业技术特长，持续
组织开展种植养殖技术培训、送
科技下乡等志愿服务，协调相关
部门做好农资供应、农机服务、
农技指导、政策扶持等方面的服
务指导工作，切实帮助解决农户
实际问题，为助推乡村振兴贡献
力量。

河包镇

人大代表齐动员
助力春耕保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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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郑 艳）近
日，远觉镇与四川省隆昌市界市
镇和四川省内江市东兴区顺河
镇、平坦镇共同签订《进一步深
化川渝毗邻合作共建协议》和
《马鞍河共管河段及其支流污染
联防联治协议》，进一步推动川
渝毗邻小镇合作交流。

根据协议，四地将根据打造
特色农产品生态原料基地和川渝
结合部健康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示
范镇的发展定位，计划在4月中
旬前栽种辣椒1500亩，其中，远
觉镇1000亩，界市镇200亩，顺
河镇200亩，平坦镇100亩；辣椒
育苗由荣昌区远耀种植专业合作
社牵头，辣椒收购由重庆市椿林

聚业食品有限公司负责，实现“统
一选种、统一育苗、统一种植、统
一指导、统一收购”。

同时，计划在5月建成辣椒
烘干厂，10月完成具备加工、冷
链物流等功能的特色农产品产
业园建设，实现远觉镇、界市镇、
顺河镇、平坦镇“辣椒育种—种
植—加工—销售—品牌培育”的
一体化产业发展模式。探索推
进牧草饲料、奶牛养殖一体化项
目合作，建设专家大院，引进奶
牛养殖大户，推进奶牛养殖升级
扩容达到1000头，同时推动界
市、顺河、平坦配套种植牧草。

远觉镇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紧紧围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在推动基层党建互联互
动、生态治理联防联治、社会治
理协作互助、文化体育交流互
动、就业服务互惠互通等方面，
与界市镇、顺河镇、平坦镇加强
全面合作，以点带面连线成片推
进，携手共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跨省融合发展试验区。

川渝毗邻四镇签订合作协议
打造川渝结合部健康特色产业乡村振兴示范镇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通讯员 胡露月）峰高
街道近日以“农业现代化助力乡
村振兴”为主题，在阳光社区开
展新时代文明实践“讲科技”宣
讲活动。

“大家购买农机都有补贴，产
出效率高了，咱们就能在地里挣
更多的钱……”活动现场，该街道
理论宣讲团的志愿者用通俗的语
言向大家宣讲国家农业有关方针
政策及工作目标举措。随后，农
技指导员详细介绍农机补贴的适
用范围和选购农机的注意事项，
现场推广玉米大豆复合种植，讲
解技术要点等情况。

“正好准备移栽玉米，我得
留足间距，为两个月后套种大豆
做准备。同样的田地能多挣一
份收入，这样的宣讲‘含金量’
高！”接地气的科技宣讲深受群
众好评。

接下来，峰高街道还将陆续
走进各“小院”开展宣讲，让科技
进社区、进农村、进千家万户，统
一购买《科普重庆新时代市民科
学素质读本》系列丛书、《高新科
技知多少》等相关书籍，分发至
社区图书馆及各村（社区）农家
书屋，供群众翻阅学习，多措并
举提升广大群众科学种粮意识，
进一步提升土地资源“含金量”。

峰高街道

群众身边“讲科技”
提升土地“含金量”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
者 张 丹 通 讯 员 杨
健）近日，位于安富街道普陀
村的重庆驿润生态农业专业
合作社空心菜种植基地，一大
片绿油油的空心菜长势喜人，
30余名村民忙着把刚采摘好
的空心菜打包、装车，等待销
往重庆。

该基地70余亩空心菜目前
已抢“鲜”上市。“每天要采收
1000斤左右，由于上市时间早、

蔬菜品质好，第一茬空心菜产值
预计可达30万元。”该基地负责
人王晓原介绍，基地采用大棚种
植，所有温室大棚均安装有喷淋
系统，并有专人负责管控空心菜
所需的气温、湿度和养分，以确
保蔬菜的生长和品质。

该基地空心菜采收期可持
续至 10 月，每年大致采收 15
茬，亩产约2.5万斤。目前主要
销往重庆蔬菜批发市场，后期还
将通过电商销售拓宽销路。

安富街道普陀村

70余亩空心菜抢“鲜”上市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丹 通讯员 江 扬）近
日，万灵镇开展2023年打击非
法集资专题培训会，进一步提高
处置非法集资基层工作队伍的
业务水平和综合素质，筑牢非法
集资“防火墙”。该镇40余名专
职网格员参加培训。

培训中，授课老师列举常见
的承诺高额回报、编造虚假项
目、以虚假宣传造势、利用亲情
诱骗四种非法集资行为，以及以
农村合作社作为幌子的非法集
资行为，通过典型案例分析，深
度剖析非法集资案件的特征、手

段、危害和处置方式等，有效提
高参训人员防范和处置能力。

当天，授课老师还为网格员
详细讲解线上线下举报方式，指
导网格员发现非法集资行为，可
拨打区公安局、区财政局举报电
话进行举报，或关注重庆金融安
全卫士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里
进行线上有奖举报。

今年以来，该镇持续加大打
击防范非法集资工作力度，切实
做好防非宣教工作，有效遏制非
法集资势头，牢牢守住人民群众
的“钱袋子”。截至目前，已开展
打击非法集资专项行动6次。

万灵镇

筑牢非法集资“防火墙”
守住群众“钱袋子”

在多为山地丘陵的荣昌，向绿色要发
展，让青山变“金山”，是发展生态经济寻
求的突破口和关键点。

找到了突破口与关键点，我区“对症
下药”，以生态为布，用绿色执笔，采取“植
树造林+绿色产业”发展模式，不断筑牢
生态屏障，让群众通过绿色产业发展实现
增收致富。

近日，在清江镇塔水村，成片的桉树
郁郁葱葱，高达四五米。20余名村民穿
梭在树林间，忙着给桉树浇水施肥。放眼
望去，漫山遍野的桉树铺绿了一座座山
坡，也为附近村民带来了可喜的收入。

“去年在桉树林的务工费，加上流转1
亩多土地的租金，不仅收入颇丰，还不耽误
照顾家庭。”村民石美贵感慨道，“昔日荒坡
已经摇身成了大家致富的‘金山银山’。”

这样的变化得益于区林业局引进重
庆建福林业有限公司。

几年前，区林业局通过“政府主导+
央企联合民企+村社集体+农户”四方共
建的储备林建设合作模式，引进重庆建
福林业有限公司有序合规流转林地，推
动桉树林实现集约式、器械化、智能化管
理。同时，该公司为当地村民提供30余
个就业岗位，让村民参与造林、管护和日
常管理。

截至目前，该村已有200余户村民流
转土地，全村植树造林面积近300亩。

除了引进企业，区林业局还常常组织
林业专家深入田间地头，指导村民学习科
学实用的桉树种植技术，助力产业发展，
确保稳产增收。

得益于桉树产业的发展，该村森林覆
盖率从26%提高到38%，山更绿了，村民
的腰包更鼓了。

这只是我区植树造林发展绿色经济
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区林业局持续为各
镇街“增绿”提供技术、政策支持，带动广
大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实现物质文明和
精神文明“双丰收”。

山变绿了，村民的腰包鼓了，人居环
境自然也不能落下。

这段时间，天气渐暖，春暖花开。位
于古昌镇大青杠村的山间公路散发着春
日的气息，阳光斜斜地穿过茂密树丛，照
耀到花草的露珠上，映射出一幅美好的春
日画卷。

谁能想到，过去公路两旁还只是一片
荒坡，杂草丛生，不仅拉低乡村“颜值”，更
影响村民出行。

如今的变化得益于我区大力开展提
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项目。

去年，区林业局结合乡村振兴战略，
分别对城乡结合部实施农村“四旁”植树

工程。投入150万元在大青杠村3500米
的公路两旁进行绿化提档升级，栽植银
杏、日本红枫、玫瑰海棠、碧桃、紫薇、三角
梅等苗木6700余株，将荒坡变绿林，进一
步美化乡村人居环境，推动形成“绿带、绿
廓、绿楔、绿心”等城乡绿化结构。

眼下，为更好地发展生态旅游经济，
区林业局依托国有岚峰林场，落子布局
生态涵养休闲旅游项目，积极推动生态
与文化旅游深度融合，以市委“一号工
程”为牵引，围绕“树顶漫步”荣昌自然教
育营地、“岚峰野生动物科普研学基地”

“重庆市（荣昌）森林消防科普研训实践
基地”三大项目，对岚峰森林公园进行提
档升级，推动岚峰森林公园融入全区文
旅推介版图，使之成为巴蜀文化旅游走
廊又一重要节点。

“在发展生态经济上下功夫，全面推动
‘植树造林+绿色产业’模式，让我区以生态
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走向
深入。”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
前，全区森林覆盖率达36.68%，栽种各类
树木248.5万株，面积达千亩以上的林业专
业合作社17家，林业生产总值达26.16亿

元，带动2.8万户农户实现增收致富，真正
让“绿起来”带动“富起来”。

久久为功，擘画新篇。下一步，我区
将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
念，守住生态和发展两条底线，突出森林
质量，把科学栽植、科学管护贯穿于种苗、
造林等全过程，既要达到“栽植一片、成活
一片、成景一片”，也要让青山变“金山”，
让广大群众亲身感受生态环境发展带来
的好处与实惠。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
员 李杨智

向绿色要发展 让青山变“金山”
——我区以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记略

新时代新征程新荣昌

百竹园风光（资料图片）

“生态环境建设和经济发展并不矛
盾，关键是要找到其生态价值与经济价
值的平衡点，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
展。”这是记者在采访中最深刻的感受。

在清江镇塔水村，桉树带给当地村
民的变化是有目共睹的，不仅保护了生
态环境，经济发展也没有落下。采访中，

记者不只一次听到村民赞叹，“住在这里
很幸福！”群众的口碑，便是我区生态环
境建设过程中实实在在的“功勋章”。

一棵桉树，不仅营造了绿色舒适的
生活环境，也实实在在富了一方百姓，
这正符合我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
山银山”的发展目标。近年来，荣昌积

极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把生态环境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中，让
生态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切切实实
增加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记者相
信，我们会在发展生态经济的道路上，
越走越顺畅、越走越远。

在发展中保护 在保护中发展

本报讯（融媒体中
心记者 张 雪 通
讯员 黄 婷）翻土、
起垄、播种……3月10
日，在观胜镇许友村6
社，村民们在农技员
的带领下，忙着进行
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
植，为今年增产增收
做足准备。

“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种植可以实现‘玉米
基本不减产，多收一茬
豆’的目的。”种植现
场，农技员对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的行间
距、播种密度、播种时
期、肥料的选用进行讲
解。针对村民对精细
整地、优质粮油生产关
键技术和病虫害绿色
防控等方面的解惑进
行解答。

下一步，该镇将加
大宣传力度，对大豆玉
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

做好技术培训和示范基地建设，让更多新
技术、新模式、新理念深入田间地头，助力
种植户增产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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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区人力
社保局在仁义镇红
梅社区举办面点技
能培训，丰富当地
居民业余生活，提
升就业技能。

活动中，培训
老师一边示范小笼
包、花卷等不同面
点的具体做法，一
边详细讲解和面、
揉面、醒面、搓条、
制 皮 、上 馅 等 知
识。居民们认真听
讲，并不时向老师
提问，现场学习氛
围浓厚。

融媒体中心记
者 何文杰 摄

技能培训进社区

记 者 手 记 ：

统战之窗

（接上期）
1996年 10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

建院40周年之际，江泽民再次为学院
题词：“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办好中
央社会主义学院。”李鹏、乔石、李瑞
环、荣毅仁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民主
党派、全国工商联领导人也分别题词祝
贺。李瑞环、胡锦涛、荣毅仁等出席了
建院40周年庆祝大会。

1997 年初，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加
挂了中华文化学院的牌子，以中华文
化为纽带，开展面向港澳台同胞和海

外华人华侨的文化交流活动，同时为
祖国内地培训社会紧缺人才。在香港
进步人士的资助下，成立了外语培训
中心，重点为中西部发展培训紧缺的
英语人才。

（三）

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
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新
世纪新阶段的统一战线工作及社会主
义学院工作。2003年11月，《条例》经
中央领导同志批示，颁发执行。《社会主

义学院工作暂行条例》的颁布和全国社
会主义学院工作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社
会主义学院正规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
的阶段。

2006年10月14日，在中央社会主
义学院建院50周年之际，胡锦涛致函表
示祝贺，指出：“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在培
养统一战线人才、推动统一战线工作方
面肩负着重要职责。”要求中央社会主义
学院充分发挥统一战线的人才培养基
地、理论研究基地、方针政策宣传基地的
作用。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进程中，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与我国社会主义事业
同前进，与统一战线事业共发展，初步形
成了具有统一战线特色的教学模式和学
科体系，建立了一支适应统一战线干部
培训工作需要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队伍，
培养了一大批与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的
民主党派、无党派代表人士和统一战线
其他方面的代表人士，为坚持和完善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
度、巩固壮大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作出了
重要贡献。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由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