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通讯员 何旖勤）4月14日，在
直升镇万烨（重庆）土地流转服务专
业合作社水稻育秧基地内，20余名
村民穿梭在秧田里，忙着给秧苗除
草、施肥。

“我们合作社今年将种植300
余亩水稻，并且和荣昌区储备粮有
限公司签订了收购协议。由公司向
合作社提供水稻种子，待水稻成熟
后，公司将按照每斤不低于1.4元的

价格进行收购，解决了我们的销售
问题，让大家吃下‘定心丸’。”该合
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合作社
水稻预计亩产可达900斤，年产值
近40万元。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
在全镇推广“合作社+订单”的生产
模式，积极引导村民发展水稻、油菜
等产业，优化农业产业结构，进一步
提升农业产业标准化水平和质量效
益，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直升镇

发展订单农业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讯（融媒体中
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
员 邱敬超）“快来买
啊，这里的东西便宜又
好看。”4月15日，“昌州
宝贝”公益集市在昌州
风情步行街开市，来自
昌州街道各社区亲子家
庭的孩子们化身“小老
板”热情“吆喝”。

小金鱼、手工制品、
闲置玩具……公益市集
现场，孩子们将各种各样
的小物件摆上爱心小摊，
吸引不少行人围观选
购。“今天我们共卖出近
5700元，这些钱将捐赠
给区慈善会的‘宝贝微基
金’，用于支持社区公益
活动。”该街道相关负责
人表示。

据悉，“昌州宝贝”集
市是昌州街道“昌州宝
贝”儿童关爱服务项目之
一。该项目组织辖区亲
子家庭，每月一次在昌州
风情步行街摆放临时公

益摊位开展义卖，义卖所得定向捐赠至
“宝贝微基金”，用于支持社区公益活
动。参与活动的亲子家庭、爱心商家将
获赠公益捐赠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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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
暂行办法》《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
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等
相关规定，现将重庆琪泰佳牧畜禽
养殖有限公司荣昌猪核心区建设基
地项目（重庆琪金荣昌猪双河扩繁
场）环境影响评价的有关信息予以
第一次公示。

1.环评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电子
版及公众意见表下载链接：http://
www.qjtzr.com/groupnews/477.
html。

2. 公众查阅环评简本、全文本
的方式：通过环评单位、建设单位均
可查阅。

建设单位：重庆琪泰佳牧畜禽养
殖有限公司，联系人：胡主任，电话：
18983981390。

环评单位：重庆景临生态环境科

技有限公司，联系人：冉工；电话：
023—67343841。

3.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和主要
事项。

范围：可能受到项目影响的所有
公众，以及对项目建设或环境影响评
价结论有宝贵意见的所有公众。

4.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信函、传真、电子

邮件和现场填写等方式，在规定时
间内将填写的公众意见表等提交我
单位，反映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有
关的意见和建议。公众提交意见
时，应当提供有效的联系方式。鼓
励公众采用实名方式提交意见并提
供常住地址。

5.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年4月11日至2023年4月24
日。

重庆琪泰佳牧畜禽养殖有限公司
荣昌猪核心区建设基地项目（重庆琪金荣昌猪双河扩繁场）

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
红 通讯员 胡露月）4月12日，峰
高街道组织峰高商会会员企业走进
荣昌高新区，开展2023年第二季度
学习交流活动，通过让商会企业家

“开眼”“进补”“充电”，帮助他们“活”
思想、“富”脑袋，推动自身企业实现
更好发展。

活动中，峰高商会会员企业代
表走进展旺塑料（重庆）有限公司、
重庆市优合新材料有限公司，以实
地考察、听取介绍、深入交流等方
式，了解高新区企业生产经营情况，
以及未来中小企业发展优势。座谈
会上，企业家们围绕“抢抓高质量发
展机遇”畅所欲言，对当前市场经济

形势开展热烈讨论，聚焦节约生产
成本、人才激励等工作分享经验、共
谋计策，希望在互传信息、互相支持
中，获得多层次、宽领域合作，为企
业寻求更多机遇。

“走进先进企业取经补短板，仅
是峰高商会每季度开展一次学习交
流活动的缩影。”峰高街道相关负责
人介绍，下一步，街道将继续搭建平
台，组织商会会员到区法院、区消防
救援支队和更多优秀企业，学习法
律法规、消防应急知识和先进经验，
切实提高企业安全生产意识和能
力，帮助企业享受优惠政策、破解发
展梗阻，全力护航辖区民营企业高
质量发展。

峰高街道

学习观摩“取真经”
对标提升促发展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
“得益于项目的推进，我的养殖场实现圈
舍标准化改造，不仅新建了围栏、圈门，
地面也重新硬化了，养殖环境得到进一
步改善。”4月12日，见到记者来访，双
河街道高丰村荣昌猪养殖户盛贤能高兴

地说。
盛贤能口中的项目，是指荣昌猪产

业（高丰村）示范建设项目。该项目于
去年12月启动，主要对辖区100户荣
昌猪养殖户实施圈舍改造、添置饲养设
施器械、建设粪污资源化利用公共设

施、安装视频监控摄像头等，达到规范
养殖、生态养殖标准。目前，已完成
4000平方米圈舍改造及2处荣昌猪养
殖展示参观点、3.8公里产业路、2000
立方米消纳区储液池、100户视频监控
设备的建设和配置，所有工程将于本月

底完工。
双河街道负责人表示，该项目的建

设，将进一步改善传统养殖环境，大力促
进荣昌猪养殖标准化。接下来，该街道
还将围绕科技化、智能化、产业化、生态
化和特色化做大做强荣昌猪产业，大力
推广“公司+合作社+农户”养殖模式，通
过统一生产、统一服务、统一营销、技术
共享和品牌共创等方式，辐射带动川渝
周边规模养殖场及中小养殖户适度扩大
养殖规模，快速提升荣昌猪产能，助力稳
产保供。

荣昌猪产业（高丰村）示范建设项目月底完工
推动荣昌猪养殖标准化

统战之窗统战之窗

2009年8月，对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董
事长谭顺明来说，是一个收获的岁月：申请书递
交10余年，终于成为一名农工党党员。这对既
不是医卫人员，又不是人口资源和生态环境知识
分子的谭顺明来说，加入农工党，的确不容易。
彼时，谭顺明暗暗下决心，“绝不辜负农工党的培
养，牢记使命，踏踏实实干几件事情。”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如今，谭顺明收获满
满，先后获得“中国优秀创新企业家”“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优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等称
号，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先后获得“中国农资
流通诚信建设示范企业”“全国农资连锁经营重
点企业”“全国万村千乡市场工程试点企业”“重
庆市优秀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重庆市放心消
费创建示范单位”等20余项荣誉。

放心农资的“送货人”

谭顺明出生于清流镇，2003年创立重庆丰
谷农资连锁公司，主要经营化肥、农药、种子等农
业生产资料，从农资采购储存，到销售运输，19
年来他都亲自把关，确保农民用上放心种、放心
药、放心肥。

早在2009年，丰谷农资在荣昌建立了210
家连锁店，覆盖了所有的村（社区）。以种苗、化
肥为主的农资粗大笨重，村民到店里购买颇为不
便，这让他萌发了线上销售、物流到家的想法。

这一年，谭顺明试水农村电商，创建了“中国
农资商城”电商平台，把化肥、农机、农药等农资产
品搬上了互联网。

“中国农资商城”有土特产、种子、化肥、农
机、农药、农膜、日用百货等专区，可以有效满足

客户的需求。通过“中国农资商城”平台的推广
使用，受益的不仅是农资生产厂家、农户，将互联
网思维与农民的需求相结合，既能解决因市场信
息不透明、个体购买数量少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居
高不下，又能保障农资质量，保证农业生产。

“中国农资商城不仅可以送货上门，还比实
体店便宜，选购好后在家里就可以等着收货了。”
果农秦兆华说。

“农民需要什么，我们商城就提供什么。顾
客下单后，我们半个小时就送到家门口。”谭顺明
说。

依托丰谷农资210家线下连锁店，谭顺明顺
利构建起农资仓储物流配送网络。农户登录商
城，手机下单后，平台会自动匹配最近的农资店
进行配送，半小时内即可送至村民家中。目前，
丰谷农资在荣昌的市场份额占比达80%，购买群
体覆盖全区75%的农业生产者。

2018年10月10日，谭顺明作为农业种子企
业代表，前往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参
观学习。期间，杂交水稻之父、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单独与他交流座谈，并嘱咐谭顺明：“继续
扎根农村，推广优质水稻新品种，为乡村振兴发
挥更多的作用。”临别，袁隆平欣然提笔，写下“丰
谷昌盛”四字相赠。

“当天，我受到袁隆平院士的亲切指导，这对我

来说是充分的肯定和莫大的鼓舞，也激励我不忘农
工党党员职责，毕生服务三农发展。”谭顺明说。

乡村振兴的“逐梦人”

2022年7月中旬至8月底，荣昌遭遇有气象
记录以来最长的持续高温天气，大地喊“渴”，庄
稼喊“渴”。谭顺明更是心急如焚，天天“泡在”清
流镇龙井庙村，和村民一起，给柑橘树浇水。

说起这片柑橘林，村民至今念念不忘谭顺明
的“好”。

龙井庙村距荣昌主城45公里，距四川省隆
昌市47公里，距四川省内江市40公里，地理位
置十分偏僻。多年来，村里大部分青壮年都外出
打工挣钱。

谭顺明看到这一情况，内心十分焦虑。“看
到家乡的土地，要么荒着，要么种一些经济效益
低或者没有经济价值的农作物，让我有了帮助
乡亲们富起来的想法。”经过摸底和思考，他毅
然决定，将荒山变成熟土，让当地村民种水果。

思路出来后，说干就干。谭顺明请了两台大
型挖掘机、60多名村民，经过60多天的日夜作
业，终于在坚硬的石头山上建出梯田，在荒山上
覆盖70厘米厚的种植土。

“这6个荒山面积有300亩，野草丛生，甚至
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当地村民唐晓方介绍。

土地平整后，谭顺明又从外地拉回1.5万株
优质柑橘苗，每株12元，免费送给当地村民栽
种，主要品种为美国糖桔和晚熟沃柑。谭顺明
说：“我是农民的儿子，家乡的山水人文哺育了
我，我只有一个愿望，让更多的乡亲在家门口有
事做、有钱赚。”

除了提供种苗、肥料等农资，谭顺明还请来
公司的农技人员，手把手指导修枝、施肥、疏果等
技术。在谭顺明的带动下，当地不少村民陆续返
乡，全村已发展起2000余亩优质柑橘园。

红色文化的“传承人”

近日，区公安局组织部分民警到清流红色故
居，了解英雄事迹，深刻感受革命先烈不畏牺牲，
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保卫国家的爱国情怀。

谭顺明，正是清流红色故居的筹建者。
近年来，谭顺明先后到江西省于都县中央红

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瑞金市瑞金革命遗址及纪
念馆，贵州省遵义娄山关和土城镇青杠坡红军战
斗遗址，陕西省延安市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重
走长征路，缅怀革命先烈，收集红色故事，学习办

馆经验。
在收集革命史料的路上，谭顺明一路奔波，

马不停蹄。
到谭东兴出生地——四川营山县柏坪乡谭

家山，收集谭东兴的长征故事和相关资料；三次
前往宁夏银川拜访谭德本，聆听叔公革命故事，
拍下珍贵照片和视频，收集第一手资料；到四川
威远县罗世文烈士史料陈列馆，查阅谭东兴参加
遂蓬武装起义史料；到江津白沙，收集在朝鲜战
场上20分钟炸3坦克1汽车、一人阻击美军8个
小时的“特等功臣”谭炳云史料。

2020年11月27日，“全国爱国公益人士纪
念红军长征胜利84周年红色文化学习座谈会”
在红色革命老区江西省于都县举办，谭顺明应邀
作报告，讲述了老红军谭东兴祖孙四代人为祖国
奉献青春洒热血的红色故事。

在谭顺明的四处奔走下，如今，清流红色故
居初具规模。

2021年8月，清流红色故居被区委、区政府
授予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清流红色故居建成以来，有国家农业农村部、
科技部、四川省司法厅、重庆市委组织部等部门前
来考察调研，先后被中国网、今日头条、华龙网、重
庆日报、荣昌日报等媒体宣传报道。万余名川渝
两地干部群众前来参观学习，接受红色教育。西
南政法大学拟将其纳入该校红色研学基地。

（区委统战部供稿）

服务“三农” 顺乎“民”生
——记农工党党员、重庆丰谷农资连锁公司董事长谭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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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荣隆镇沙坝子村高标准农
田建设现场，轰隆隆的机械声不绝于耳，
一台台现代化生产设备，有条不紊地在
田间穿梭，将大小不一、分散不均的地块
聚拢推平，化散为整。

“我们现在已完成土地平整、管沟开
挖及管道铺设工作，高标准农田建设完
成后，还将采用高效节水的水肥一体化
设施，改漫灌为滴灌，小块‘低效田’将变
成规模‘高产田’。”重庆十九行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总经理谭登峰说，“通过高标准
农田建设后，我们将种植4000亩玉米，
除了播种环节使用人工外，其余的耕地、
起垄、喷洒药水和收获等生产环节都可
以采用机械操作，机械化率达到80%，
既省时又省力。”

在清江镇竹林村，同样一派“良田
美景”。

该镇通过整合小而散的“补丁田”
“巴掌田”“皮带田”，集中连片规划设
计，完成 3600 余亩高标准农田建设，
并种植了高粱、玉米和大豆等农作物，

土地利用率不断提高，持续提升粮食
产量。

荣隆镇、清江镇仅是我区持续加强

高标准农田建设，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
根基、守牢耕地红线，加快农业强区建设
的切面。

近年来，我区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
治责任，全面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
技”战略，围绕“稳面积、增产量、提质
量”发展思路，实施最严格耕地保护制
度，立足实际，统筹规划，加快实施高标
准农田建设项目，提高耕地质量，为夯
实粮食安全根基、端稳端牢“手中饭碗”
提供有力支撑。

“过去我区部分田地零星散乱、地
形不规则。地势矮的田地容易受涝，
地势高的田地又容易受旱，耕种困
难。”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建设高标准农田后，农田实现集中连
片，土地碎片化程度大大降低，土地质
量明显提升，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
截至目前，我区累计建设高标准农田
56.6万亩、宜机化改造2.78万亩，实现

“建设一片、达标一片、带动一片”的目
标。

接下来，我区将继续贯彻落实好耕
地保护政策，坚决守住守好粮食安全底
线，积极争取更多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
目，不断改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切实提
升农业效益，为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打好
基础。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

高标准农田建设现场

平整田畴建“粮”田 美丽乡村筑“耕”基
——我区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侧记

近日，在吴家镇双流村苏椒种植户任中恩的种植基地里，绿油油的辣椒密密匝匝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格外喜人，
村民们穿梭在田间，忙着采摘、搬运、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融媒体中心记者 王新莲 通讯员 简雯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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