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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约 能 源 一 起 来节 约 能 源 一 起 来 ，，共 创 美 好 的 未 来共 创 美 好 的 未 来 。。

重庆日报消息 8月10日，记者从市农业农村委获
悉，重庆将实施高标准农田“四改一化”等四大工程加快
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按照计划，今年将改造提升
高标准农田200万亩，力争到2027年，改造提升高标准
农田1000万亩，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提高10%以上，耕地
质量等级达4.5等以上，建成区农田宜机化率达100%。

“四大工程”具体包括高标准农田“四改一化”工
程、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土壤质量保护
和提升工程、耕地保护补充和质量提升工程。

高标准农田“四改一化”工程方面，将坚持“投、建、
用、管、还”一体谋划、一体推进，按照亩均3000—5000
元投资标准，以改大、改水、改路、改土和农业机械化为
主，集中连片规划，整村整镇推进。

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方面，一方面
将实施大足区跃进水库中型灌区等25个中型灌区续建
配套；另一方面将完善灌区量水测水设施，提升渠首工

程引水能力、渠系结构安全和输水能力等，力争新增、
改善及恢复有效灌溉面积30万亩，增强农业生产能力。

土壤质量保护和提升工程方面，将全面开展第三
次全国土壤普查、土壤环境质量监管、酸化土壤改良示
范、农村面源污染防治、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等。如土
壤环境质量监管，将加强农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监
测，开展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成因排查，完善耕地土壤
环境质量信息，到2027年全面建成土壤环境监测体系。

耕地保护补充和质量提升工程方面，将加强耕地
动态监测监管、耕地进出平衡、拓展新增耕地来源、耕
地质量调查与监测、耕地质量提升等。如耕地质量提
升，将开展耕地质量全要素集成示范，整体推进“建”基
础设施、“治”土壤退化、“培”土壤肥力、“改”土壤结构、

“控”土壤污染、“测”耕地质量、“示”综合效果，到2027
年，建成综合提升示范区20个，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技
术推广面积达到粮食播种面积的60%以上。

实施四大工程 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

到2027年重庆改造高标准农田1000万亩

本报讯（融媒体中
心记者 杨丽丹）8 月
10日，区委副书记、区
政府区长、党组书记万
容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
第二十五次（扩大）会
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
第二次会议、全国生态
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及习近平总书
记对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工作、防汛救灾工作作
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等有
关内容，研究部署有关
工作。

会议强调，要切实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
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
分析判断和对下半年经
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
来，持续扩大有效投资，
加快提振市场消费，保
障和改善民生，统筹发
展和安全，努力完成全
年目标任务。要牢记粮
食安全“国之大者”，切
实加强耕地保护，全力
提升耕地质量，坚决遏
制耕地“非农化”、基本
农田“非粮化”，切实扛
起粮食安全政治责任。
要坚持“两山”理念，严
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责
任制，坚决打好蓝天、碧
水、净土保卫战。要扛
牢“举旗帜聚民心、防风
险保安全、强治理惠民
生、增动能促发展、谋合
作图共赢”的使命任务，
突出重点、聚焦难点，推
动全区网信事业高质量
发展。要时刻绷紧防汛
救灾这根弦，强化监测
预警、会商研判，落实落
细防汛抢险措施、风险隐患排查、应急物资准备、宣传
教育等各项工作，筑牢防汛救灾严密防线。

区领导杨谊、陶晓锋、谢勇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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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广顺街道在经济赛道上的
比拼走在了全区各镇街前列。

这份“成绩单”对于正在力争成为全区工
业经济主战场“排头兵”的广顺而言，无疑是
注入了一针“强心剂”，既增添了信心，也有了
底气。这份底气从何而来？带着这个问题，
记者来到了广顺街道。

“靠的就是‘两手抓’。”广顺街道党工委
书记廖顺全开门见山地说，“我区目前着力营
造‘123456’营商环境，其中‘2’就是一手抓
招商引资、一手抓企业服务。也就是我们的

‘两手抓’。”
作为经济工作生命线的招商引资，该如

何抓？廖顺全告诉记者，“和其他镇街一样，
广顺也组建招商引资专班。但不同之处在
于，我们的专班由街道党工委专职副书记和
办事处分管副主任负责，并抽调两名90后研
究生、业务骨干，按照‘专人专责’来具体从事
招商引资工作。”

今年3月初，招商专班了解到东莞的一
个制造业项目有意在西部扩建。一接到消
息，招商专班便对企业生产经营、投资意向、
行业发展趋势等情况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
企业需求形成了招商专案。

做足功课后，招商专班第一时间赶去东
莞对接，精准开展招商推介。十足的诚意最
终打动了企业，3月22日，企业在众多桥头堡
城市中选择了签约落地荣昌、落户广顺。

从“接到信息”到“正式签约”，仅用了10
余天；从“正式签约”到“打保证金落地”，仅用
了3天——这成为今年全区落地速度最快的

制造业项目之一，展现出招商引资的“广顺速
度”。

“该项目将于本月底正式施工，年产值约
1个亿元，预计可为我区创造税收400万元。”
该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街道通过进一步完
善招商引资服务体系，优化创新招商方式，夯
实商会阵地建设，提升招商队伍能力，依托荣
昌高新区广富园资源优势，大力开展以商招
商、专班招商、平台招商，取得了初步成效。

截至目前，街道前往浙江、湖北、广东、

四川、贵州、云南等地考察招商企业24个，
接待来荣考察企业15个，跟踪在谈项目16
个，意向投资金额达80亿元，提前完成招商
引资“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在赛马比
拼和招商引资质效考核中位居镇街组前
列。

企业落地后，服务才刚开始。廖顺全告
诉记者，7月中旬，有10余户村民在征地上种
起了蔬菜，导致施工单位无法入场。了解到
这一情况后，该街道当即召集村干部第一时

间前往现场查看，并组织工作人员挨家挨户
走访。在工作人员的耐心劝导下，最终化解
了这一矛盾。目前，企业地勘已经入场，项目
建设也顺利推进。

不仅仅服务“新居民”，“老居民”也不能
落下。

位于该街道的重庆蓝洁广顺净水材料有
限公司的固废填埋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
有序作业。

一份成绩单背后的底气
——广顺街道争当全区工业经济主战场“排头兵”工作纪实

荣昌高新区广富园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蒋坤红 通讯
员 伍阳辉）近日，市经济信息委、市人力社保
局、市文化旅游委联合公布重庆市首批传统工
艺美术精品名单，荣昌9件作品入选，另有11
件作品被评选为优秀作品。

“开展传统工艺美术精品认定工作，旨在进
一步调动广大工艺美术专业技术人员、工艺美
术大师的积极性、创造性，鼓励工艺美术从业人

员继承和发扬优秀的工艺美术传统，创作更多
精品佳作，促进全市工艺美术产业健康发展。”
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认定工作开展以来，共
收到35个区县的256件参评作品，涵盖陶瓷工
艺、雕刻工艺、编织工艺、花画工艺等9大类。

作为市级唯一的陶瓷特色产业基地、市级
陶瓷产业示范园、中国（西部）陶瓷之都，在此
次评定工作中，荣昌共组织43件陶艺作品参

与“竞选”，其中9件作品成功获评重庆首批传
统工艺美术精品，分别是：陈维贵的作品《向
往》，刘吉芬、刘嘉佳的作品《雪域》，钟鸣的作
品《龙凤呈祥》，肖祥洪的作品《凤耳窑变山水
尊》，梁先才的作品《如意山河瓶》，向新华的作
品《四君子》，周光建的作品《窈窕》，李加兴的
作品《竹节（缠枝莲）》和肖文桓、肖亚岑的作品
《红颂》。

重庆首批传统工艺美术精品名单出炉

荣昌九件作品入选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8月
10日，区委副书记、区长万容主持召开区政
府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研究审议关于调整
限上贸易业和规上服务业培育扶持政策有关
事宜、《重庆市荣昌区“无废城市”建设实施方
案》等。

会议要求，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加快
贸易业、服务业发展入统对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精心扶持、培育发展
一批支撑经济增长的达限升规企业。要主

动作为，全面摸排批零住餐文化娱乐领域重
点企业，紧盯时间节点，细化实化措施。要
加强业务培训指导，规范数据填报，做好资
金保障等工作。要压紧压实部门镇街工作
责任，明确目标、合力攻坚，赛马比拼、创新
争先，确保限上贸易业、规上服务业培育工
作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要坚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
结合荣昌实际，将“无废城市”建设与工业资
源综合利用、循环经济、大宗固体废物综合

利用等专项工作相互关联、协同推进。要瞄
准“无废城市”建设基本目标，加快补齐相关
治理体系和基础设施短板，持续提升固体废
物综合治理能力。要强化组织保障，加快建
立协作和调度机制，围绕减污降碳协同增
效，坚持上下联动“一盘棋”，切实推进“无废
城市”建设。

会议还研究审议其他事项。
区领导杨谊、邓启才、陶晓锋、谢勇、黄伟

出席或列席会议。

区政府召开第四十一次常务会议
万容主持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眼下正
是高粱成熟的季节，全区2.4万亩高粱红遍田间
地头。连日来，农户趁着晴好天气抓紧收割，到
处一派丰收的繁忙景象。

8月8日，在荣隆镇先峰村3社的高粱种植
基地，成片的高粱像红彤彤的地毯铺展开来，伴
随着“隆隆”的轰鸣声，3台大型收割机来回穿
梭。

“今年，在区农业农村委的帮助下，基地全程
采用机械化耕、种、防、收，预计亩产量达600余
斤，收成较往年提高了10%。”看着火红的高粱

从收割机仓门倾泻而下，源源不断地被送进拉粮
车，荣昌区周开德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
开德高兴地说，全程机械化作业省时省力，1000
余亩高粱一周就能完成作业，每亩成本比人工节
约200元左右。

据了解，近年来，我区通过高标准农田改造、
土地宜机化整治等项目，进一步改善耕地农机作
业条件，促进高粱等粮油作物种植生产逐步走向
机械化、标准化、规模化，实现节本增效。自开

“镰”以来，全区2.4万亩高粱收割已过半，预计
今年总产量达0.66万吨，产值逾4600万元。

全区2.4万亩高粱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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