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
员 田时火）连日来，广顺街道陈家河社区开展

“冬日暖心”活动，为社区居民安装100余张休
闲长椅，方便群众的同时，也为社区面貌提升增
添了一抹色彩。

“新安装的椅子好看又稳固，走累了就可以坐

下来歇脚，和邻里街坊拉拉家常，真是方便又舒
适。”安装好的休闲长椅得到社区居民一致称赞。

说起休闲长椅安装的初衷，该社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一方面，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在日
常巡查时发现，不少老人外出后习惯歇歇脚、唠
唠家常，而辖区内原本的便民座椅数量已不能

满足大家的需求。另一方面，原有的便民座椅
存在不同程度的油漆脱落、零部件破损或断裂
的情况，不仅影响社区环境，还存在一定的安全
隐患。为此，陈家河社区将修缮和新增休闲座
椅列入“我为群众办实事”清单，让休闲“小座
椅”服务“大民生”。

广顺陈家河社区

100余张休闲长椅“上岗”服务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讯
员 廖怡云）连日来，在仁义镇瑶山社区仁亦仁
果园，一个个金黄的柑橘挂满枝头，阵阵果香扑
鼻而来。果农们正忙着将柑橘打包封装送上
车，准备送往永立百货超市。

“多亏政府牵线搭桥，家里滞销的柑橘才

卖得出去，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果园负责人
介绍，果园去年种植柑橘200亩，产量约6万
斤。近期受销售渠道、市场需求等因素影响，
导致果园柑橘滞销。

眼看果农们一年的辛勤劳动就要付之东
流，仁义镇党员干部主动当起“联络员”的角色，

立即联系永立百货超市，帮助果农解决销售难
题，让“滞销”变“直销”。

截至目前，永立百货超市已陆续采购仁亦
仁果园柑橘超12000斤，并与该果园达成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在挂果期间，永立百货超市
将持续帮助果园销售柑橘。

仁义镇

政府搭桥让柑橘“滞销”变“直销”

“自从农贸市场改造后，环境干净、整洁，
摊主规范、实在，给大家带来了更为舒适安心
的体验。”近日，在直升镇综合农贸市场买菜的
张大爷为市场变化由衷点赞。

张大爷口中的变化源于去年4月，直升镇
启动综合农贸市场提档升级工程。6个月后，
农贸市场换上“新衣”，也让辖区群众在细微之
处感受到了民生的温度。

如今，走进农贸市场，入口处划分整齐，过道
宽敞干净，蔬菜、肉类分类摆放。临近春节，前来
采购的市民不断增多，浓浓的烟火气扑面而来。

改造前，这里却是另一副“容貌”。因年久
失修、功能不齐全，该农贸市场存在设备设施
老化、环境脏乱差、占道经营等问题，群众时有
不满，大家都盼着能有新变化。

民有所呼，政有所应。如何打造群众满意
的“菜篮子”？直升镇将破题的点睛之笔落在
场镇品质提升工程上，以加快农贸市场提档升
级为主线，从管理和改造提升两方面着手，不
断完善城乡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机制，提升农贸
市场的民生性和老百姓的满意度。

改什么？怎么改？改后如何巩固成果？

“改造涉及固定摊位、墙面、地面翻修，线
路、照明、消防设施更换等，大大小小几十项。”
该镇相关负责人介绍，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
改造项目得分轻重缓急，首先满足摊主和市民
最迫切的需求。“否则钱花了，劲儿使了，大家
还不一定买账。”

面对改造难题，直升镇这样做：赶集日在
农贸市场收集群众和摊主意见建议，优先解决
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请专业设计师，结合群
众意见建议，增添、翻新设施，推动农贸市场

“硬件”升级和“软件”提升。从摊位面积、功能

区划分到租金价格等，所有改造内容，都请群
众参与决策，最终确定方案。

去年4月，该农贸市场改造正式启动。新
建摊位、重排水电、规划分区……历时半年，终
于投入使用。

改造后的农贸市场占地1500余平方米，
设摊位50余个，可服务周边群众10000余人，
还划分了猪肉区、水产区、熟食区、蔬菜区等，
每个摊位都有独立的店招和通风设施，既美观
实用又安全卫生，得到群众的广泛好评。

农贸市场不但要改好，更要管好。为做好

农贸市场改造“后半篇文章”，直升镇结合辖区
实际，积极探索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机制，以基
层网格治理为抓手，成立了农贸市场监管志愿
队，引导摊主自治，让农贸市场改造不光改出

“面子”，更要改出“里子”。
接下来，直升镇将继续聚焦农贸市场升级

改造及长效管理，加强市场日常监管力度及周
边环境综合治理，争创市级重点农贸市场，进
一步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 雪

农贸市场“大变样”“菜篮子”拎出幸福感
——2023年直升镇亮点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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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铜鼓镇刘骥村椒麻药膳鸡地科技
小院，20余名工人正在砌花坛、安装玻璃、刷
白、打扫卫生，做着最后的扫尾工作。

“目前，科技小院内的中药、花椒、农副产
品加工坊已建设完成。”重庆徐风伴夏农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徐维丰介绍，接下来将进行设备
安装，整个工程预计下月全面完工投用。

椒麻药膳鸡地由铜鼓镇主导，重庆市聚铜贾
商贸有限公司和重庆徐风伴夏农业有限公司联
合打造，建设内容主要涵盖科技小院和种养循环

园两部分。其中，科技小院总建筑面积1000余
平方米，小院内建有花椒加工坊、中药加工坊、农
副产品（花椒系列）展厅、农业数字化教室、生态
餐厅及体验食堂等，旨在打造集生态观光、教育
科普、餐饮养生、研学基地、花椒+产业链等为一
体的科技小院。种养循环园已完成建设，目前种
植花椒426亩，其中80亩采取林下种植中草药、
畜养鸡鸭鹅为主的生态养殖方式。

椒麻药膳鸡地全面建成后，该镇将组织学
生到种养循环园参加摘花椒、找鸡蛋、抓土鸡

等趣味活动，到科技小院参与手工制作花椒香
包、农副产品加工制作等活动，让学生们在实
践中学习科技文化知识，极大地丰富当地旅游
业态和研学内容。

椒麻药膳鸡地只是铜鼓镇着力打造铜鼓
山研学小镇，大力发展“红农旅”产业的一个小
切面。

去年以来，铜鼓镇着力打造铜鼓山研学小
镇，依托铜鼓山英烈园和千年天全寨得天独厚
的底蕴，通过引进专业团队，整合村级集体经

济，组建了重庆铜鼓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并通
过“景区+镇村+公司+农户”的运营模式，整合
农户资源，打造涵盖党员培训、红色教育、研学
交流、文化旅游于一体的红色研学游线路。

目前，铜鼓山研学小镇已初步形成“一山一
园一寨一街多点”的研学硬件体系，开发了红
色、乡村、科技等研学体系课程，建造了中草药
体验园、生活体验广场、染坊等户外活动场地，
开设了主题农耕等传统文化体验项目10余项，
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和研学团队慕名而来。

数据显示，去年以来，铜鼓山研学小镇已
接待游客150余批次、3万余人次，实现旅游收
入40余万元。

下一步，该镇将按照“1341”的发展思路，
以党建统领为中心，依托红色文化自然优势资
源，引进企业以“业主+集体经济+农户”的发
展模式，实现传统农业与红色旅游融合发展，
打造红色研学、铜鼓蛋鸡、铜骥花椒、生态粮油
四张名片，建设“红农旅”融合发展精品镇。
融媒体中心记者 杨丽丹 通讯员 李 杨

“红农旅”融合发展 铺就乡村振兴路
——2023年铜鼓镇亮点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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