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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荣川）
“杨院长年龄大了，主动提出选任新的小
院院长，大家同意吗？”近日，峰高街道阳
岩村紫荆小院开展院坝会，准备选举新一
任小院院长，院坝会开始，村干部段绪阳

就向村民讲明选任的缘由。
了解情况后，大家表示同意。对于推

选新一任院长，立马有人举手回应，“我觉
得邹明贵不错，做事热心，还多才多艺。”
话音刚落，村民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就

是她，能干，我赞同。”
随后，经过大家现场讨论评议，确定

邹明贵担任新一任院长。
“谢谢大家的信任，我一定尽心尽力

把工作做好，不辜负大家的期望。”邹明贵

站了起来，郑重说道。在未来的日子里，
她将与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推进紫荆小院
的各项事务，让紫荆小院变得更加美好、
和谐。

“让村民自己选小院院长，可以调
动村民参与的积极性，避免出现‘政府
干、群众看’的现象。”峰高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小院+”，实现共建
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让乡村变
得更美好，村民幸福感满意度成色更
足。

紫荆小院有了新院长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慧
通讯员 明 月）2月1日，荣昌区首个红
十字数字小院授牌仪式在龙集镇抱房村
吕家河坝智治小屋举行。

当天，红十字数字小院开展了线上线

下的应急救护知识培训，为现场30余名
村民讲解心肺复苏术和海姆立克急救法
等技术要点和操作手法，并通过网络视频
的方式线上邀请外出的7名村民同步参
与学习。

据悉，龙集镇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在
抱房村吕家河坝打造数字化“智治小
院”，红十字数字小院便应运而生。通过
该小院的数字化设施设备，可以组织线
上线下群众参与覆盖度更广的志愿服务

活动，更加便捷地传递、整合信息，提供
更加及时的救援服务和人道援助，推动
红十字会阵地建设、红十字会服务在基
层有效覆盖。

该镇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将利
用好红十字数字小院的资源优势，加强
红十字会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强化对红
十字志愿者队伍的培训和管理，在参与
基层治理、促进乡风文明、社会和谐等方
面发挥更加积极作用，打造群众身边的
红十字会。

荣昌首个红十字数字小院落户龙集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佳
通讯员 李雨菁）“沿河街社区有人正在
燃放烟花爆竹，请立即前往制止。”“收到，
马上到！”近日，双河街道社区网格员开展
日常巡查时，收到“和对讲”调度管理平台

消息，不到十分钟就到达现场，成功劝阻
群众。

问题处理的高效率，离不开“和对讲”
数据通讯业务的创新应用。双河街道平
安建设办公室主任唐雨璐表示，“网格是

最基层的治理单元，通过配备‘和对讲’，
可以最快地进行人员调度、指令下达、任
务分配、情况上报等工作。”

所谓“和对讲”，是一个集对讲、电
话、执法仪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类产品，

相对于传统对讲机，“和对讲”没有距离
限制，能够实时视频回传到后台，实现群
组内一对一、一对多的集群通信及后台
调度管理等，实现基层治理智能化、精细
化和人性化。双河街道于去年12月投
用该设备，目前已实现所有村社区全覆
盖。

接下来，该街道将不断推进“141”基
层智治体系建设，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帮
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打通服务群众最后
一公里。

投用科技“新”设备 助力基层“优”治理

培育玉米新品培育玉米新品 打造种业打造种业““硅谷硅谷””
——荣隆镇2023年亮点工作回顾

2023年，荣隆镇着力包装整合项目资金，引
导支持辖区玉米制种龙头企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产业链条不断延伸，促进产业经济发展壮大，拓宽
百姓增收渠道，助力乡村振兴走深走实。

这段时间，在位于荣隆镇沙坝子村的重庆十九行农业
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基地，600多亩花菜进入采收期，五十余名

工人忙着采摘、搬运、装车。
“每天出货量为1到2万斤，预计总产量500吨，总收入可达

70万元左右。”该企业负责人介绍，基地上半年主要从事玉米制种
作业，7月中旬制种玉米采收后，相关地块处于空档期，为提升土地
产出效益，企业将这些地块进行翻耕后，采取订单种植形式栽种一季
花菜。

“2月中旬花菜收完后，正好进入春播时节，我们就接着做我们的
主业——玉米制种。”该负责人表示。

通过采用“蔬菜、玉米”轮作模式，不仅能增加基地土地产出，还可
为周边300余名农民提供就近务工的机会，人均年增收8千元以上。

“在这里打工离家近，月收入有1千元左右，一年可以干8、9个
月，挺好。”荣隆镇新民社区居民涂云联说。

重庆十九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是荣隆镇2022年3月引进
的重点农业企业，主要从事玉米新品种选育、新技术选育

研究及推广等业务。经过近两年时间的发展，该企
业已建成2000亩新品种制种区、200亩新

品种展示示范区、200亩

新品种选育区、100亩鲜食玉米种植区等，玉米“育繁推一体化”核心区
基本成型，并成功创建全市首批玉米制种基地、品种测试与特性鉴定
基地、新品种选育展示基地。

“为了帮助企业做大做强，当地政府还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支
持我们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为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公司负责人表
示。

为做好企业“扩规”后勤保障，荣隆镇锚定万亩玉米制种及试验示
范基地建设目标，整合项目资金2000余万元，实施了6300亩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7200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项目；还筹资1000多万
元，帮助企业加紧建设生物育种实验室、温室选育大棚、玉米制品加工
厂等配套附属设施，打造集玉米种子果穗烘干、精选加工、仓储研发、
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于一体的加工创新平台。

“生物育种实验室将在2024年3月左右建成投用，届时，玉米品种
选育的精准度和育种效率都将得到大幅提升，对企业后续发展将起到
很大的帮助。”该负责人对此满怀信心。

除了支持十九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做大做强外，2023年，荣隆镇
还紧扣玉米制种产业链开展招商引资工作，引进了黍农合作社等10
家新型经营主体，持续推进“公司+合作社+农户”管理模式与“政府搭
台、企业主导”经营方式的有机融合，实现玉米产业强链、补链、延链。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制种产业科研体系建设，打造绿色种养循环
示范点，最终形成多个规模新型经营主体，力争把荣隆镇建成西南片
区玉米种业硅谷。”荣隆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融媒体中心记者 曹让均

一只“小兔子”“蹦”出8000万
——观胜镇2023年亮点工作回顾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2023年，观胜镇聚焦乡村产业振兴，全
面推进肉兔产业链建设，肉兔养殖发展步入“快车道”。

2月1日，走进观胜镇西南种兔繁育中心，标准化养殖厂房错落
有致，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工作人员正拿着饲料桶喂食，一只
只毛茸茸、肥嘟嘟的白兔欢快地吃着美食大餐。在兔舍的另一
边，几名员工正在为一批小兔子编号标记。

西南种兔繁育中心场长李善周表示，这批小兔子早早
就被四川泸州的客户订购了，目前已达到出栏标准，共

有1000多只，销售额能达到5万元左右。
据李善周介绍，观胜镇西南种兔繁育中心于

去年5月投产，有13栋自动化种兔兔舍，自动
通风、自动清粪等全智能化环境控制及无害

化处理、消毒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让养
殖生产实现了机械化、自动化、信息

化。
依托高效率、精细化管理，

目前该繁育中心可存栏祖代
种兔5000只，年出栏父

母代种兔 10 万只以
上。自投产以来，

共销售父母
代种兔 2

万余只，销售金额300万元左右，主要销往四川、重庆、贵州、云南等
地。

除了在肉兔养殖端提质增效，观胜镇还不断拓展肉兔产业链条，建
设肉兔加工厂，激活肉兔产业“动力源”。

去年，观胜镇与小柏丫兔加工厂签约，建成了兔三香肉兔加工厂，目
前加工厂的主体建筑已经建设、装修完毕，正等生产设备入厂，预计今年
6月投产。

“加工厂的‘加入’，为观胜镇兔产业家族又增一实力干将。”该镇负
责人表示，如今观胜镇围绕三产融合发展，以生态养殖为主导，全面推进
肉兔产业链建设，基本构建成“良种培育—自动化养殖—兔肉加工—餐
饮美食—休闲体验”的全产业链发展新架构。

数据显示，2023年，观胜镇已培育投产肉兔规模养殖场15个，肉兔
年出栏量突破135万只，祖代种兔保有量增加至8000只，新增曾祖代种
兔1500只，年产值近8000万元，西南地区镇级肉兔出栏量第一。

观胜镇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该镇将继续立足产业基础和资源优势，
采取链条式招商模式，引进兔生物科技企业，增加产业附加值；实施500
万只肉兔全产业链三年实施计划，大力发展家庭兔业，发展规模家庭养
殖种兔场4个，提档升级改造老旧兔场3个，带动300户农户参与养殖，
帮助更多群众获益。同时，他们还将持续擦亮特色产业“荣昌观胜兔”品
牌，努力建成西南地区肉兔产业第一镇，推动肉兔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
乡村产业振兴。

融媒体中心记者 吕 华 练玉凤

收割花菜收割花菜

技术工人调试生产设备技术工人调试生产设备

工人为兔子喂食工人为兔子喂食

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一排排兔笼整齐排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