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
佳）近日，区林业局、区农技站组织技
术人员前往古昌镇玉带村绿竹基地，
为当地农户送上“科技套餐”，助力提
高种植管理水平。

技术人员实地查看绿竹生长、甜笼
竹扦插等情况，围绕竹子的生长特性、
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套种技术的应
用等方面，与农户交流。

“通过技术人员指导，我们进一
步掌握了施肥、清林、采摘的技术要
点，今天种植管理就更加科学规范
了。”基地负责人廖明强欣喜地说。

该基地共种植绿竹和甜笼竹800
余亩，年产量达 800吨，是我区规模
最大的绿竹生产基地。有了技术支
撑，廖明强计划扩大培育规模，并尝
试套种技术，进一步拓宽增收渠道。

古昌镇

绿竹基地农户收到“科技套餐”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刘佳
佳 通讯员 刘 畅）近日，观胜镇联
合荣昌扬名职业学校，为许友村40余
名村民提供为期7天的免费厨艺培训，
增加村民就业技能，拓宽增收渠道。

本次培训主要面向脱贫户、留守妇
女、有意从事餐饮行业的村民等群体。
突出实用、实效，内容涵盖刀工技巧、食
材搭配、中式烹饪、重庆小面、中式面点
等菜品制作及食品安全知识等课程，并

采用“理论讲解+现场演示+学员实操”
的教学模式，让村民快速掌握基础烹饪
技能。培训结束后，考核合格的学员可
获得由区人力社保局颁发的职业技能
等级证书。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为辖区村民
提供创业指导、就业推荐等后续服务，
结合本地产业发展情况，探索建立“技
能培训+产业对接”长效机制，助力村
民就业增收。

观胜镇

40余名村民“家门口”免费学厨艺

镇街动态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郑光
慧 通讯员 杨浩鑫）龙集镇铸魂启
智研学基地数字大棚近日正式启动建
设。施工现场，工人们平整好场地，将
建设材料陆续搬运进场，紧锣密鼓地
推进项目建设。

铸魂启智研学基地位于龙集镇抱
房村，规划面积432亩，是一处集数字
农业研学、国防教育实训及航空无人
机操作演训等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研
学基地。2024年四季度初运营以来，

已接待学生游客5000余人，已初步形
成数字农业发展和国防教育研学“两
条腿走路”的发展模式。

此次基地计划打造34个数字大
棚，将采用先进的农业技术和设备，实
现高度智能化、精准化和高效化的农业
生产，并根据季节变化制定生产计划。

“该项目建成后，预计全年产值可
达120万元，为村集体带来不低于7万
元的分红收益，进一步推动全镇农文旅
融合发展。”该镇有关负责人说。

龙集镇

研学基地数字大棚启动建设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
美）近日，直升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全面启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当天，产业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
员进村入户为养殖户牲畜接种疫苗，
了解养殖户养殖管理情况，并结合春
季动物防疫工作重点，普及动物疫病
防治知识，确保防疫工作不留死角。

养殖户张永华说：“我家养了100

多只羊，每年工作人员都会免费来接
种疫苗，还会教我科学的饲养管理方
法，养殖致富路越走越宽。”

该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
将严格遵循“村不漏户、户不漏畜、
畜不漏针”的工作原则，对全镇5000
头猪、170头牛、2.6万只鸡鸭鹅等牲
畜开展拉网式集中免疫，筑牢辖区
畜牧业安全防线。

直升镇

打好春防“预防针” 守护畜牧“安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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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荣隆镇玉米制种基地
里，村民们正抢抓农时栽种西瓜
苗。

今年该基地计划种植西瓜200
亩，预计5月中旬大量上市。

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美 摄

西瓜种植忙
铺就“甜蜜”路

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部门的审批、验收职责

依照本条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必须依法履行以下
职责:

1.依法审批、验收。为防止和减
少生产安全事故、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和财产安全，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对
一些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应由负有
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依法进
行事前审查批准，包括批准、核准、许
可、注册、认证、颁发证明等;对一些高
危行业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要由
有关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检查验收。以
安全生产许可证为例，《安全生产许可
证条例》规定，国家对矿山企业、建筑
施工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生产企业实行安全生产许
可制度。企业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
的，不得从事生产活动。应急管理部
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

的部门在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
理上有明确的分工，应急管理部门负
责非煤矿山企业和危险化学品、烟花
爆竹生产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
和管理。矿山安全监察机构负责煤矿
企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
建设主管部门负责建筑施工企业安全
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省、自治
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民用爆炸物品行
业主管部门负责民用爆炸物品生产企
业安全生产许可证的颁发和管理。企
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应当具备下
列安全生产条件：（1）建立、健全安全
生产责任制，制定完备的安全生产规
章制度和操作规程；（2）安全投入符合
安全生产要求；（3）设置安全生产管理
机构，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4）主要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经考核合格；（5）特种作业人员经有关
业务主管部门考核合格，取得特种作
业操作资格证书；（6）从业人员经安全

生产教育和培训合格；（7）依法参加工
伤保险，为从业人员缴纳保险费；（8）
厂房、作业场所和安全设施、设备、工
艺符合有关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标准
和规程的要求；（9）有职业危害防治措
施，并为从业人员配备符合国家标准
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10）
依法进行安全评价；（11）有重大危险
源检测、评估、监控措施和应急预案；
（12）有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
应急救援组织或者应急救援人员，配
备必要的应急救援器材、设备；（13）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2.对依法应当经过审批、验收，而
未经审批、验收即从事有关活动的违
法行为，必须依法予以取缔、处理。负
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
单位或者个人的举报，或者由本部门
发现有未经依法审批或者验收合格即
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应当立即采取
措施，制止违法行为，责令其停止有关

生产经营活动，予以关闭，并按照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追究其行政责任。
对构成犯罪的，还应移交司法机关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3.发现已经审批的生产经营单位
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销
原批准。安全生产条件是生产经营单
位保证安全生产的必备条件，也是行
政审批部门审批的依据。生产经营单
位如果不重视安全生产，在生产过程
中不注意保持其安全生产条件，不进
行必要的安全生产投入，致使其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不再符合安全生产的条
件的，也就失去了保障安全生产的基
础。依照本条规定，负责审批的部门
发现已经依法取得批准的单位不再具
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销原批
准。被依法撤销的批准，自撤销之日
起失去效力，被撤销批准的单位不得
再从事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否则将
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释义
【第六十三条】安全生产事项的审批、验收

区应急管理局

区融媒体中心
联办

阳春三月，在仁义镇瑶山社区的
柑橘种植基地内，放眼望去，满山遍
野的柑橘树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勃
勃。与往日不同的是，此刻的果园人
头攒动，原来，一场别开生面的田间
课堂正在这里火热进行。

“嫁接就好比给果树做‘微创手
术’，关键要选好接穗与砧木的形成
层对齐点。”

“修剪不是简单的砍树，而是通
过调整树形，优化光照和通风条件。”

“要保留主枝、剪除交叉枝和病
弱枝，从而帮助果树形成更合理的

‘伞状结构’。
……
当天，由区欧美同学会与仁义镇

政府共同组织的柑橘科技与产业管
理专家团队走进果园，为当地果农送
上“科技大餐”。

市级劳动模范、荣昌区柑橘专家
大院首席专家秦兆华手持修枝剪，穿
梭于柑橘树间，一边操作一边向果农
讲解剪枝要点。

示范结束后，西南大学教授曾兵
接过“接力棒”，带领果农观察叶片上
的虫害痕迹，并针对当前高发的红蜘
蛛、潜叶蛾等病虫害，推荐适当的物
理防治方法。

“最好的防治是提前预防。”曾兵
建议，果农可建立病虫害监测台账，
通过合理密植、清园消毒等措施降低
果树发病风险。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病虫害标本
展示区”，帮助果农更直观地了解常
见病虫害的特征。

此外，结合仁义镇的土壤特点，
专家团队现场检测数据、分析施肥
要点，为果农制定“基肥+追肥”的精
准方案，并提醒大家注意施肥时间
和方式。

果农们围在专家身边，聚精会神
地聆听、记录，不时提出疑问，现场互
动氛围十分浓厚。

50余岁的赖炳珍今年发展柑橘
种植150亩。“以前嫁接全凭经验，成
活率不到六成，今天专家手把手教的
科学方法，真是太实用了，这场‘田间
课堂’来得真值。”

“专家讲的都是干货。从嫁接要
领到施肥配比，连病虫害防治都教得
明明白白。”种了10年柑橘的刘利拿
着笔记本认真记录，本子上密密麻麻
写满了知识点。

他仔细算了一笔账：“按专家指

导的方法，预计每亩能增产15%，优
果率提高 20%，一年能多赚 2万多
元！”

这场别开生面的“田间课堂”，不
仅为果农送来了实用技术，更为该镇
水果产业振兴注入了新动能。

近年来，仁义镇立足资源优势，
大力培育水果产业，积极培育农业
企业、种植大户等新型经营主体，推
动柑橘、脆桃、梨子、无花果等特色
水果规模化种植。目前，全镇优质
果林面积突破 5000 亩，年产量达
400万斤，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重要
产业。

“产业振兴不仅要种得好，更要
卖得好。”仁义镇相关负责人介绍，
为提升水果产业效益，该镇建立了

“专家+果农”的常态化技术指导机
制，定期组织农技专家开展“田间课
堂”。同时，积极推进“仁义柑橘”地
理标志品牌建设，进一步提升产品
附加值。在销售端，着力拓展电商
销售渠道，让优质水果走出荣昌、走
向全国。

下一步，该镇将持续关注果农需
求，成立“仁义水果”产业联盟，统筹
水果资源调度，做好仁义水果宣传工
作，不断打响“仁义水果”品牌，真正
实现“种得好、卖得好、收益好”的良
性循环，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动力。

融媒体中心记者 何文杰 通
讯员 廖怡云

柑橘园里来了一群“土专家”

专家团队现场指导

本报讯（融媒体中心记者 张泽
美）近日，远觉镇蔡家坪村的田间地
头一派繁忙景象，区农业农村委农技
人员正通过“理论+实操”的方式开
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培训，以提

升农业产值，促进农民增收。
“在3行大豆加2行玉米的‘3＋

2’种植模式下，每亩玉米株数不变的
同时，还能套种一季大豆，管理得好
一亩可以增加收入500余元。”培训

现场，农技人员围绕大豆玉米带状复
合“3＋2”种植技术，以及补贴政策、
品种挑选、播种密度、株距把控、施肥
要点、病虫害防治等知识进行讲解。

实操环节，农技人员手把手示范

开沟、施肥、播种等关键技术。村民们
围成一圈，不时提出问题，农技人员一
一解答，田间课堂气氛热烈。

村民李大恩计划发展大豆玉米
带状复合种植10亩，他说：“现在不
仅有政策补贴，还有农技人员科学指
导，今年种植信心更足了。”

接下来，该委将持续组织农技
人员走进田间地头，为广大农户提
供种、管、收全程技术服务，助力农
业生产。

技术培训到地头 “一田双收”有妙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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