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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各地 04
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广告

近日，2023年“智兴天府专家行”
厅县合作助力乡村振兴川渝专家走进
巴中通江活动举行。来自四川省和重
庆市两地 19名专家围绕山地肉牛集
群养殖、青峪猪产业发展、通江银耳发
展、脱毒马铃薯研究、文旅产品开发及
线路策划、地灾防治、特色农业攻关、
胸痛中心暨脊柱专科建设等 8 个项
目，分组开展调研活动。4天时间，专
家们到田间地头、种养殖大户、科研单
位，采取多种方式开展工作对接和智
力服务，为地方特色产业发展建言献
策，助力乡村振兴。

“把脉”银耳产业

通江银耳，是四川通江的传统优
势产业，是通江特色产业的一张名片，
更是通江老百姓增收致富的重要渠
道。

四川省农科院和重庆市农科院的
两位食用菌专家从通江银耳的菌种选
育、病虫害防治、种植、产品开发、银耳
文化开发利用等每一个环节开展调
研，并就关心的问题与通江县银耳科
研所技术人员和种植大户、企业详细

交流。
重庆市农科院食用菌专家韦静宜

建议，尝试银耳原生质体单核化、单孢
杂交、多孢杂交或诱变育种，培育高品
质更高、抗逆性更好的菌株；采取“一室
（缓冲室）一网（防虫网）一灯（诱虫灯）
一板（粘虫板）”的综合物理防治措施，
使用苏云金芽孢杆菌等生物农药进行
虫害治理，做好耳堂周围环境的清洁消
毒工作，实现虫害的无害化防治；引入
先进管理技术，加强耳堂微环境的人工
调控，减少木霉、链孢霉和黏菌等病害
的发生，实现病害的生态调控。

通江县银科所技术人员说：“专家
的指导，为我们今后的科研提供了新
的思路和攻关方向，今后我们要加强
与专家的沟通交流，为通江银耳产业
发展壮大提供智力支持。”

“问诊”茶产业发展

兴隆镇和铁佛镇茶叶产业园内，
绿油油的茶叶散发出迷人的清香。截
至目前，通江县种植茶叶 10.8万亩，
已投产 7.2万亩，年产鲜叶 7200吨，
茶叶产业年产值规模 2.1亿元，茶农

人均收入 6000元。
茶叶专家组来到茶叶基地和加工

厂，了解通江县茶叶产业发展现状，并
对机采茶园培育、优质茶机采以及培
育高产生态示范茶园等方面把脉问
诊，对症支招。

专家组建议，要按照当地茶产业
发展规划，通过奖补幼龄茶园管护、培
育优质机采茶园、改造低产茶园等促
进县内成片成带，镇内成线成园，让一
片叶子富一方百姓；从加工方式上转
变传统思路，加大口粮茶、大宗茶生
产；积极发展茶叶电子商务，推动线上
线下多元融合。

助力地灾防治

通江是地质灾害易发高发地带，
极易引发泥石流、崩塌、滑坡等地质灾
害。

中科院山地灾害与地表过程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杨宗佶冒着仲夏伏暑高
温，先后对通江县森林公园、铁溪镇、
长坪镇和空山镇 7个重点地质灾害点
和隐患点进行了现场考察，并就地质
灾害监测预警和防治的相关问题与主

管部门技术人员开展现场踏勘和交
流，调查线路基本覆盖了通江县全域
中低山区和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虽然形势很严峻，但地方政府在

地灾防治上做了很多很有成效的工
作，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杨宗佶建议，“要特别关注雨季暴
雨和人为工程活动诱发地质灾害，尽
量避免在雨季大挖大建”“在森林高覆
盖山区重点区域采用机载 LiDAR 激
光雷达滑坡精细化调查和识别研究，
并积极开展专业地质灾害监测预警阈
值和指标体系相关研究”。
“授人以渔，可享一生”。山地肉牛

集群养殖、青峪猪产业发展、脱毒马铃
薯研究、文旅产品开发及线路策划、胸
痛中心暨脊柱专科建设项目组的专家
们，在各自擅长领域开展深度调研和业
务指导，并提出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四天时间虽短，但各项目单位与
专家们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通江
县也将持续对接专家，用好专家的智
慧，借助专家的影响力，借力专家团队
的资源，促进自身发展，推动乡村振
兴，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通江新篇章注入智慧力量。

近期，重庆市潼南区出现持续强
降雨天气，雨情、汛情、灾情来势凶猛，
全区及时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各部门、
镇街、单位积极行动起来，深入汛情一
线，科学有序地开展防汛隐患排查、宣
传引导、灾情统计等各项工作，在这场
没有硝烟的战役中，奋力谱写雄壮的
抗汛战歌。

面对一场接一场的强降雨，重庆
市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潼南区农投集团）党委
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
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凝聚起同舟
共济、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把党的政
治优势、组织优势、密切联系群众优势
转化为防汛救灾的铜墙铁壁，让党旗
高高飘扬在防汛救灾第一线，切实用
实际行动彰显国有企业担当，擦亮“农
投先锋”党建品牌。

闻汛而动，吹响“集结号”

一个基层党组织就是一座坚强的
战斗堡垒，越是在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受到威胁的关键时刻，越是要发
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潼南区农投集团党委高度重视汛
情，第一时间行动，把防汛救灾作为当
前最紧迫的工作来做，以求真务实作
风把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迅速启动防
汛抢险应急预案，明确分工，压实责

任，要求全体职工上下齐心、分秒必
争，尽量减少灾情对百姓造成的经济
损失。
他们积极组织多方力量，全力开

展巡查排险、强排积水、抢险救灾等工
作，切实把保护群众生命安全和财产
安全放在首位，筑牢防汛救灾安全防
线。同时，全力抓好防汛宣传、人员调
度、值班巡查、物资储备等工作，切实
筑牢防汛救灾后方阵地。

在潼南区农投集团党委的调度
下，该集团“红岩先锋 马铁掌”志愿
服务队全员 82人出动，全力参与到抗
汛救援中，第一时间下沉一线开展工
作，对房屋、低洼地带、建筑工地、道路
掏空路段、溪流等开展“拉网式”巡查。

多方配合，筑牢“安全堤”

一场接一场的强降雨，造成河水
倒灌，潼南果蔬书院被淹变成“泽国”，
受灾非常严重。汛情就是命令，险情就
是战场，潼南区农投集团党委第一时
间带领“红岩先锋 马铁掌”志愿服务
队到达现场，帮助转移物资……他们
涉水而行，争分夺秒，尽自己最大努力
把灾害损失降到最低。

在潼南区 2023年农科城高效设
施农业产业示范园项目，潼南区农投
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泽江现场指
导人员撤离，查看项目受损情况，并要

求大家要再提高认识，紧盯重点领域
和关键环节，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
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全面抓实抓好抗
汛救灾工作。

7月 28日凌晨，胡泽江带队到郭
坡村、罐坝村生产基地，查看受灾情
况，现场指导抗汛，志愿者携带抽水机
等设备，到泷泮生物育苗基地抽水，并
协助柏梓镇郭坡村开展抗汛救援，及
时组织人员到达上报点，开展管道疏

通、积水抽排、人员疏散等工作，整个
过程有序、快速、高效，全力做好服务
保障相关工作……志愿者们成为乘风
破浪的最美逆行者，以一幕幕防汛救
灾的细节，一幅幅温暖的画面，一个个
风雨无阻的身影，携手筑牢坚不可摧
的防汛“安全堤”。

防汛救灾是一场大战，也是一次
大考。面对防汛救灾严峻挑战，潼南区
农投集团党委闻汛而动，坚持人民至
上，立足于“防大汛、抗大涝、抢大险”，
带领全体党员干部奋战在防汛救灾第
一线，冲锋在隐患排查、应急处突的最
前沿，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紧紧地护在身后，切实筑牢防汛救灾
的“红色城墙”。
“当前，强降雨还在持续，汛情

依然严竣，对我们的挑战和考验远
未结束。”胡泽江表示，农投集团全
体党员干部将以坚定的信心、顽强
的斗志和意志挺起“主心骨”，让党
旗在一线高高飘扬，齐心协力推进
抗汛救灾工作，奋力凝聚起不屈不
挠的精神力量，让“农投先锋”党建
品牌更加闪亮。
通讯员杨银萍谭丽特约记者何军林

川渝专家走进通江“智”助乡村振兴

近日，贵州省贵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批准发布《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
务标志设置规范》《城市轨道交通运
营安全标志设置规范》两项贵阳市地
方标准。两项地方标准均由贵阳市
交通委员会提出并归口，贵阳市城市
轨道交通运营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
参与起草，实施时间为 2023年 10月
1日。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务标志设

置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客运服
务标志设置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
求、设置要求等，适用于城市轨道交
通车站内及列车内的公共区域。注
重强化乘客导向，并对线路标志色、
站外导向标志等作了一定规范，要求
各导向标志之间的信息内容应具有
连续性，导向标志与位置标志应形成
“导向原位置”系统；宜在城市轨道交
通车站周边 500 米范围内的公交车
站、商业设施、交叉路口等人流密集
的地点连续设置站外导向标志。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标志设

置规范》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
全标志设置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
求、设置要求等，适用于城市轨道交
通列车、车站和场段等有必要提醒人
们注意安全的场所。注重安全标志
的安全高效、清晰醒目、简洁易懂，对
安全标志型号和尺寸、颜色和几何图
形用途、衬边、选型等作了具体细致
规定。

客运服务标志和运营安全标志
是城市轨道交通建设的重要部分，对
城市轨道交通服务质量、流程效率、
乘客体验具有重要影响。贵阳地铁
部分线路采取采用 PPP模式建设，
意味着可能存在多家地铁建设、运营
公司。两项城市轨道交通地方标准
的发布实施有利于城市轨道交通客
运服务标志和运营安全标志的统一，
对相关标志的设置、安装和维护提供
了参考，便于行业主管部门监督管
理，促进提升城市轨道交通整体的运
营服务和安全管理水平，全面提升乘
客出行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助力贵阳贵安城市交通健康发展。

杨静刘彦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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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面汛情见担当 防抗一线党旗飘
重庆市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奋力谱写抗汛战歌

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吴勇帮助企业转移橡树苗子 志愿者帮助企业转移物资

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泽江带头参与抗汛救援

□侯佳奇杜文龙本报记者蒋永飞

眼下正是高粱丰收的季节。7月 30日，重庆
市永川区青峰镇凌阁堂村糯高粱基地，一片片鲜
红诱人、颗粒饱满的高粱穗傲立枝头，染红了田
野。机耕手驾驶收割机在 1000亩糯高粱地里来
回穿梭、转弯掉头、仓满卸粮，田间地头一派热闹
的丰收景象。今年，该镇高粱从播种到收割得益
于高标准农田宜机化改造，全部实现了机械化作
业。

据了解，永川区共种植高粱 3万余亩，将实
现产量 1万余吨、产值 7000余万元，并且全部实
现机械化作业。 特约记者陈仕川摄

高粱开镰收割

近日，重庆市潼南区琼江流域遭遇了百年一遇的特大洪
灾。

在洪灾过程中，房屋被淹、鱼塘被毁、农田绝收、产业受
损。洪灾过后，塘坝大地满目疮痍、一片狼藉，遍地积满了厚
厚的淤泥，到处垃圾成堆。重庆市潼南区及塘坝的灾情，让潼
南区人大代表王树、杜方等深深牵挂。

为了帮助家乡受灾群众重建家园，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以会长王树为首的广东潼南商会理事会商议决定，向家乡潼
南捐赠 6万元救灾资金，分别向塘坝、柏梓、崇龛、太安、新
胜、小渡等六个受灾严重的镇各捐 10000元。同时郑重向广
东潼南商会成员发起倡议：坚持人民至上，风雨同舟，为家乡
捐款捐物奉献爱心，帮助家乡人民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倡议一发出，王树带头向家乡塘坝捐款 20000元，为帮
助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贡献力量，为坚守在灾后重建岗位
上的干部群众送上清凉和爱心，让家乡群众感受到在外工作
人士的支持与鼓励。

得知塘坝受灾的消息，潼南区人大代表、重庆莱蔻建材
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方第一时间为塘坝送来矿泉水、食品等物
资，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选我当代表，我当代表为人民”的
诺言。

洪水无情，人间有爱。在灾情面前，人大代表积极发挥代
表作用，用爱心善举彰显人大代表的为民情怀，以实际行动助
力受灾群众恢复生产生活、重建美好家园的信心和决心，谱写
了人大代表与党员干部群众一起并肩作战参与灾后重建的动
人篇章。 通讯员 陈娇 陈雪梅特约记者 何军林

人大代表显担当
捐款捐物助力灾后重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