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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好“双城记”共建“经济圈”

广告

□本报记者沈仁平文 /图

近日，第六届世界川菜大会新
闻发布会举行。发布会上宣布，本
届世界川菜大会将于 11 月 16 日
至 17日在四川省广安市举办。大
会秉持全面唱响“让世界爱上川
菜”主旋律，以“川渝韵味·香约广

安”为城市主题，围绕川渝融合发
展，展示浓厚的川菜文化底蕴，搭
建全球餐饮产业交流互鉴平台，推
动区域特色餐饮集群互动发展，进
一步提升川菜产业国际影响力和
竞争力。

据了解，世界川菜大会从
2018年开始举办，是川菜产业发
展的风向标。大会引领川菜产业向
着“中华川菜、世界共享”的方向发
展，加深了全球各地对川菜文化的
了解和认识，进一步推广了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有效地促进了川菜
“走出去”。

本届世界川菜大会举办地广
安有着浓郁的巴蜀美食基因，麻哥
面、岳池米粉、龙安柚等特色美食
令人记忆深刻。今年 9月，世界中
餐业联合会邀请全国名厨大师，指
导广安烧椒盐皮蛋、翻沙老胡豆、
牌坊卤鹅、前锋手撕鸡等 35道特
色菜品提质升级。在本次新闻发布
会上，广安市也专门发布了 35道
菜品并举行了品鉴会，这些菜品将
作为第六届世界川菜大会的主要
菜品。

据主办方介绍，本届世界川菜
大会内容十分丰富、活动精彩纷
呈，将安排 20项活动，并发布《川
菜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报告
（2023）》。届时，全球川菜名厨大

师、专家学者和龙头企业代表将齐
聚广安共同探讨川菜产业的发展
趋势和创新路径，共话川菜发展，
探寻川菜文化，领略川菜魅力，为
川菜产业人才培养，推动川菜文化
的传承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此外，本届世界川菜大会更加
注重群众的参与性，设置了系列群
众互动环节。活动期间，广大市民朋
友可现场观看夜间文艺表演，观摩
“两场厨艺比赛”，欣赏来自全球川
菜大师的对决，还可畅游川渝品牌
火锅消费节、川渝名优食品购物节
现场，乐享乐购这场美食盛宴，在舌
尖上感受川渝韵味。

值得一提的是，广安市已纳入
《重庆都市圈发展规划》，成为目前
全国唯一全域纳入跨省域都市圈
的地级市。因此，第六届世界川菜
大会首次邀请重庆市相关部门作
为指导单位，届时德庄火锅、大队
长火锅、沈家洪城老火锅等川渝正
宗火锅及数十家“老字号”商家将
汇聚广安，进一步促进川渝餐饮产
业互融发展。

本报讯（记者 赵蝶）记者从四
川省卫生健康委获悉，近日，川渝
两地 2023 年高原卫生应急联合
演练在四川省甘孜州泸定县举
行。本次演练以“健康使命，救援
有我”为主题，由四川省卫生健康
委、重庆市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

6 支精英队伍共计 190 余名队员
参加演练。
按照演练安排，队员们前往

四川长征干部学院甘孜泸定桥分
院参加开训仪式暨“长征精神”红
色主题教育培训，全体队员齐唱
国歌、聆听专题党课、重温入党誓

词，感受红色精神的力量。在仪式
上，主持人特别强调了卫生应急
演练的重要性，并宣布演练正式
开始。

期间，参演队伍在甘孜州康定
市开展了多科目实战演练、赴基层
义诊巡诊、卫生应急知识进校园等

活动，展现了卫生应急队伍的风采
和实力。

通过这次演练，川渝两地各参
演队伍得到了充分的锻炼和考验，
不仅提高了队伍的应急救援能力，
还弘扬了红色精神，展现了卫生应
急队伍的使命感和担当精神。

助力传统农业增收
提高广大群众利益

“吃饱穿暖、有房住、有钱花”是普通群众的
基本诉求。梁平区柏家镇严格按照“产业兴旺、
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
求，以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以增加农民收入
为核心，突出抓好守牢粮食安全底线、守牢不发
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建设宜居乡村、乡村治理等
五大重点任务，全面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该
镇坚持高位推进，着力加强顶层设计，高起点、
高标准推进各项工作。高质量编制了《柏家镇
“十四五”发展规划》和《柏家镇乡村振兴发展规
划》。制定印发了《柏家镇党建引领乡村振兴工
作实施方案》和《柏家镇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
实施方案》，以“1234”工作法统揽全镇乡村振兴
工作。建立镇党委书记、镇长为双组长的乡村振
兴指挥部，沿用脱贫攻坚组织架构和调度机制，
构建镇、村、组三级网格化工作责任体系。

柏家镇坚决扛牢粮食安全政治责任，全力
抓好粮食生产安全。坚决落实“八不准”规定，打
击违规占用耕地或改变耕地用途行为，遏制耕
地“非农化”、严格管控“非粮化”，严守粮食安全
底线。该镇高标准、高质量完成粮食生产目标任
务，常年保持水稻、玉米、小麦播种面积稳定、产
量逐年攀升。按照“田成方、渠相通、路相连、旱
能灌、涝能排、渍能降”的标准，大量投入资金，
建成高标准农田，越来越多的“望天田”变成“吨
粮田”。

发挥特色产业优势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特色产业持续高效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支撑，也是群众鼓足腰包的法宝。柏家镇充
分发挥特色产业优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致贫底线。严格落实“四个不摘”要求，坚持每月定期排查机制，重
点关注有返贫致贫风险和突发严重困难户，切实做到动态发现问
题和动态清零问题。通过奖扶政策，激发脱贫户发展动力。通过点
对点“订单式”就业一批、帮扶基地“开发式”就业一批、技能培训
“自助式”就业一批、保洁安置“公益式”就业一批，实现了有劳动
力和有就业意愿的脱贫户就业全覆盖。

该镇采取“合作社垣农户”“公司+农户”等订单农业模式，打造
万亩青菜头、小米辣、红薯订单农业示范片，把传统农业从产量增
加向质量提升转变，解决了产业不成规模，小、散、弱的状况。通过
土地流转、资金入股、盘活资源等方式，发展麻竹、黄桃、脆李、蕌
头、山坪塘淡水养鱼等特色产业，全镇 8个村（社区）集体经济实
现“零突破”，彻底消灭了“空壳村”，尤其是三新村集体经济累计
收益达 20万元。新建腊肉加工坊，延伸生猪产业链条，提档升级
现有红薯粉条加工厂，开发红薯干和红薯面条等畅销绿色食品，
争取把小红薯变成东山片区的大产业。

基础设施建设仍然是乡村振兴的推手。据了解，柏家镇完成 8
个村（社区）卫生室标准化建设。整治土地 1675.34公顷，整治山坪
塘 300余口，新建公路 50余公里，改造公路 30余公里，新建生产
便道 50余公里。全镇 8个村（社区）实现“五通”工程和“两通”目
标。强化污水和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等工作，开展村庄清洁、
农村治乱等专项行动，推动人居环境整治由“清脏”向“治乱”拓
展，由村庄面上清洁向屋内庭院、村庄周边清洁拓展，累计改造卫
生厕所 500户。

值得一提的是，该镇通过广泛吸收老党员、老干部、老军人、
老教师、老模范“五老乡贤”，凭借“地熟、人熟、事熟”和深受乡亲
信任特性，及时妥善处理各类热点、难点问题，充分发挥其在乡村
善治等方面的强大作用。逐步形成了“乡贤垣文化传承”“乡贤垣矛
盾调解”“乡贤+志愿服务”为主要内容的“乡贤+”文化品牌。

通讯员 周艳邓雪峰屈仁波 特约记者 许天位

核心提示：

柏家镇位于重庆市梁平区东南
部，处于高台深丘，地势起伏较大，为
传统的山区农业大镇，主产水稻、小
麦、玉米、油菜、榨菜、小米辣，兼产柏
树、麻竹、黄桃、脆李，是区内黑山羊、
生猪养殖大镇。近年来，该镇以健全完
善“三农”服务功能为着眼点，切实为
传统产业和特色支柱产业注入新动
力，真情服务提高全镇群众福祉，快马
加鞭推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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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广安特色美食 吃正宗川渝火锅
第六届世界川菜大会将于 11月 16日—17日在四川广安举办

近日，重庆怡留香食品有限公司发酵师在翻醅晒缸发酵菌母。
重庆怡留香食品有限公司采用传统工艺，昼晒夜露自然发酵生产豆瓣酱，其豆

瓣及酱油、食醋等延伸品，味道醇香，备受消费者青睐。
特约记者 高兴明 摄

自然发酵
保证食品质量

川渝两地联合举办
2023年高原卫生应急联合演练

川藏首次开展省级生态环境
联合执法检查

为推动川藏生态环境共治共
保，深化两地生态环境执法交流合
作，严厉打击跨区域环境违法行
为，共筑长江上游生态屏障，近日，
川藏两地在四川省甘孜州巴塘县
首次开展省级生态环境联合执法
检查。

本次联合执法检查主要围绕
金沙江流域开展，聚焦区域重大项
目、矿山、尾矿库、水电站、自然保
护地等，严厉打击无证排污，非法
修路、筑坝、开矿，跨区域倾倒固体
废物等违法行为。

联合执法检查结束后，川藏两
地生态环境部门召开联合执法工
作座谈交流会，两地执法部门主要
负责人，甘孜州、昌都市，川藏毗邻
6 县生态环境部门相关负责人以
及川藏铁路、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
建设单位有关负责人参加此次会
议。

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川藏联
合执法工作的重要意义，川藏同处
长江上游，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维护长江母亲河生态安全是我
们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开展好川
藏两地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工作，是
改善区域环境质量、维护川藏地区
生态安全的具体抓手，是解决跨区
域环境问题的现实要求，是深化川
藏交流合作的重要载体。

下一步，川藏两地将签订《川
藏生态环境联合执法工作协议》，
推动川藏联合执法工作全面提速、
整体成势。一是定期召开联席会
议。讨论联合执法工作中的热点、
重点以及重要协调事项，共同研究
生态环境保护执法重点工作，通报
联合执法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
问题，分析研究两地联合执法工作
形势，提出工作措施和要求，部署
下一步联合执法行动。二是加强信

息互通共享。建立“信息互通、数据
共享、联防联治”的联合执法体系，
强化执法信息互通共享，规范案件
通报程序，拓宽案件通报内容，加强
案件办理衔接，联合开展案件查处
工作。川藏两地交界各市（州）生态
环境执法部门要加强信息通报、数

据共享和经验交流，形成共抓、共
管、共治的跨界生态环境保护新格
局。三是强化常态交流。积极推动
人员互派、案例研讨、联合培训和执
法经验交流，不断提升办案专业化
和规范化水平，推动川藏跨区域联
合执法工作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赵蝶文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