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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2024年川渝省市党委统战
部协同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联席会议暨川渝携手同心助力成
渝中线科创走廊行动启动会在重庆
市永川区举行。

会上，《川渝携手同心助力成渝
中线科创走廊行动方案》（以下简称
《行动方案》）发布，旨在逐年推动成
渝中线科创走廊沿线市（区）创新能
力提升，助力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到
2027年基本建成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科创走廊。

据介绍，川渝携手同心助力成渝

中线科创走廊行动，选取了成渝中线
科创走廊范围内的四川省成都市、自
贡市、遂宁市、内江市、资阳市，重庆
市江津区、合川区、永川区、大足区、
璧山区、铜梁区、潼南区、荣昌区、西
部科学城重庆高新区重点开展，围绕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加快
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行动”，在协调统
一行动的基础上，组织各民主党派省
（市）委会、无党派人士对口联系区域
内的 1个市（区），积极参与成渝中线
科创走廊建设。
《行动方案》围绕调研建言共谋

行动、科创要素共享行动、科创平台
共育行动、科技攻关共克行动、科技
转化共推行动、科技支持共引行动、
创新生态共创行动七大重点任务，推
动成渝中线科创走廊建设。
《行动方案》指出，要建立健全民

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对口联系市（区）
机制，将自身优势专长与对口联系市
（区）优势特色相对接，从政策宣传、
产业发展、项目合作、智力支持、人才
培训等方面精准施策，以推动打造特
色科创平台为重点，加快构建“一市
（区）一平台”科技创新形态，助力联

系市（区）科创水平提升。要推动党外
科技人才研究成果与成渝中线科创
走廊沿线市（区）企业对接合作，开展
川渝高校“科技成果进走廊”活动，促
进走廊内产学研对接，引导重大科技
成果向成渝中部流动和转化。

据悉，2024年，川渝统一战线将
共建 2个品牌项目，分别是新时代川
渝“两个健康”联动共建区和川渝携
手同心助力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行动，
着力打造川渝统战共有品牌，最大限
度凝聚智慧力量，助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

近日，笔者了解到，重庆市万盛经开区将化解历史债务和
制止不良债务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小切口，通过建立“1+
3+4”工作模式，采取“锁定一个基数”“落实三项措施”“健全四
种模式”工作举措，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债务
防范化解与乡村全面振兴同题共答、同频共振。

锁定一个基数，明确化解任务。制定《万盛经开区防范化
解村级债务实施方案》，建立分级负责、上下联动的工作机制，
实行“平台系统抽查+账内账外核查”协同配合模式，全面开展
清理核实，逐笔登记造册，建立债权债务清单，锁定债务基数。

落实三项措施，防范新增债务。一是发展经济，增收减债。
出台《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化体系建设实施方案》，通过租
赁、作价出资、联合开发等形式，实现集体资产溢价创收。规范
组建 38个“强村公司”，以完全市场主体开展生产经营活动，
2023年实现经营收益 490.35万元，以“增收”促“减债”。二是
控减开支，节支增收。出台《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制度》，
健全支出分级审批制度，规范审批手续，严控非生产性支出；
严肃查处举债兴办公益事业行为，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
度。三是强化监管，规范举债。严格落实涉债管理制度，因开展
经营活动确需举债的，纳入重大事项决策范围，参照执行“四
议两公开”机制，从源头控减村级债务。

健全四种模式，分类施策化解。一是债权债务冲转账化
解。对多重债务关系，开展双方或多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后，
采取债权债务对口划转、相互冲转账抵账等方式消化债务。二
是账务处理化解。对账务处理不到位形成的不实债务，如上级
拨入的专项应付款、未进行结算的款项等，及时进行账务处理
和调整，化解不实债务 13.97万元，做到账实相符。三是债务
核销化解。对债权单位确已撤销或债权人主动放弃追债要求
的债务，按规定程序予以核销，对村集体欠所辖镇或部门的借
款、欠款，加强沟通协调、多措并举积极化解。四是清收债权化
解。全面查清村级组织各类应收款项和未兑现承包或租赁合
同，制定清收计划，明确清收责任人和时间节点，实现“应收必
收”。到 2025年底全区村级组织将实现零债务。

通讯员 曾忠全 特约记者 杜宜平

夏雨初歇的清晨，重庆市江津
区城郊的艾坪山山尖薄雾缭绕、沁
人心脾，放眼望去，不尽长江滚滚
来。就是在这样一处绿树掩映、空气
清新的山上，有着一家开办了十八
年的老年公寓，170 名老人在这里
生活、娱乐，怡然自得。

今年 77岁的李茂，是这家老年
公寓的创办人，油亮的黑发、满脸的
笑容、干练的眼神，让她看起来一点
也不像一位古稀老人。这家老年公
寓接收的老人，90%是失能老人。李
茂本身年纪就偏大，为什么还要坚
持开办老年公寓？李老太的“养老
梦”源于 2005年。
退而不休
心慈好善选择养老事业

2005年，李茂从重庆市渝北区
龙溪街道武陵路社区主任的岗位上
退休后，龙溪街道邀请她出任街道
所筹办的养老院负责人。
“最开始，我并不愿意去。”李茂

介绍，新筹办的养老院事情千头万

绪。
“让我下定决心的，是老人们对

我的那份信任。”李茂说，她在社区
工作期间，见到了很多空巢老人的
遭遇，她最终决定在退休后选择养
老事业。

一年过后，养老院在李茂的手
里办得有声有色。2006年 3月，央
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先后两次
报道李茂开办养老院倾情关爱老人
的先进事迹。

2006 年底，李茂不顾家人反
对，毅然由渝北区来到江津区艾坪
山，创办了耀文老年公寓。经过多年
的踏实经营，老年公寓入住老人最
多的时候达到 300余人，护工达 50
人。
“李老太在社区的口碑非常

好！”江津鼎山街道艾坪社区党委书
记胡露谈到李茂时，情不自禁地竖
起大拇指。

李茂热衷于公益事业。近年来，
她先后资助了 4名学生，为菜市街
小学身患白血病的学生捐款 1 万
元，每年为江津澄心小学捐款 1.6

万元……

忙而不乱
情如亲人服务每位老人

“今天该注射蛋白了”“这副药
该换了”……每天上午，李茂都会准
时出现在残疾老人、瘫痪老人的房
间，给他们喂药、注射、盖被子。照顾
完高度失能的老人，李茂还要穿梭
于其他房间，安抚这个，照顾那个。

虽然李茂自己也腿脚不便，但
她却乐在其中。她对入住老人的情
况烂熟于心，不仅记着每位老人的
生活习惯，就连以前是做什么工作
的、有几个子女、身体状况等都了如
指掌。

都说老人不好照顾，面对老人，
李茂有着自己的一套应对办法：那
就是把老人当亲人。

这些年，让李茂感触最深的就
是，“年轻时无论从事什么工作，老
了后都像一个孩子，需要陪伴和亲
情。”本身作为老人的李茂就深知这
点，所以，她从不与老人争对错，经

常安慰、引导、关爱老人，每天都要
倾听、解决他们的诉求。

今年“五一”假期，部分护工因
事请假导致老年公寓忙不过来，李
茂为了照顾老人甚至毅然拒绝了女
儿要来看望她的请求，她把所有的
感情都留给了更需要照顾的老人。
“五一”期间，虽然忙，但一切有

条不紊。有时，李茂甚至忘了自己也
是一名年近八旬的老人。

择而不悔
精于一业点亮幸福晚年

“王婆婆，过了今天你又多活 3
岁啦，真为你感到高兴！”5月 13日
下午，李茂来到瘫痪在床且年满 90
岁的王婆婆床前，陪她聊起了天。
“谢谢……”王婆婆深深凹陷的

眼角流出泪痕，只能用吐词不清的
“谢谢”二字来表达谢意。

3年前，王婆婆突发脑梗住进
了重症监护室，王婆婆的子女赶到
后，无情地签下了“不抢救”三个字
后扬长而去。

看着王婆婆饱受病痛折磨的脸
庞，李茂决定自己掏钱抢救王婆婆。
经过 28天的抢救，王婆婆重获新
生，并继续留在老年公寓由李茂亲
自照顾。
“这些年我见到了很多‘假孝

子’。”李茂说，那些被“假孝子”抛弃
而被送到养老院的老人，非常可怜，
这让我下定决心要用更专业的服务
让老人们的余生变新生。

年过七旬，李茂依旧坚持学习
护理、康复、心理学等知识。为了营
造家的氛围，老年公寓在每月 1日
举办集体生日，甚是热闹。每到春
节、中秋等节点，李茂也会请演出队

到老年公寓来演出，老人们的叹息
也逐渐变成了笑颜。
“选择了这行，就不会后悔。”为

了把老年公寓打造得更专业，李茂
修建了消防池。为了让老人足不出
门就能享受医疗服务，她又花 200
万元修建了医务室，购置了医疗设
备。

十八年来，在李茂的带领下，耀
文老年公寓先后为 12000位老人提
供了生活照料服务，为 500多位老
人送终。李茂也先后获得中华孝亲
敬老之星、江津区扶残助残先进个
人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 庞滔滔文 /图

近日，笔者从重庆市武隆区长坝镇了解到，为进一步完善
和加强社会救助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权益，该镇多措并举
全力健全社会救助体系。

一是“数字+协同”。加大“重庆救助通”小程序宣传力度，
畅通困难群众主动申请救助渠道，建立救助数据共享开放机
制，实行“一窗综办”线上协同办理，新增低保边缘户 25户 81
人、特困人员 43人、城乡临时救助 220人 106.21万元。

二是“服务+资助”。成立专人帮扶小组，对 92名分散供养
特困人员开展针对性帮扶，上门心理疏导 12次、解决家庭矛
盾纠纷 4次、提供就业信息 1200余条，多维度拓展救助服务
领域，发放 90周岁以上高龄老人补贴 64人 3.52万元、残疾
人生活补贴 99人 11.08万元，护理补贴 175人 20.30万元。

三是“党建+考核”。强化党建引领社会救助工作，将走访
困难群众的救助工作纳入村（社区）的目标考核任务中，推进
基层党建、基层治理和社会救助的深度融合。成立救助专班，
通过“班子成员+党员干部+村（社区）+志愿者”的救助方式，关
心关爱独居老人 10次、留守儿童 20次。

通讯员 赵小叶特约记者 杜宜平

让养老变享老 让余生变新生
重庆古稀老人坚持 18年开办老年公寓点亮“养老梦”

李茂与老人们一起拉家常

重庆市武隆区长坝镇：
完善救助体系
兜牢民生底线

重庆市万盛经开区：
分类施策

债务化解与乡村振兴同题共答

凝聚智慧力量
助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川渝携手同心助力成渝中线科创走廊行动启动会举行

□本报记者 胡斌

近日，村民在贵州省黔东
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贯
洞镇干团村水稻育苗基地筛
选、搬运水稻苗。

近年来，从江县在推进乡
村振兴过程中，因地制宜规模
化种植香糯禾，通过规模集约
化育苗和“订单式直供苗”，缩
短水稻育苗生长周期，降低水
稻种植成本，解决了当地水稻
种植育苗难、成活率低等难
题，为农业增效培育了新的增
长点，助力农民增收。

石宏辉摄

订单育苗
农业增效

近日，重庆市潼南区农业科技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胡泽江带队
到国药太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了参观考察。

胡泽江一行参观了国药太极集团有
限公司一楼展厅，初步了解了企业文化、
生产产品及企业核心竞争力。随后国药太
极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康主持召开
了座谈会，国药太极集团有限公司项目负
责人李俊洪介绍了拟投资的冬虫夏草产
业化项目基本情况。该项目总投资约 2.8
亿元，主要建设模拟冬虫夏草生长环境的

温室，项目建成后年生产规模可达 3000万
条，2025 年可实现产值 10 亿元，到 2028
年产值将突破百亿元。

胡泽江表示，该项目十分优质，在潼南
区实施该项目具有试点示范意义。项目聚焦
种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竞争压力小，且野
生虫草面临物种锐减问题，人工繁育的虫草
市场前景广阔，项目落地后，将有助于潼南
农业科技推广示范，有力促进重庆（潼南）农
科城建设。
通讯员 杨银萍 谭丽特约记者 何军林

聚焦种业项目 推进农业科技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