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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决策 关注民生

今日4版 南川发布 今日南川

重庆市南川区第十八届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重庆市
南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三次会议于 2023年 2月 7日至
10 日在南川商务中心召开，会

期 3 天半，会议时间若有变化，

授权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另
行决定。

建议重庆市南川区第十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议程
为：听取和审议重庆市南川区人

民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重

庆市南川区 2022 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批准重庆市南川区 2023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
查和批准重庆市南川区 2022 年
预算执行情况和 2023 年预算草

案的报告，批准 2023 年区级预
算；听取和审议重庆市南川区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审议重庆市南川区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

《南川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修订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
重庆市南川区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听取和审议重庆市南川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成立大会筹备处，负责重庆市

南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的筹备工作。

重庆市南川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重庆市南川区
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决定

（2023年1月19日重庆市南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七次会议通过）

本报讯（记者 刘晓娟）1月 19
日，区政协主席毛朝银主持召开区政
协十五届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了党的二十
大精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习
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在全国政协新年

茶话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政协
六届一次会议精神；协商了区人民
政府工作报告（送审稿）；审议通过

了区政协第十五届委员会调整增补
委员建议人选名单，区政协第十五
届二次会议各次会议主持人建议名
单、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

作情况报告报告人建议名单、大会
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建议名单、委员
讨论小组召集人建议名单；通报了

区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筹备工作情
况；审议了关于召开区政协第十五
届二次会议的决定，会议日程（草
案）、议程（草案）、参会人员范围；区

政协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草案）、区政协第十五届一
次会议以来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草案）。
区政协副主席郑泽辉、冉庆国、

杜帆、舒茂全、郭江涛、皮忠伦、曾葵
参加会议。

区政协召开十五届委员会第四次常委会议

连日来，受寒潮影响，我区气温骤降，山区和高海拔地区出现雨雪天气，
青山大地处处银装素裹，美不胜收。

图①：1月19日，雪后初霁的金佛山出现云海雪山景观。
特约通讯员 胡波 摄

图②：1月17日，山王坪景区外，小朋友拉着雪橇玩具奔跑在雪地里。
特约通讯员 胡波 摄

图③：1月18日，雪后的良瑜国际养生谷浪漫唯美。 特约通讯员 赵志 摄

雪润山乡
景美如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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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陈蕗颖）1月 19
日，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友明主持

召开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七次
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市六届人大一

次会议精神；初审了区人民政府工

作报告（送审稿）、区人民法院工作

报告（送审稿）、区人民检察院工作
报告（送审稿）；审议并通过了《重庆

市南川区人大常委会关于召开重庆
市南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
三次会议的决定》，区十八届人大三

次会议于2023年2月7日至10日在

南川商务中心召开；通过了《重庆市

南川区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
作报告（草案）》《重庆市南川区人民

代表大会议事规则（修订草案）》，提
请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南川区第十八届人民代表大

会第三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

（草案）》，提请区十八届人大三次会

议预备会议选举；通过了《南川区第
十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列

席人员名单》。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赵明中、

蒋建、梁正忠、张训芳参加会议，副

区长李恩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江诚列席会议。

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七次会议

春晖渐近辞旧岁，文明新风润
万家！为进一步弘扬传统美德，提
高社会文明程度，营造欢乐祥和的
节日氛围，在 2023 年春节来临之
际，向全区人民发出如下倡议：

一、以“健康第一”防控好新冠
病毒。科学理性认识新冠病毒，尽
量减少聚集，外出科学规范佩戴口
罩；在公共场所保持社交距离，落
实环境通风消毒、清洁等防护措
施；进出重点机构和重点场所时，
自觉遵守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二、以“文明餐桌”守护好节日
烟火气。提倡餐桌公筷公勺，入口
品尝私筷私勺，防止“病从口入”；
提倡“小份菜”，适量配餐，拒绝浪
费；以“光盘”为荣，以“剩宴”为耻，
营造“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

三、以“文明宴席”弘扬好新风
正气。提倡婚事新办，倡导集体婚
礼、家庭婚礼、旅游结婚，自觉抵制
高价彩礼，不奢华办婚；提倡白事
简办，树立厚养礼葬新观念，缩减
治丧规模，简化殡葬程序，提倡文
明祭奠、低碳祭扫。

文明新风，全民共育；幸福生
活，全民共享。让我们一起行动，
从自身做起，从家庭做起，从现在
做起，争做文明的倡导者和实践
者，过一个健康平安、欢乐祥和、低
碳节俭的新春佳节。

重庆市南川区精神文明建设
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1月17日

文明过节
倡议书

政协重庆市南川区第十五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
定：政协重庆市南川区第十五届

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 2023年 2月
7日上午开幕，9日下午闭幕，会期
3天。建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听

取和审议《政协重庆市南川区第
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
告（草案）》；听取和审议《政协重

庆市南川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草
案）》；列席重庆市南川区第十八

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第一

次全体会议；协商讨论重庆市南

川区人民政府工作报告、计划报
告、财政报告，重庆市南川区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重庆市南川区人

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委员大会发
言；大会选举；审议通过政协重庆

市南川区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决议（草案）、政协重庆市南
川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

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政协重

庆市南川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
委员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的决议

（草案）。

政协重庆市南川区委员会关于召开政协重庆市南川区
第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决定

（2023年1月19日政协重庆市南川区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
四次会议通过）

■ 记者 黎明

“我有种菜这个手艺，希望通过我的带动，让

乡亲们增收。”近日，大有镇水源村村民冯秋容正

在蔬菜大棚里忙碌着，身上冒出一层汗气。他从

事蔬菜种植多年，从20多亩发展到如今的200亩，
是当地出名的蔬菜种植大户。

冯秋容介绍，通过大棚种植，在夏季主打品种

番茄、黄瓜丰收后，进入冬季还有莴笋、白菜、番茄
等蔬菜供应市场。

冯秋容不但是逢秋荣高粱种植专业合作社

理事长、重庆市劳模，他还有个“特殊”身份，就是

我区首批到村担任“名誉村主任”的民营经济人

士之一，到村任职以来，冯秋容一边精心呵护自
己的蔬菜基地，吸纳 30余人就近务工，一边主动
当起周围群众的技术顾问，带动更多村民发展高
山蔬菜。

担任“名誉村主任”后，冯秋容发挥带头作用，

采取无偿提供蔬菜种子、鼓励发展家庭农场和传
授培育、嫁接、防虫关键技术等方式，先后吸引近
20家农户加入自己的合作社。同时，他还向种菜
农户提供技术支持和销售渠道。在冯秋容的带动
下，水源村新发展高山蔬菜种植大户3户，带动群

众种植高山蔬菜 220余亩，帮助 27名群众增加务
工收入36万元。

冯秋容并不是唯一投身水源村乡村振兴事业
的民营经济人士。从事大型餐饮企业的赵兴凤与
冯秋容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销售渠道更加稳固；谋
求转型发展的胡文建、刘继红等建材行业委员与
冯秋容洽谈合作打造 1200亩集观光、智慧、生态
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冯秋容只是我区“万企兴万村”行动中的一个
缩影。

截至目前，我区 15名民营经济人士到村担任
乡村振兴“第一书记”或“名誉村主任”。区工商联
动员区内 136家民营企业结对帮扶 34个镇街，发

展项目118个，形成龙头企业+基地+农户、龙头企

业+资产（资源）+农户等产业发展模式，带动群众
务工增收、资源增值6000多万元。

按照《南川区 2022年“万企兴万村”行动方

案》，区工商联指导20个乡镇（街道）召开推进会，

为村企合作搭建平台。民营企业投身乡村振兴，
把市场经济意识、先进管理理念带到乡村，把先进
技术模式、现代生产要素引入乡村，实现了从“帮”
到“兴”。如民营企业味轩州食品有限公司与鸣玉

镇中心社区“联姻”，共同打造“稻香渔歌”稻渔田
园综合体项目，获评重庆乡村振兴“十大示范案
例”和重庆市首批“万企兴万村”行动实验项目。

截至目前，我区已打造市级首批“万企兴万村”实
验村 1个、市级“万企兴万村”行动试验项目 2个，
建立区级“万企兴万村”行动实验项目 1个，建立

“万企兴万村”行动人才培训基地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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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易浩然

春节临近，在外人员陆续返
乡，黎香湖镇南湖村也热闹起来。

村民间相互走亲访友，也常常围坐
在一起，细数这些年发生在身边的
变化。

张承学是村里的脱贫户，说起
变化，他总是激动地和大家摆谈。

“这么多年我们屋头的变化，大家都
是看到起的，我经历的这些大事情，
大家都是见证人。”中年丧妻、生活
潦倒、脱贫攻坚、提名年度“感动南

川人物”、走上致富路，这些大事件
被张承学一一记在了心上。

“1999年，我老婆去世，留下常
年患病的岳父岳母和年幼的娃娃，
当时生活一下就陷入了绝境。”妻子

去世后，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张承

学一个人的肩上，这让原本并不富

裕的家庭雪上加霜。居住几十年的
土房摇摇欲坠、孩子上学正需用钱、

岳父岳母双双患病、自己又腰椎损

伤干不了重活……这一件件糟心
事，让刚步入中年的张承学一下白

了头，常年入不敷出，也让他最终陷
入了贫困。

2015年，我国吹响了打赢脱贫
攻坚战的号角。“从那个时候起，

市、区、镇各级领导都来慰问过我，
解决我的难题，我的电话号码他们

都记得到。”从帮扶政策到人文关
怀，张承学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热
切关注。“我一不愁吃、二不愁穿，

父母看病、一家人的住房，样样都

得到了保障。”
2018年，在易地扶贫搬迁政策

帮助下，在土房住了大半辈子的张

承学搬进了梦寐以求的新房，“能住
进又宽敞又明亮的新房子，这辈子

值啦。”张承学兴奋地说。告别四面

漏风的泥草屋，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砖瓦房，张承学不仅搬进了新家，也
解决了一直以来看病难的问题。在

国家医疗保障之下，困难群众可以

有病先医、事后结算，并且大部分费
用由国家报账。在“应保尽保，应帮

尽帮”的补贴政策帮扶下，让张承学
肩上的担子松了不少。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对
于张承学来说，这一年也是一个“大

事年”。在这年，张承学凭借着数十
年如一日孝老爱亲的行为，被提名
为 2019年度“感动南川人物”。张
承学指着证书，骄傲地说：“想不到

我一个贫困户也能得到这么多人的
关注，我特别自豪。”

2022年，张承学的生活迈上了
新台阶。“镇上引进了很多项目，我
做泥瓦匠，离家近，活路又轻松，工

钱都有七八万元。”张承学脸上笑

开了花，“党的二十大报告上说了，

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咱们农民的日子
肯定会越来越好。”眼看着黎香湖

旅游品牌越来越响亮，张承学决定

今年开始利用养殖增收，将土货卖
给游客和附近的商户，搭上致富的

列车。
近几年，不仅仅是张承学的日

子越过越好，整个南湖村也正发生

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我区乡
村振兴重点帮扶村，南湖村发挥当

地生态资源优势，融合“农文旅”，
以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
济。兜住了黎香湖生态底子，通上
了柏油路，建起了乡村旅游接待中

心，安上了太阳能路灯、集中供水
管网，南湖村正走出一条活力十
足、繁荣发展的乡村振兴新路径。
张承学感叹道：“我们南湖村这个
小地方也发生了大变化，真的是走

进现代化咯。”

一个脱贫户的“大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