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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9 月 28 日，趁着雨后天晴，巴
南区莲花街道花土湾社区宏源小
区不少居民下了楼，在院子里休憩
玩耍。

“现在上下楼方便，有电梯。”宏
源小区最高楼层为7楼，以前因为没
有配置电梯让不少老年居民出行不
方便，“多亏了郑书记和党员们做通
了底楼住户的工作，安上了电梯。”

居民口中的“郑书记”，是巴南区
委宣传部创文办主任郑承玉。她既
是宏源小区的居民，也是宏源小区功
能型党支部书记。

在巴南，像郑承玉这样担任小区
功能型党支部书记的在职党员还有
很多。为解决基层治理难题，巴南区
创新开展“党员在身边——新时代机
关在职党员进小区”活动，推动在职
党员进小区亮身份，通过自己帮、组
团帮、结对帮等方式服务小区群众。

自己帮
为小区建言献策化解矛盾

“没想到一起包粽子，就能化解
那么多年解不开的矛盾。”如今，鱼洞
街道江州路社区河畔名居小区居民
们见面，总会微笑着互相打招呼。可
在今年端午节之前，许多居民虽毗邻
而居却矛盾重重，擦肩而过却时常视
而不见。

“小区里有高层住宅楼，也有低
层住宅区，此前因为物业管理混乱，
造成高层居民和低层居民之间矛盾
突出。”巴南区水利局水利科科长刘
国友是河畔民居小区居民，也是河畔
名居A区功能型党支部书记，“居民
矛盾突出，导致小区很多事情无法正

常开展，健身器材、休闲设施损坏无
人更换，小区微信群也经常因为一点
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不可开交。”

如何才能让大家坐下来心平气
和地交流，化解矛盾呢？

今年端午节前夕，刘国友通过与
小区里的近50名党员商量，决定在
小区里举行“粽香邻里”包粽子活动，

“我去筹集需要的物资，其他的党员
负责各自楼栋居民的动员工作。”

让刘国友没想到的是，端午节当
天，小区625户居民有570余户都参
加了包粽子活动，“我准备的2000多
斤糯米、粽叶差点不够用。”

居民们坐在一起包粽子，相互展
示分享着自己的作品，也敞开心扉交
流，大家其乐融融，往日阴霾的气氛
一扫而空。

活动结束后，刘国友又趁热打
铁，筹集了资金，发动党员和小区部
分居民一起，修缮了小区的健身器
材、休闲设施，对小区环境进行了治
理……

“每栋楼楼下都有党员的照片、
名字和联系电话，我们有事都能找他
们帮忙。”如今的河畔民居小区，亮出
身份的党员赢得了居民的信赖，成了
居民的主心骨。

“自己帮，就是要求在职党员充
分利用自身特长、专业优势、技术资
源等，积极为小区建言献策、化解矛
盾。”巴南区委直属机关工委常务副
书记陈浩表示。

组团帮
整合资源为小区办好事实事

9月 27日，龙洲湾街道龙海社
区风花树小区前门，小区出行电梯维
修完成，这让小区居民高兴不已。

出行电梯能够顺利进行维修，离
不开风花树小区功能型党支部书记
胡从江等党员的组团帮忙。

风花树小区有1900多户居民，
约一半的居民经由小区后门出行，另
外一半则依赖前门的电梯出行。

“电梯安装有8年左右了，零件
老化后经常出现故障，影响大家出
行。”胡从江既是小区居民，也是巴南
区南温泉旅游风景区管理处调研员，

“要维修电梯，就要动用小区大修基
金，需要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同意才
行。”

可是，许多日常从后门出行的居
民并不同意动用大修基金对电梯进
行维修。

“物业做了很多工作，但没能争
取到三分之二业主同意，事情就僵起
了。”眼看着事情无法解决，胡从江等
小区党员主动伸出了援手，“我们开
了个会，大家讨论研判，分析哪栋楼
哪户居民反对的原因，然后提出解决
方案，由居住在该栋楼的党员进行包
干，挨家挨户走访。”

“我们的照片、名字和联系电话
都在楼下公开展示，居民们知道我们
是党员，也知道我们是一栋楼的邻
居，沟通起来就更顺畅。”最终，三分
之二以上的业主都签字同意动用大
修基金对小区出行电梯进行维修，问
题得到了顺利解决。

这样的例子，在巴南区还有很
多。亮明身份的党员带头参加小
区组织的会议或活动，积极建言献
策、办事出力，同时善于发掘资源、
整合资源，组团为小区办好事实
事，也带动和影响更多人参与到志
愿服务中来，从温暖小区居民的点
滴细节入手，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
风尚。

结对帮
以党建引领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

“除了自己帮、组团帮，在职党员
还要当好工作单位和小区组织的牵
线人、联络员。”陈浩介绍，在职党员
要借助镇街、部门的组织、资源、人才
等优势，与小区党组织开展结对共
建，为小区党组织建设和社会治理提
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以党建引
领提升基层治理的效能。

巴南区委网信办就通过综合科负
责人曾德伟，与莲花街道乌洋街社区结
对帮扶，共建网络安全宣传特色社区。

“我们筹集了4万元资金，对社
区一些设施设备进行了修缮。”曾德
伟介绍，巴南区委网信办还时常在社
区举行专题讲座，开展网络安全及网
络法律法规知识讲座，详细讲解防范
化解网络诈骗等知识，提升居民安全
意识与法律意识。

今年上半年，巴南区委网信办在
乌洋街社区的专题讲座，就帮助一名
婆婆避免了一起网络诈骗。

“婆婆接到一个自称是社保工作
人员的电话，说婆婆的社保卡在异地被
刷卡，导致社保局已锁卡，要求婆婆提
供身份证号、社保卡号及密码等信息。”
曾德伟介绍，因为当天上午才听了如何
防范养老诈骗的讲座，婆婆多了个心
眼，没有透露相关信息，而是立即挂了
电话并找到了社区工作人员核实情况。

“一名党员就是一面旗帜。在职
党员进小区亮身份，主动融入到小区
居民中去，与他人互帮互助。”陈浩表
示，只有让邻里之间“敲得开门、认得
到人、说得上话、帮得上忙、打得拢
堆”，才能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小区
治理新格局。

巴南区开展“党员在身边——新时代机关在职党员进小区”活动

党员进小区亮身份 群众有事“三个帮”
本报讯 （记者 夏元）记者10月

8日从市经信委获悉，日前我市已出台
《重庆市发展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技术
应用行动计划（2022—2025年）》（下称

《行动计划》），提出将围绕汽车软件与
人工智能核心技术、创新平台等方面，
到2025年形成“软件+智能+硬件”一体
化发展格局，力争培育20个具有核心
竞争力的软件产品，建成国内一流的汽
车软件与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高地。

目前，我市集聚西部科学城智能
网联汽车创新中心、中科院汽车软件
创新研究平台、上汽集团人工智能创
新中心等创新平台，引进培育中科创
达、长安汽车软件、赛力斯软件中心等
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企业，在智能车
控、智能座舱等领域已经形成一批优
势产品和解决方案。

《行动计划》提出，将围绕“推动产
业补链强链、培育壮大企业主体、构建

产业创新生态、突出场景应用牵引”4
个方面来“做文章”。

就推动产业补链强链而言，我市
将从做大做强重点软件、大力发展关
键硬件、培育发展智能座舱、全力攻坚
自动驾驶、推进软硬件一体化发展等5
个方面狠下功夫；就培育壮大企业主
体而言，重庆将支持企业做优做强、加
强企业孵化培育和加大招商引资力
度；就构建产业创新生态而言，我市将
深化关键技术攻坚，完善创新支撑平
台，扩大人工智能算法应用，完善数据
基础支撑体系和优化产业发展环境；
就突出场景应用牵引而言，我市将推
进一批应用场景开放，鼓励汽车软件
与人工智能企业“揭榜”应用场景项目
建设，建立汽车软件与人工智能优秀
产品供给目录，推动汽车软件与人工
智能企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应用
落地和推广。

重庆出台汽车软件
与人工智能应用发展计划

到2025年培育20个有核心竞争力的汽车软件产品

节后上班忙起来

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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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村民冒雨在黔江区城西街道大庄社区草莓基地
管护草莓。 特约摄影 杨敏 摄/视觉重庆

▶10 月 8 日，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科
研人员正在进行光电探测芯片
测试实验。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记者 彭瑜

“先要沿树冠的滴水线挖两条沟，
然后撒些农家肥做底肥……”10月 8
日，云阳县蔈草镇长岭社区，邓代峰正
在梨园里手把手培训果农为梨树撒播
底肥。

36岁的邓代峰是长岭社区本土人
才，也是社区特聘农技员。在他和大
家共同努力下，全村800亩投产的梨园
今年产量达25万公斤，实现销售收入
100余万元。

“产业振兴，核心在技术支撑。”云
阳县农业科技培训中心主任彭敏告诉
记者，从2018年开始，全县共特聘像邓
代峰一样的农技员75人，他们坚守在
产业村，宣传“三农”政策、开展技术指
导、带领群众科学发展特色产业，探索
出一条群众参与度高、特色产业竞争
力强、村民增收可持续的产业发展路
径。

近年来，云阳县深入开展农业产
业振兴三年攻坚行动，做大做强水果、
中药材、调味品、生态养殖、优质粮油
等五个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其中柑橘
32.7万亩、中药材10.1万亩，为乡村振
兴奠定了深厚的产业基础。

早在2013年，长岭社区就发展了
1000亩梨树，但快三年了也没发展起
来。2016年，作为本土人才，邓代峰回
到社区，见群众发展梨产业积极性不
高，管护措施落实不到位，他自己便流
转20多亩土地试验示范种植梨树，打
算带领村民把梨树产业发展起来。

“产业发展起来了，但技术支撑
不足，像长岭社区梨产业这样的情况
不是少数。”彭敏称，从2017年开始，
云阳县农业科技培训中心围绕培训

“万名技术骨干”目标，持续开展分层
分类农业技术培训，优选30-60名高
级农村实用人才到浙江、上海、山东
等农业发达省市参观学习；优选30-
60名高级农村实用人才，委托涉农院
校培训相关产业技术；在中高级农村

人才中遴选200名种养大户、家庭农
场主、合作社骨干成员等新型经营主
体分专业开展理论+实践的培训；针
对初中级农村实用人才，加强操作层
面的培训。

为提高产业技术服务的针对性和
及时性，从2018年开始，云阳县通过政
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从刚毕业大学生、
农业乡土专家、种养能手、新型农业经
营主体技术骨干、科研教学单位一线
服务人员中招募一批特聘农技员，服
务全县产业村的发展，邓代峰就是其
中之一。

据介绍，每个特聘农技员每月在
指定的区域技术指导时间不低于5天，
全年技术服务对象不低于250人次，带
动服务对象栽培管理作物长势、产量、
品质等明显变好。服务期结束，群众
满意度在85%以上，每位特聘农技员
将获得4000元的奖励。

“他手把手教技术，我就大胆地
种！”过去，村民陈中华只种了3亩梨
树。在邓代峰的技术指导下，陈中华
的梨树种植面积扩大到20亩。他告诉
记者，“今年7亩梨树卖了1.3万元，我
越来越有干劲儿。”

现在，邓代峰不但指导村民管护
梨树，还牵头运营社区合作社，兜底销
售村民们的梨子。

在云阳县养鹿镇新禾村，柑橘特
聘农技员向世祥指导本村76户种植户
精心管护550亩柑橘园，解决了晚熟柑
橘越冬保果、整形修剪等技术问题。

盘龙街道古桑村特聘农技员毛海
波，不但解决了全村2000亩柑橘树病
害问题，还成长为柑橘修剪培训老师，
组建起60余人的专业修剪队伍，让当
地果农吃上了“技术饭”。

“群众满意度高、服务效果好。”云阳
县农业农村委负责人称，通过多年试点，
特聘农技员解决了实用技术落地难的问
题，弥补了基层农技干部不足的短板，
成为乡村产业振兴一支重要的依靠力
量。

云阳县深入开展农业产业振兴三年攻坚行动

75个产业村有了特聘农技员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筑）10
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期，西
部（重庆）科学城173个在建项目上共
有2.4万名建设者奋战一线，加快建设

“科学家的家、创业者的城”。
在科学大道一期项目的科学谷隧

道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加
紧作业，忙碌而有序。

据介绍，科学谷隧道是科学大道
一期项目的控制性工程，全长1004米，
施工作业场地狭窄，是科学大道一期
项目全线最难啃的“硬骨头”工程。

“经过600余名员工连续83天奋
战，前几天我们已经实现科学谷上盖
隧道主体结构全部完工。”中铁四局四
公司科学大道一期项目经理殷世刚介
绍，为了抢抓工期，他们采取现场多
点、多工序、多机械、多班组同步作业，
同时，他们安排了3名专职安全员全程
跟踪检查盯控，同步建立网格化安全
管理措施，确保施工的安全、有序、高
效。“接下来，我们将快速组织隧道内
工序施工，力争在10月底实现科学谷
隧道双向通车。”殷世刚说。

在金凤城市中心施工现场，挖机
正穿梭于工地、轰鸣不断，塔吊不时旋
转吊装物料，不同工种的工人也在各
自岗位上忙碌。金凤城市中心一期于
今年6月开工建设，历时百天，目前二
标段EPC工程已经迎来了首栋建筑主
体封顶，也是金凤城市中心首栋办公
大楼封顶。

在科创示范项目一期工程施工
现场，运送建材的车辆来往不断，建
设者们穿梭在工地各个角落，绑扎钢
筋、拼接模板、搭建钢架，争分夺秒的
繁忙画面随处可见。作为科学城重点
建设项目，科创示范项目一期工程国
庆节前刚刚完成首栋建筑封顶。据
悉，项目计划于2023年10月底竣工，
建成后将包括科技研发、开放办公、
总部办公、园区综合服务中心四大功
能片区。

“国庆期间，我们保质量、保安全、
抢进度，项目负责人驻扎工地，施工、
监理单位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确保
项目提速建设。”高新开发集团下属城
市建设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

173个在建项目开足马力赶进度
西部（重庆）科学城2.4万名建设者奋战一线

▲10月8日，重庆铁路口
岸海关监管区，渝州海关工作
人员正在查验即将搭乘中欧
班列（渝新欧）的出口货物。
记者 张锦辉 摄/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