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指 出 ， 加 快
建 设 农 业 强 国 ， 扎 实 推 动
乡 村 产 业 振 兴 。 区 畜 牧 兽
医 发 展 中 心 党 支 部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坚 持 党 建 引 领 ， 深 入 开 展

“ 我 为 同 城 化 发 展 作 贡 献 ”
实 践 活 动 ， 推 动 畜 牧 产 业
高质量发展。

坚持党建引领，建强畜
牧兽医队伍。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加快推进党建工
作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积
极组织党员深入一线协调解
决养殖企业 （户） 问题，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培养储备

畜牧兽医专业人才，建立结
对 帮 带 机 制 ， 通 过 技 能 比
武、业务讲堂等活动，推动
党员、干部比学赶超、争当
先进，形成浓厚的干事创业
氛围。

强化技术保障，构筑产
业保供高地。全面开展畜牧
养殖政策法规技术推广提升
行动，加强业务培训和实地
精准指导；实施畜禽首席专
家 课 题 项 目 ， 探 索 养 殖 需
求、饲养模式、养殖技术新
方法新路径；技术赋能夯实
产 业 保 供 ， 全 区 首 个 出 口
畜 禽 产 品 企 业 投 产 运 行 ，
18 家 生 猪 产 能 调 控 基 地 运
转 良 好 ， 特 色 产 业 发 展 项

目 精 准 实 施 ， 形 成 以 生 猪
产 业 为 主 导 ， 中 蜂 、 肉
牛 、 家 禽 等 特 色 产 业 同 频
共振的发展格局。

健全工作机制，防控重
大 动 物 疫 病 。 建 立 健 全 非
洲 猪 瘟 等 重 大 动 物 疫 病 防
控 机 制 ， 率 先 在 全 市 总 结
推 广 《江 津 区 非 洲 猪 瘟 防
控 经 验 集 锦》。 从 严 落 实

“随报随检”现场检疫、区
外 动 物 调 入 调 运 备 案 制 度
等 检 疫 措 施 。 常 态 化 开 展
动 物 疫 病 流 行 病 学 调 查 、
屠 宰 环 节 自 检 和 动 物 防 疫
条 件 审 查 ， 精 准 实 施 疑 似
疫 情 处 置 “ 早 、 快 、 严 、
小 ” 措 施 和 “ 先 打 后 补 ”

政 策 ， 全 力 确 保 动 物 疫 病
不发生、不扩散。

加强源头监管，抓好畜
禽产品安全。严把养殖关，
狠 抓 疫 病 防 控 和 投 入 品 监
测 ， 常 态 化 开 展 瘦 肉 精 整
治、鸡蛋兽药残留检测和兽
药饲料抽检。严把屠宰关，
严 格 落 实 进 场 动 物 检 疫 证
明、健康状况核查。严把同
步 检 疫 关 ， 落 实 生 猪 产 品

“ 两 证 两 章 ”、 小 家 禽 产 品
“两证一标”上市销售。严
把无害化处理关，实施屠宰
环节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落
实病害动物及其产品无害化
处 理 制 度 ， 确 保 无 害 化 处
理率达 100%。

区畜牧兽医发展中心
党支部书记、主任 陈华良

“畜”势勃发 促“牧”兴农 推动畜牧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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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党 的
二 十大报告中指出，必须坚
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
力。区科技局党组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踔厉
奋发、勇毅前行，深入开展

“我为同城化发展作贡献”实
践活动，助推江津区高质量
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加快构建创新体系，提
升科技策源力。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 主 义 思 想 ， 坚 持 党 建 引
领，围绕中国西部 （重庆）
科学城江津片区建设的总体
要求，充分运用环重庆交通
大学创新生态圈平台优势，

加快构建科学基础设施、应
用研究、成果转化、高精尖
产业等四位一体的创新链，
积极为高校、企业搭建交流
平台，实现信息共享、需求
对接，加快推动产学研深度
融合发展，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落地见效，高标准打造市
级以上研发机构，聚力发展
新兴产业、优势产业，优化
产业结构，为江津高质量发
展挖掘新的增长点。

持续优化创新服务，增
强 科 技 原 动 力 。 持 续 优 化
管 理 培 育 服 务 ， 做 好 后 备
企 业 库 动 态 监 督 管 理 ， 按
照 “ 储 备 一 批 、 培 育 一
批 、 申 报 一 批 ” 的 模 式 进

行 常 态 化 分 类 跟 踪 指 导 ，
挖掘企业发展潜力。持续优
化业务培训服务，邀请行业
专家授课，结合“线上＋线
下”的培训模式，推动企业
研发统计、科企申报、高企
申 报 等 业 务 工 作 走 向 标 准
化 。 持 续 优 化 申 报 辅 导 服
务 ， 集 中 力 量 开 展 信 息 核
查 ， 免 除 企 业 后 顾 之 忧 ，
开 展 “ 全 方 位 、 精 细 化 、
管 家 式 ” 全 生 命 周 期 辅 导
服 务 。 持 续 优 化 科 技 金 融
保 障 服 务 ， 用 好 科 技 型 企
业 知 识 价 值 信 用 贷 款 风 险
补 偿 基 金 ， 帮 助 企 业 解 决
融资难题。

不断完善创新生态，夯

实 科 技 竞 争 力 。 突 出 “ 高
精 尖 缺 ” 导 向 ， 推 动 “ 津
鹰 计 划 ” 与 “ 重 庆 英 才 ”
计 划 有 机 衔 接 ， 深 入 开 展

“ 一 把手”抓“第一资源”，
形成大抓人才浓厚氛围，不
断优化人才环境，聚力筑巢
引凤，加快构建近悦远来的
人 才 生 态 。 围 绕 四 大 细 分
领 域 和 “4+1” 主 导 产 业 ，
创新实施“揭榜挂帅”，吸
引 、 聚 集 区 内 外 高 校 、 科
研 机 构 、 行 业 龙 头 企 业 等
各 类 优 质 创 新 资 源 参 与 技
术 攻 关 ， 推 动 江 津 成 为 创
新 人 才 高 度 聚 集 、 创 新 要
素 高 度 整 合 、 创 新 活 动 高
度活跃的创新高地。

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 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区科技局党组
书记、局长 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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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今年以
来，江津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紧紧围
绕“建设乡村振兴示范地”目标，聚
焦“守底线、抓发展、促振兴”，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阶段性成
效，确保农业稳产增产、农民稳步增
收、农村稳定安宁。

一个个数字，记录下我区农业
农村工作砥砺奋进的坚实足印：今
年 前 三 季 度 ，我 区 农 业 增 加 值
102.31 亿元，增长 3.6%；农村居民人
均可支配收入预计达到 19764 元，同
比增长6.5%。

绿色发展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全力稳定粮食生产。今年以
来我区坚持把稳定粮食生产作为
头等大事，培育 25 亩以上规模种
粮主体 262 户，建设粮油单产攻关
及品质提升示范片 26 个，示范面
积 2 万亩。兑现实际种粮一次性
补 贴 2561 万 元 、耕 地 地 力 保 护 和
种粮大户补贴 1.17 亿元。争取中
央 救 灾 资 金 1045 万 元 ，谋 划 秋 冬
季农业生产。

全面推进耕地保护。提升耕
地质量，全国土壤第三次普查外业
调查采样完成率 100%。积极创建
耕 地 质 量 综 合 提 升 示 范 片 1000
亩；建成耕地质量监测点 19 个，并
全面投入使用。全力推进撂荒耕
地核查利用，5 亩及以上应（可）复
耕复种撂荒地已全部复耕复种，5
亩以下应（可）复耕复种撂荒地已
复耕复种 90.16%。开展占用耕地
种植草皮问题摸排整治，已整治草
皮 1200 余亩。积极推进 2022 年国
家级和市级酸化土壤改良项目，实

施酸化土壤改良 2.5 万亩。
有效推动绿色发展。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完成 978 万吨养
殖尾水整改，完成 200 个农药包装
废弃物回收点建设，处置农药包装
废弃物 16.68 吨。加大农产品质量
安全执法检查力度，农产品例行抽
检 10220 个、合格率 99.96%。落实
5000 亩耕地土壤酸化治理、1000 亩
耕地质量综合示范区建设、2 万亩
低吸附水稻种子推广。实施果菜
茶（柑橘）有机肥替代化肥 4 万亩，
实施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融合推
进应用补贴试点 8800 亩。

产业兴旺
现代农业高质高效

提高综合生产能力。以农机
宜地化、土地宜机化、服务社会化
为抓手，全面提升农业生产能力。
积极发掘新型农机应用需求，研发
改造高粱直播机、花椒烘烤机等机
具 4 台（套）。积极推进高标准农
田建设，已基本完工高标准农田 7
万 亩 ，完 成 农 田 宜 机 化 改 造 1200
亩。建成全国最大花椒全自动烘
干生产线 5 条，开展花椒带枝采收
社会化服务 1 万余亩，椒农每亩增
收 节 支 1000 元 。 安 排 衔 接 资 金
440 万元，支持 13 个新成立的农机
社会化服务组织购置农机装备和
新建基础设施。实施农业生产社
会化服务 3.46 万亩。

推动产业提质增效。“花椒银
行 ”货 物 银 行 代 储 干 花 椒 4000 余
吨 ，货 币 银 行 累 计 贷 款 达 3.1 亿
元 ，扩 面 开 展 花 椒 价 格 指 数 保 险
5 万 亩 。 实 施 富 硒 优 质 稻 谷 1 万
亩、功能稻米加工原料基地 1 个、
富 硒 红 糖 产 品 1 项 。 持 续 提 升

“ 一 江 津 彩 ”品 牌 影 响 力 ，授 权 4
家企业 23 个产品，新认证绿色食
品 14 个、有机产品 32 个。积极推

进 农 业 招 商 引 资 ，签 约 招 商 引 资
项 目 32 个 ，签 约 金 额 37.09 亿 元 ；
储备招商项目 32 个，投资总金额
63.69 亿元。

强化农业科技支撑。与山东
医科大学联合开展花椒医药中间
体 研 究 ，镇 痛 疗 效 研 究 取 得 突 破
性 进 展 ；协 同 中 国 农 业 大 学 开 展
花椒黄花病病理研究。打造农业
物联网示范基地 7 个，搭建信息化
平台 5 个，其中花椒大数据中心完
成 5 个 智 慧 花 椒 云 平 台 、10 个 应
用系统模块和 1 个智慧花椒基地
建设，录入花椒基地 38.2 万亩、椒
农 7.8 万 户 、加 工 企 业 3623 家 、社
会化服务组织 203 个。

夯实人才支撑保障。组建 10 支
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团队。
初步完成农村实用人才信息采集，

录入 3.2 万人，开展农村实用人才评
价 3.17 万人。评选 10 名优秀农村实
用人才和 10 名优秀农业科技人才，
拟认定农村致富带头人 110 人。完
成 2021 年度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
与建设项目，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抽
样满意度超 90%，中国农技推广 APP
在全区农技人员中的覆盖面和使用
率达100%。

改革深化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深化农业农村改革。扩面“三
变”改革，鼓励整镇推进，试点行政
村达 59%，高于全市目标。全面完
成 2021 年度农村集体三资清理，清
理核实农村集体资产 76.7 亿元、农
村集体土地 403.35 万亩。鼓励村集

体经济组织与农机社会化服务组织
合股经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前三
季度全区实现村级集体经营性收入
2897 万元，村均近 12 万元。新增农
民合作社 55 个、家庭农场 55 个，累
计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6358 个。
严格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落实行政
执法“三项制度”，夯实农业农村改
革发展稳定的法治基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集中
开展“三大行动”，排查农户 33.6 万
户，发现问题 91 个，已整改 90 个，累
计识别监测对象 408 户 995 人，落实

“一对一”精准帮扶，“两不愁三保
障”问题实现动态清零。创新开展

“四提三改”行动，明确 25 项重点任
务，补齐巩固衔接短板弱项。聚焦
产业和就业两个关键促进增收，脱
贫人口及边缘易致贫人口公益性岗

位 在 岗 1602 人 ，超 年 度 目 标 任 务
139 人；全区实现有就业意愿的脱贫
劳动力就业 11985 人，超过市级目标
任务 264 人。持续推进产业到户奖
补，落实奖补资金 529.5 万元。分批
次下达财政衔接资金 7780 万元，落
实项目 177 个，开工率 100%。完成
消费帮扶购销 9620 万元、完成年度
目标的76.7%。

内外兼修
和美乡村宜居宜业

统筹推进乡村建设。坚持点上
示范、区域带动、全域推动，探索“村
（社区）+美丽院落+院落制”模式，
深入实施 6 个乡村振兴重点示范区
域整治，落实示范院落整治项目 30
个。开展“三清一改”和“五清理一
活动”，推进美丽乡村微组团、片区
化发展。全面开展农村户厕调查摸
底，摸准 35.7 万户户厕需求，合理制
定改厕计划；下达 2022 年农村户厕
改 造 计 划 2103 户 ，完 成 改 造 1682
户。落实长江经济带发展资金 1875
万元，全面完成农村入户道路150 公
里建设。

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聚焦提
升党建引领力、自治能动力、法治
保障力、德治感染力“四力提升”，
开展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
示范。建立乡村治理联席会议制
度，制定清单制、院落制、积分制
实 施 方 案 。 提 炼 总 结“ 院 落 制 ”

“党群驿站”工作法“五小工作法”
等乡村治理典型经验，打造慈云凉
河村、珞璜合解村、吴滩郎家村等

“1 镇 10 村”数字化试点。以积分
制为抓手，建设江津区乡村治理数
字 化 管 理 系 统 ，在 先 锋 、石 门 李
家、贾嗣龙山等镇村进行试点。

乡村振兴进行时

村美民富产业旺 乡村振兴谱新篇
——2022年前三季度江津区农业农村工作综述

航拍德感生姜种植基地 通讯员 陶亚克 摄

区领导带队巡查复兴河
本报讯 （通 讯 员 侯昌令） 10 月 26 日 ， 区 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黄丁带队前往四屏镇，实地巡
查复兴河江津段综合治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并召
开河长制专题座谈会。

黄丁一行实地走访巡查了复兴河水质及日常
管 护 、 河 面 保 洁 等 情 况 。 在 随 后 召 开 的 座 谈 会
上，区河长办通报了复兴河江津段综合治理工作
情况，柏林镇、蔡家镇、四屏镇汇报了河长工作
开展情况。

黄 丁 对 复 兴 河 治 理 保 护 成 效 给 予 充 分 肯 定 。
他 指 出 ， 要 认 真 学 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 深
学 笃 用 习 近 平 生 态 文 明 思 想 ， 抓 紧 抓 实 抓 好 河
长 制 工 作 落 实 ， 切 实 做 到 守 河 有 责 、 守 河 有
方 、 守 河 有 效 ， 多 措 并 举 管 住 水 、 护 好 岸 ， 切
实 筑 牢 生 态 屏 障 ； 要 细 化 完 善 保 护 措 施 ， 健 全
工 作 台 账 和 问 题 清 单 ， 认 真 梳 理 复 兴 河 江 津 段
流 域 的 生 态 隐 患 ， 采 取 针 对 性 措 施 ， 及 时 解 决
突 出 问 题 ， 推 动 复 兴 河 流 域 水 质 持 续 向 好 ； 要
压 实 主 体 责 任 ， 紧 盯 复 兴 河 水 质 管 理 Ⅲ 类 目
标 ， 强 化 联 动 监 管 ， 做 好 生 活 污 水 处 理 等 重 点
领 域 防 治 ， 加 快 补 齐 基 础 设 施 短 板 ， 努 力 从 源
头上减少污染。

区委非公经济和社会组织工委

2022年第二次委员会议召开
本报讯 （记 者 胡耀方） 10 月 27 日 ， 区 委 非

公 经 济 和 社 会 组 织 工 委 2022 年 第 二 次 委 员 会 议
在 区 行 政 中 心 召 开 。 会 议 专 题 学 习 了 党 的 二 十
大 报 告 中 关 于 非 公 党 建 工 作 的 重 要 论 述 ， 研 究
审 议 了 《区 委 非 公 经 济 和 社 会 组 织 工 委 运 行 制
度 （修订稿） 》，安排部署了下一阶段工作。

会议指出，全区非公领域各级党组织和全体
党 员 要 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为 契 机 ，
紧 盯 工 作 目 标 ， 在 落 实 落 细 基 本 任 务 上 再 下 功
夫；紧跟新的趋势，在提升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
建工作质效上再下功夫；紧抓责任落实，在凝聚
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上再下功夫。

会议强调，区委非公工委各委员单位和有关
镇 （街 道）、 工 业 园 区 ， 要 把 非 公 党 建 工 作 与 业
务工作同研究、同部署、同落实，推动全区非公
经济组织、社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党建工作高质
量发展，为江津区高质量建设同城化发展先行区
提供坚强的组织保障。

区 委 常 委 、 组 织 部 部 长 钟 红 兵 出 席 会 议 并
讲话。

“我为同城化发展作贡献”实践活动微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