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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大足“母城”，近年来，大足区龙岗

街道大力实施文化植入工程，推动老旧小

区“提环境、补功能，亮文化、留记忆，强管

理、重服务”。改造后的老旧小区不仅在便

民设施上提档升级，还让人感受到大足浓

厚的历史底蕴和人文气息。

植入优秀传统文化植入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进来的这个门是德门，待会我们

将从福门出去。”6月4日，龙岗街道学坝街

社区党委副书记李易介绍说。一进德福小

区，右边有一个浮雕宣传栏，上面写着：积

石成山、厚德载物，并点明了这个小区的主

题——上善若水、积德修福。

德福小区的文化植入不仅有赵智凤刻

石追孝，还融入了《孔融让梨》《孟母三迁》

《燕山教子》《季札挂剑》《巨伯重义》《弈秋

授棋》等体现礼义孝廉等传统文化的故事，

注重引导居民不断规范言行，树立正确的

价值观。

记者在现场看到，安徽桐城“六尺巷”

的历史故事也出现在德福小区。

“在小区改造前，邻里关系不和睦，进

门这里有一堵墙。”龙岗街道党工委委员、

组织委员胡媛媛介绍说，“老旧小区改造

时，街道工作人员、乡贤、党员及业委会人

员在小区议事厅多次商议，以‘六尺巷’的

历史典故解开群众心结，最终同意拆掉围

墙，建设文化小区。”

“‘六尺巷’的典故时时提醒大家，邻里

之间要和睦谦让、互帮互助，引导大家要有

宽广的胸怀。”学坝街社区党委书记杨宏成

说，“小区里的所有文化故事都体现了美好

品德。”

当天，81岁的小区居民胡才秀正在健

身器材上锻炼身体。“我在这里居住了30

年了，小区改造后焕然一新，生活环境美

了，文化氛围浓厚，便民设施升级，大家的

精神面貌都不一样了。”她说。

再现小区年代记忆再现小区年代记忆

龙岗街道新堤河街的邮政局家属院，

修建于20世纪90年代。经过了几十年的

岁月侵蚀，这个家属院已经变得十分老

旧。乱七八糟的网管、坑坑洼洼的路面、乱

停乱放的车辆……这些都曾让居民们怨声

载道。

2021年，邮政局家属院被纳入大足区

老旧小区改造工程范围。龙岗街道以此为

契机，挖掘邮政小区的历史文化，同时收集

了民情民意，通过居民的集体记忆来还原

群体记忆，激发小区居民的认同感。

邮政家属院的改造以邮电文化为主

题，运用“贝贝讲故事”和“雁雁奔未来”两

大板块来打造小区文化。走进邮政家属

院，映入眼帘的便是围墙边上的鸭子形象

“贝贝”，它和“雁雁”都是邮电文化的代言

人。

“‘贝贝’讲的第一个故事就是《烽火戏

诸侯》。这个故事中的烽火台通信，就是我

国邮政早期官方形式的最好佐证。”李易介

绍说，之后用的是通信兵传递信息，第二个

故事《十二道金牌》就是代表。

邮政家属院的围墙上，不仅展示了“大

龙邮票”“大足石刻邮票”发行的历史印记，

还介绍了大足“龙尾驿”的历史片段。成都

有龙泉驿，大足有龙尾驿。当时驿站的设

置就是用来安置邮差衙役的，清末邮电业

兴起后，驿站废置，龙泉驿则随之成为历史

地名，龙尾驿在清宣统年间设乡建制，取名

为邮亭。

改造后的邮政家属院还展现了二十世

纪七八十年代的邮电所，设计并布局与其

相关的雕塑、墙绘与小品景观等，再现当年

取汇款、接电话等场景，不仅让这里充满了

浓浓的“邮政情怀”，还让居民们有了“搬新

家”的幸福感受。居民刘尚英说：“住户大

多是以前邮政局的老职工，用邮政元素打

造的景观，符合这个家属院的风格，也让我

们老员工感到无比亲切。”

下足下足““绣花绣花””功夫功夫

不管是以“道德凝聚力量、文明传播希

望”为主题的德福小区，还是以“邮情传千

里 家书抵万金”为主题的邮政小区，龙岗

街道推动老旧小区综合整治提升下足了

“绣花”功夫。

记者了解到，让老旧小区“旧貌”焕“新

颜”的成功经验是：积极动员和组织居民全

程深度参与，推动实施一体化改造、多项目

集成，基本实现改造“一次性”到位，居民

“一致性”满意。

在实施老旧小区改造中，龙岗街道突

出历史文脉传承，以“外改”促“内化”。龙

岗街道通过辖区党员干部实地走访、登门

拜访、村（居）民群访等方式，深入挖掘本地

优秀传统文化，精心编制龙岗街道历史文

化植入总体方案，以景观小品、雕塑、墙绘

等形式精心打造示范文化主题小区。

与此同时，龙岗街道创新老旧小区物

业管理模式，变“他治”为“自治”。龙岗街

道党工委坚持党建引领，创新推出“432”

的物业管理模式，打破老旧院落间“有形的

墙”和利益主体间“无形的墙”，让居民真正

成为老旧小区改造的“主人翁”。

龙岗街道党工委书记霍应康介绍，龙

岗街道老旧小区改造坚持以“母城”文化为

依托，深入挖掘本地历史中与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相契合的“慈、善、孝、义、廉”“爱

国、敬业、廉洁、仁爱”等优秀传统文化，最

大程度保留老旧小区独具特色的格局和肌

理，力争在城市更新项目中再现历史经典，

还原大足故事。

如今，龙岗街道还因地制宜打造以“感

恩文化”“廉洁文化”“民族复兴文化”为主

题的多个老旧小区改造项目。霍应康表

示，下一步，龙岗街道将为辖区所有的老旧

小区植入文化元素，结合每个老旧小区不

同的历史背景，打造“亲民、亲切、亲近”的

特色小区。

据《新渝报》

留住历史文脉 再现城市记忆

大足区龙岗街道老旧小区“旧貌”焕“新颜”
新渝报记者 谭显全 李 海

初夏的一天下午，铜梁区虎峰镇纯古

村，大型农用无人机在田间缓缓升空——

这是土桥镇高垭村农润农机合作社跨区域

在开展社会化服务，采用无人机对该村高

标准农田进行水稻病虫害飞防作业。

连日来，铜梁区通过推广农机社会化

服务，对40万亩水稻开展集中统防统治，

保障粮食丰产丰收。

“小改大”助力机械化

在侣俸镇石河村，今年新改造的2000

多亩高标准农田，田间分布着多台智慧农

业设备。重庆市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张勇和技术人员正在此检查设备运

转情况。

为充分利用土地实现稳产高产，铜梁

区近年来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改造。

其中，通过“巴岳农庄”模式改造了3万亩

高标准农田。高标准农田改造后，小田变

大田，并配套建设了相应基础设施，让农田

耕作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大大降低了人工

成本，提高了土地利用率。

石河村是铜梁区推进“巴岳农庄”乡村

振兴试点建设的村之一。“巴岳农庄”模式

将土地、种子、技术、农资、品牌、销售统一

起来，将劳动密集型的种养环节按统一的

生产标准交由重庆市和丰农业科技有限公

司负责。不仅是无人机、插秧机此类农机

参与到社会化服务中，小型气象监测站和

耕地质量监测设备等智慧农机，也随着5G

网络普及向农村地区覆盖，为水稻生长提

供数据信息保障。

“每台智能设备都有数据收集器。它

把虫情、风速、湿度等数据实时反馈到后台

APP，管理人员可以远程查看农田的实时

情况。”张勇介绍，农田墒情、稻田害虫、空

气湿度等信息都可以通过设备监控。管理

人员通过后台数据随时采取相应措施，及

时对农田进行打药、施肥，让水稻夏管实现

了机械化，从而逐渐智能化提高稻田综合

种养收益。

从“小农户”到“大市场”

在铜梁，社会化服务贯穿了粮食产前、

产中、产后全过程，从种到收省力省心，保

障了粮食品质。

近年来，乘着高标准农田改造的“春

风”，土桥镇高垭村发展以粮油产业为主导

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为了实现水稻集约

化经营，村里组建起农机专业合作社，配备

无人机、旋耕机、收割机等农业机械，开展

无人机飞播、植保和机插机收，保障粮油收

成。

一开始，合作社只是在村里开展全程

机械化作业。后来，逐渐有邻村甚至邻镇

的农户和种植大户来求助。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通过社会化服务

委托来自其他镇的服务队参与无人机播种

和植保。”虎峰镇农服中心负责人王伟给记

者算了笔账，无人机每天防治病虫害的面

积是300多亩，效率比人工快几十倍，“此

次高垭村农机合作社服务面积达4000多

亩，3台无人机预计5天就能完成。”

社会化服务成了高垭村集体经济的一

大收入来源。今年，高垭村为镇内外提供

农机社会化服务面积预计超过1万亩，服

务收入预计超过40万元。

近年来，铜梁各村村集体纷纷建立各

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并逐步开始在农业

生产中运用农业机械，向社会提供农机社

会化服务以提高集体经济收入，逐步由“小

农户”向“大市场”发展，带动群众增收致

富。

千台农机参与社会化服务

记者从铜梁区供销联社了解到，铜梁

正在建立以全区供销社为主要平台，基层

供销社、社会企业、种植基地、农民专业合

作社等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体

系，推动实施农业社会化服务。

“目前，全区已有3000多台各式农机，

其中有近千台通过‘龙乡智治服务’农机共

享平台参与社会化服务，有力推动了全区

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铜梁区供销联

社主任张桂生介绍，下一步，区供销联社将

整合全区中大型农机、手扶式微型农机及

外来农机具等社会资源，在农机共享平台

上实行点单式服务，打通农机供需链接，跨

区域就近就便调配，确保农机不闲、农田不

空。 铜梁报记者 李慧敏

据《铜梁报》

铜梁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助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和丰农业工作人员检查设备运转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