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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渝西都市报记者 陈 巍）秀珍

菇作为一种群众喜爱的食材，市场的需求

量大。近年来，永川区何埂镇通过秀珍菇

“智慧菇房”建设，使秀珍菇告别了“靠天吃

饭”的传统生产模式，生产效率和产量得到

大幅度增长。

走进何埂镇秀珍菇生产基地的“智

慧菇房”，自动化的食用菌菌棒生产流水

线正高速运转，智能控制系统实时监测

食用菌生长数据，出菇房内密密麻麻的

架子一眼望不到头。相比传统种菇技

术，“智慧工厂”采用液体菌种的种菇新

技术，实现工厂化生产，全年出菇。重庆

市菌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曹继岗

介绍道：“我们引进了全自动生产线，大

大节约了劳动成本，菌种成活率大大提

高。引进之后，由原来的每人日产1000

袋，提升到现在日产5000袋以上，效率

提高了5倍，预计在2022年基础上，总产

量将提高30%。”

在出菇房，工人正在忙碌地采收秀珍

菇。不要小看这小小的空间，这里充满着

高科技，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等各项

参数通过手机远程就能查看控制，不仅提

高了种植效率，还保证了菌菇的生长质

量。“为了实现菌菇高质量生产，我们增加

了臭氧消毒仪、二氧化碳自动监测仪、温度

自动控制监测仪，满足食用菌生产所需要

的温度、水分、氧气，全部实现了自动化控

制。”曹继岗解释道。

近年来，何埂镇各地兴建的“智慧工

厂”让食用菌生产告别了“靠天吃饭”的

传统生产模式。依靠科技的赋能，现在

种蘑菇就像在工厂里生产零部件一样，

产出的高品质蘑菇，源源不断走上市民

的餐桌。下一步，还将继续提升园区生

产标准，争取把食用菌全产业链做精做

细，前端交给公司制作，家庭农场、合作

社只需要从公司拿菌包回去，“傻瓜式”

管理就可以了。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

永川“智慧菇房”告别“靠天吃饭”

本报讯（渝西都市报记者 张 玲）由市

纪委监委、四川美术学院、市美术家协会、

永川区纪委监委联合主办的“正气清风

——2023重庆市廉洁文化作品展”全市巡

展永川站在永川博物馆开展。9月12日，

永川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组织30余名党员

干部参观。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潘文峰到场

参观。

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孔萍、颜强到场

观展。

本次作品展围绕“廉洁文化”这一主

题，分为“丹青图志 铸魂涤心”“以美为

媒 激浊扬清”“观书鉴史 正心修身”三

个专题，精选涵盖书法、绘画、海报、视频

短片、绘本等多种艺术形式的 111幅作

品进行展览，参展作品种类多，作品风格

迥异，每一幅书画作品都饱含着对廉洁

文化的独特理解，展示丰富多元的艺术

风格。

观看过程中，区人大常委会机关的

党员干部在书法、绘画作品前时而驻足

停留，细细品味书法风骨，欣赏油画神

韵，领悟作品的艺术魅力和廉洁意蕴。

大家一致表示，此次书画展作品内容令

人振奋、促人警醒。大家要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加强道德修养，从思想上正本

清源、固本培元，不断筑牢拒腐防变思想

道德底线，努力打造人大常委会机关风

清气正政治生态。加强对机关工作人员

工作纪律和作风情况的日常监督检查，

严明纪律规矩，进一步强化机关党员干

部守纪律、懂规矩意识，引导鼓励督促干

部主动担当、积极作为，为永川打造双城

经济圈桥头堡、西部陆海新通道新枢纽、

现代化新重庆重要增长极贡献人大智慧

和力量。

区人大常委会机关党员干部参观“廉洁文化作品展”
潘文峰到场参观

环境治理效果更明显

朱沱镇是永川区首屈一指的长江

之滨大镇，辖区面积127.6平方公里，有

18个村（社区），人口近10万，与四川合

江县、泸县、重庆市江津区交界。

在朱沱镇政府多个部门工作过的

罗永平，老家在朱沱镇涨谷村，拥有丰

富的工作经验。今年7月，他被下派到

马道子村，这里与合江县白沙镇接壤。

来到这里后，罗永平发现村民环境卫生

意识差，喂养家禽、收晒农作物等影响

村容村貌。于是，他通过召开院坝会进

行宣传，入户走访巡查给予提醒、整改，

向镇市政管理部门汇报沟通及时清运

处理垃圾，垃圾入箱率大大提升，人居

环境大为改观。

在土地整理项目的实施和推进

中，罗永平发挥其能说会道优势，晓

之以理、动之以情，进行正面宣传解

释，让群众认识到土地整理项目的重

大意义，对于个别思想不通，政策不

明的群众，他逐户上门做通思想工

作，保障了土地整理项目的有序推

进。

“以前机关干部也到村开展过人

居环境治理的宣传，但时间短暂，机

关干部离开后一段时间村民又我行

我素，现在干部下沉网格，长时间驻

村开展工作，效果大不一样了。”马道

子村党总支书记张玉祥说，机关干部

下沉网格，工作推进力度和效果大大

增强。

乡村管理注入新活力

虽然下沉网格干部年龄偏大，但

他们好学上进，这给农村带去了一股

学习之风。据下沉网格管理员、机关

调研员徐光彬介绍，下沉网格干部为

了便于考核、管理，每天他们将考勤打

卡、工作打卡等内容，通过水印相机拍

照传入相关工作群，每天下午工作结

束后编辑一天“工作汇报”图文信息传

群，这让网格干部快速掌握了通讯编

辑等功能，人人争上“朱沱头条”成为

一种时尚。网格干部周英对村公益性

岗位日常考核进行细化和完善，创新

之举赢得好评如潮。“有时候，一个小

小的改变，可能带来大大的效果。”网

格干部周稳、周之云等表示，如果每个

网格干部都在各村发挥作用，那全镇

工作就会再上新台阶。

夏季汛期前，罗永平走访中发现不

少危旧房存在安全隐患且影响观感，于

是他逐一走访，将所有危旧房统计清理

建好台账，并与全镇其他下沉网格干部

一同行动，最终顺利地将35户（本村占

11户）危旧房进行了打包拆除，这既减

少了拆除成本，又减少了矛盾纠纷及上

访等。

下沉网格干部在反诈宣传中，用鲜

活的案例、接地气的语言进行宣讲，受

到百姓欢迎，有村民将罗永平院坝宣传

录制视频发抖音，增强了宣传效果。

该镇组织委员表示，下沉城市网格

干部主要负责网格市容市貌、秩序规范

等城市管理巡查。下沉农村网格干部

主要负责人居环境巡查，公益性岗位人

员履职督查；按照院落秩序公约标准，

具体推动每个院落建立清洁卫生公共

区轮值制度和排班表、拆除危房、鸡鸭

圈养、督促规范杂物堆放、建立问题清

单；开展留守老人、困境儿童、重残等重

点人员走访；进行违法用地巡查；开展

反诈宣传等相关工作。

干部管理使用更科学

“下沉网格干部起初思想并不通，

很多想的都是凭什么其他机关干部

坐在办公室，我却要天天下村去解决

琐事？”徐光彬说，下沉网格，首先是

工作地点导致车程增加，朱沱是大

镇，范围广，下沉网格干部下村去很

辛苦，大家需要互相理解。原则上，

下派时根据各村工作重难点，结合下

派干部的特长优势、对村的熟悉程

度，进行分配。同时，政府根据离场

镇远近，每人每天给予 10—20 元不

等的交通补贴。村里没有固定的食

堂，也少有餐馆，为解决机关干部下

沉村当网格员的吃饭问题，网格干部

可回政府食堂吃饭，没吃的给予相应

补贴。为提升下沉网格干部服务村

和社区发展的本领，政府组织开展下

沉网格干部例会、培训会；为让下沉

网格干部早日融入基层发展，采用了

下沉干部列席村“两委”会议方式，加

强沟通和协调，助推基层社会治理和

乡村振兴……

（下转4版）

机关干部沉下去 社会治理优起来
——朱沱镇探索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型组织纪实

渝西都市报记者 凌泽英

他 们 的 身 份 是 镇 政

府机关干部，但他们工作

与机关全部脱钩，工作目

标一致。

他 们 凭 着 丰 富 的 工

作经验和准确的政策理

解 ，活 跃 在 基 层 工 作 一

线。

这 就 是 朱 沱 镇 探 索

新时代“红岩先锋”变革

型组织建设中，坚持党建

统领，分流 38 名机关干

部下沉网格，实现扁平化

管理、矩阵式协同效果的

体现，推进基层社会治理

向善向美。

核 心 提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