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马瑗）今年 6 月是第 22 个全国

“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

急”。5 月 31 日，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冉启明主

持召开会议，对 2023 年全县“安全生产月”活动进

行动员部署。

会议指出，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意义

深远，认真组织开展各项活动，旨在弘扬安全发展

理念，全面提升全民安全素质，有效防范和遏制重

特大事故发生，推动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向好，为石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的安

全生产环境。

会议强调，“安全生产月”期间，全县各级各部

门要联动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安全宣传“五进”、

最美应急人宣传、企业主要负责人“五带头”等活

动，通过线上线下多种宣传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和

从业人员宣传安全政策法规、宣传安全应急科普

知识、解答群众关心问题，在全社会营造“人人讲

安全 个个会应急”的浓厚氛围；要加强应急避险

知识和技能宣传培训，建立健全应急方案，广泛开

展应急演练，全面提升社会公众安全意识和应急

避险能力；要层层压实责任，层层推动落实，坚持

源头防范、系统治理、专项整治相结合，强化督查

检查，扎实做好问题整改，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安全。

我县部署2023年“安全生产月”活动

本报讯（记者 王秦）5 月 31

日，按照全市统一部署要求，我

县挂牌成立了县疾病预防控制

局。副县长何德华出席仪式。

据了解，市疾病预防控制

局于 5 月 25 日挂牌成立。按照

全市统一部署要求，各区县疾

病预防控制局于 5 月底全部挂

牌成立。我县进一步完善疾病

预防控制体系，整合有关职责，

在县卫生健康委增设疾病预防

控制科，加挂县疾病预防控制

局牌子，主要承担疾病预防控

制、传染病疫情应急处置、公共

卫生监督等工作，管理县疾病

预防控制中心。

县 卫 生 健 康 委 负 责 人 表

示，我县将进一步加强党对疾

控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预防

为主，健全多渠道、智慧化监

测预警机制，形成常态、应急

兼顾的监测预警体系；坚持夯

实基础，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

理、监督体系，加强疾控能力

和队伍建设，全面提升专业能

力水平；坚持系统统筹，严格

落实“乙类乙管”常态化防控

措施，确保疾控体系改革和疫

情防控工作有序衔接，在维护

人 民 健 康 、保 障 公 共 卫 生 安

全、助力全县高质量发展等方

面彰显新作为。

县疾病预防控制局挂牌成立

本报讯（记者 马瑗）5 月 31 日，我县召开地质

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推进会，认真贯彻落实市委、

市政府部署要求，织牢织密全县地质灾害安全防

护网。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冉启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

根据县气象部门预报，5 月 29 日夜间到 6 月 4

日，我县进入多雨时段，将出现三次明显降雨过

程。县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发

布了地质灾害Ⅳ级预警。会议强调，各乡镇（街

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批

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严格落实“属

地、属事”责任，坚决克服侥幸心理，杜绝麻痹思

想，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地质灾害防

治防范工作。

会议强调，各乡镇（街道）、县级有关部门和单

位要专题研究部署地质灾害防治防范工作，把情况

摸清、把问题找准、把责任压实、把措施落细；要切

实做好雨前排查、雨中巡查、雨后核查，加强隐患点

以及农村房屋前后边坡、学校、场镇、居民集中区排

查，建立监测台账，分级分类管控；要加强会商研

判，及时发布预警，明确应对措施，做好各项情况应

急处置；要加密汛情灾情险情监测频次，提高预报

精度，建立预警信息叫应工作机制，确保预警信息

到村到户到人；要及时做好受威胁群众“提前避让、

主动避让、预防避让”转移工作，提前转移受威胁群

众，最大限度规避风险。

全县地质灾害防范应对推进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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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铭晨物

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龙华

锋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0024******U2Y70，注册地：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万安

街道万寿大道157号。

县人力社保局接到劳动者

刘某某关于石柱土家族自治县

铭晨物流有限公司拖欠工资的

投诉后，先后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2022 年 7 月 5 日向该单位送

达了《劳动保障监察调查询问

通知书》（石人社监询〔2022〕18

号）、《劳动保障监察限期整改

指令书》（石人社监令〔2022〕26

号），要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铭

晨物流有限公司相关人员到县

人力社保局就劳动者投诉事项

进行说明举证，并接受调查询

问。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铭晨物

流有限公司逾期未前来接受询

问和提供资料。2022 年 9 月 14

日，县人力社保局依法对石柱

土家族自治县铭晨物流有限公

司作出了《劳动保障监察行政

处 罚 决 定 书》（石 人 社 监 罚

〔2022〕2 号），就妨碍公务情形

实施行政处罚。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铭晨物

流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对严

重欠薪失信行为的责任主体实

施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第二

条第（三）项“因欠薪行为被县

人力社保部门给予行政处理或

者行政处罚，或拒不履行限期

整改指令的”、第（四）项“无理

抗拒、阻挠县人力社保部门及

相关主管部门对工资支付情况

监督检查和欠薪案件调查的”

规定的严重欠薪失信行为。

存在严重欠薪失信行为的单位（十）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通讯员 肖红 文/图）

眼下，正是水稻生长和管护的关键时期。连日

来，县农业农村委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

“把脉问诊”，查看秧苗长势，开展病虫害专项调

查和动态监测，指导种植户科学实施水肥管理、

病虫害防治，力促水稻丰产丰收。

“从今天现场调查结果来看，我们在部分

水稻稻秧上发现了稻飞虱、二化螟、条纹叶枯

病等症状，如果不及时防治，将影响稻秧正常

生长和水稻产量。”近日，县农业农村委农技专

家李义江、彭家顺等，走进西沱镇黄角岩村、西

山村的水稻种植基地，发现部分水稻稻秧发生

了病虫害，随即指导农户针对性开展病虫害防

治工作。

据介绍，今年我县共种植水稻 18.4 万亩。

近段时间，县农业农村委的农技专家还分别前

往下路、三河、鱼池、南宾等乡镇（街道）的水稻

种植基地“巡诊”，指导农户实时开展农作物田

间管理。

每到一地，农技专家们针对水稻前期病虫

害发生状况、防治时间、防治用药、喷施方法等

向农户作详细讲解，指导大家重点做好水稻二

化螟、纵卷叶螟、稻飞虱、褐飞虱等病虫害防治，

要求大家准确掌握水稻早期病虫害发病动态，

进行集中统防统治，并提醒农户在汛期密切关

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田间排水沟加固和清淤

工作，谨防洪涝灾害对水稻生长造成不利影响。

在鱼池镇团结村高标准农田水稻种植基

地，水稻种植业主乔双发今年通过组建公司，种

植有机水稻1500亩。他说：“有农技专家和农技

人员的科学指导和跟踪服务，让我对今年的粮

食稳产稳收充满信心。”

“由于在春耕前期早规划、早动员、早落实，

加大了技术指导力度，当前，各乡镇（街道）的水

稻稻秧长势良好，但病虫害防治不能松懈。”农

技专家们表示，要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持

续跟进不同阶段的农作物苗情，开展零距离技

术指导服务，为我县粮食稳产增收“保驾护航”，

保障粮食生产安全。

农技专家深入田间“把脉问诊”助丰收

农技专家和农技人员在稻田“巡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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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远琴 王秦）5月

29 日，北及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

县职教中心校企合作交流座谈会召

开，就开展直播人才职业培训合作

进行洽谈。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向兵出席座谈会。

据了解，北及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全国签约主播4000人以上，综合实

力较强。公司拥有专业的直播运营团

队和短视频运营团队，从舞蹈培训、化

妆教学、声乐教学、表演课等多方面培

养艺术人才。公司于今年5月与我县

达成合作意向，在县职教中心投资建

设线下直播人才孵化基地。

北及星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依托直播人才孵化

基地，引导石柱县直播行业人才良

性发展，努力把石柱县建设成西南

地区网红城市；在此基础上，以石柱

为中心，建设覆盖重庆及西南地区

的直播人才孵化基地，带动旅游业、

酒店业等多个行业发展，为石柱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传媒力量。

向兵对北及星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有关负责人的到来表示欢迎。他

说，石柱交通区位优势明显，生态环

境优美，土家文化氛围浓厚，是开设

直播人才孵化基地的绝佳选择。培

育更多直播人才不仅能提升石柱文

旅产品的知名度，更是通过网络赋

能石柱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

举措。他表示，石柱将不遗余力支

持直播孵化基地项目建设，全心全

意做好服务企业工作，加强沟通对

接和工作落实，把石柱建设成为企

业人人向往的投资热土。

我县有望开设线下直播人才孵化基地

本报讯（记者 黄锐 通讯员 胡

良 军）“ 秧 好 一 半 禾 ，苗 好 七 分

收”。插秧是整个水稻生产的关键

环节，是实现水稻高产栽培的重要

因素。近段时间，桥头镇抢抓农

时，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种植，加

快水稻栽插进程，以农业机械化推

进农业现代化发展。

5 月 30 日，在桥头镇野鹤村农

机驾驶员驾驶着旋耕机和插秧机

在田间来回作业，不一会，田里便

插满了稻秧，一派繁忙的农业生产

景象。

村民马某说：“驾驶员开展机

械化插秧，我们后面补漏补缺就行

了。这样不仅提高了插秧效率，人

也很轻松。”

“今年，我们开展社会化服务，

引进了旋耕机和手扶式小型插秧

机。旋耕机每天可插秧 30 亩至 50

亩，手扶式小型插秧机每天可插秧

10 亩左右。”桥头为民服务中心负

责人说，农业机械化让农民告别了

人工插秧的耕作模式，大大减轻了

村民劳动强度，在抢抓农时方面具

有绝对优势，深受大家好评。

近年来，桥头镇持续推进山地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服务，农机装

备得到进一步提档升级。今年，桥

头镇种植水稻面积 7000 多亩。为

抢抓农时，确保插秧工作顺利开

展，当地政府还邀请农技专家深入

田间，对水稻病虫害防治、水肥等

进行技术指导，为今年水稻增产丰

收打下坚实基础。

“通过采取农业生产机械化、

专家实地指导、政府跟踪服务等措

施，进一步保障粮食生产安全，确

保全年粮食丰产农民增收”桥头镇

农业服务中心负责人说。

桥头镇：

机械化插秧为水稻种植按下"加速键"

本报讯（记者 王睿）近日，

记者从县水利局了解到，经过一

年半的施工建设，目前崔家坪水

库已经进入坝体浇筑中期阶段。

崔家坪水库项目位于悦崃

镇和鱼池镇交界处，地处悦崃河

右 岸 一 级 支 流 刘 家 河 上 游 河

段。崔家坪水库是一座以农业

灌溉和农村人畜饮水综合利用

的小型水库，水库总库容为 520

万立方米，工程初设批复总投资

2.96 亿元，施工总工期 26 个月。

工程建成后，可解决桥头、龙沙、

悦崃、三益 4 个乡镇 11 个村 2.7

万亩耕地灌溉和 1.65 万居民以

及11.37万头牲畜的饮水之需。

据介绍，该水库由枢纽工程

和灌区工程两部分组成，其中枢

纽拦河坝为堆石混凝土重力坝，

坝轴线长为 125 米，坝顶宽为 6

米，坝顶高程为 1017 米，水库正

常蓄水位为 1013 米，最低基建

面高程为969.5米。

崔家坪水库作为我县重点

项目之一，水库的修建对优化我

县水资源配置、改善灌区农业灌

溉条件，促进农业综合发展、灌

区增收致富、构建和谐社会、推

动当地城乡统筹发展和促进县

域国民经济发展等方面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作用。大坝采用了

堆石混凝土工艺，为我县首次运

用在水利工程中的新技术，具有

工艺简便、节省投资等特点。项

目于 2021 年 12 月开工，2022 年

10 月完成大坝基础验收，11 月

开始大坝坝体浇筑，截至目前，

大坝浇筑已进入中期阶段，高度

达到 20 米、高程为 990.5 米，满

足安全度汛要求。

崔家坪水库进入
坝体浇筑中期阶段

本报讯（记者 陈静）5 月 31

日，市水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

卢峰带领市水利局水利发展中

心、建设处、规计处及市水投集

团相关人员调研我县水利工程

建设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副县

长石华参加调研座谈。

调研组先后前往悦崃河悦

崃镇重点河段治理工程、崔家坪

水库工程现场，实地了解我县中

小河流综合治理、水生态修复、

农村小型水利供水工程等工作

情况。

座谈会上，调研组听取了我

县水利工作情况汇报。与会人

员进行了交流发言。卢峰要求，

要坚持“稳进增效、除险清患、

改革求变、惠民有感”的工作导

向，深化改革，赛马比拼，不断

加快水利现代化发展步伐。要

多谋善谋，立足实际，抢占先机

谋划项目，积极争取上级支持，

精准谋划一批好项目；要全面梳

理全年目标，对照工作任务目标

要求，查漏补缺，落实推进措

施；要加快推进工程建设，做好

水旱灾害防御、生产安全、水资

源安全等工作；要加强水土保持

工作，坚持水岸共治，改善流域

水环境，力争打造河畅、水清、

岸绿、景美、人和的水系生态环

境，实现产业发展和百姓致富和

谐统一。

石华对市水利局长期给予

石柱的关心、支持和帮助表示感

谢。他希望市水利局一如既往

关心石柱发展，在立项争资、重

点项目建设等方面给予石柱更

多政策支持和专业指导，助推石

柱水利事业发展取得新成效。

市水利局领导来我县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