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隆太良 文/图）

丽质生身菜圃中，少时葱绿老来

红。时下，走进悦崃镇辣椒种植示

范基地，放眼望去，一垄垄色泽饱

满的辣椒缀满枝头，十分惹人喜

爱。椒农们顶着烈日采摘辣椒，脸

上露出收获的喜悦，一幅火热的丰

收景象和生机勃勃的“产业兴旺”

画卷映入眼帘。

由于悦崃镇气候、土壤等自然

条件适宜，种植辣椒历史悠久，加之

椒农们精耕细作、科学种植，所产辣

椒具有色红、肉厚、油多等特点，其

独特的品质倍受市场青睐。

乡村振兴，产业先行。近年来，

悦崃镇以党建为引领，以市场为导

向，一直将辣椒作为传统特色产业

发展，把“小辣椒”打造成助推乡村

振兴的“大产业”。

为让小辣椒“远走他乡”，助

力椒农就地增收，悦崃镇辣椒专

业 合 作 社 不 仅 负 责 种 植 技 术 指

导，还负责市场销售，让广大椒农

不愁销路，吃下了发展辣椒产业

的“定心丸”。

在 悦 崃 镇 党 委 政 府 的

组织发动下，今年春季，全

镇各村（社区）的群众共种

植辣椒 6208 亩，打造出 1 个

100 亩以上的县级示范基地

和 2 个 50 亩 以 上 的 镇 级 示

范基地。

如今，小小辣椒映红了

田间地头，也映红了农民群

众的增收致富路。年过花甲

的范玉梅是悦崃镇蜜红村大

田组的村民，今年她家种植

了5亩辣椒。

“ 我 们 有 保 底 收 购 订

单，种植出来的辣椒，只要

符 合 辣 椒 专 业 合 作 社 的 收

购标准，采摘多少就收购多

少。按照目前的收购价格，

亩产值有 3500 元。”谈到发

展辣椒产业的收入，范玉梅老人

喜 上 眉 梢 ，笑 称 辣 椒 就 是“ 致 富

椒”。

春发其华，秋收其实。在悦崃

镇水桥村的辣椒种植地，一垄垄成

熟的辣椒有的躲在枝叶间，有的红

灿灿连成一片。连日来，辣农们来

回穿梭在辣椒丛中，收获着一年的

希望。他们一掐一放，不到两个小

时，红彤彤的辣椒就装满了背篓，大

家边采边聊，辣椒地里不时传来欢

笑声和交谈声。

“我镇的辣椒不仅产量较高，而

且绿色无污染，既可以鲜食，还可以

腌制辣椒，磨制辣椒酱，干制调味粉

等。每年市内外的辣椒客商早早就

来预订干辣椒了。”悦崃镇相关负责

人说，通过不断完善辣椒产业链，巩

固发展辣椒这一特色产业，为乡村

振兴增添了新动力。

辣椒丰收季 村民采摘忙

村民在采摘辣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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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马瑗 文/

图）2023年8月15日是首个全

国生态日，活动主题是“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8 月 15

日上午，县生态环境局携手万

安街道走进石柱排水公司，参

观环保设施，学习环保知识。

活动中，石柱排水公司

讲解员围绕污水处理工艺、

流程、运行状况、出水水质排

放标准、各构筑物和设备的

工作原理进行了深入浅出、

通俗易懂的讲解，针对大家

在“零距离”目睹污水由浊变

清的过程中提出的问题进行

了逐一解释。

活动结束后，大家纷纷表

示，通过此次参观，对污水处理

厂的工作理念、工艺设备、水体

净化、水环境治理保护等方面

有了一定的了解。看着城市污

水历经10多道复杂处理流程，

他们加深了爱护水资源的环保

意识，体会到了“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

县生态环境局职工说：

“城市污水处理要经过这么繁

琐的程序，才能达标排放，这

让我深刻地认识到节约用水

的重要性。特别是作为生态

环境保护工作者，我更要带头

践行文明、健康、环保的生活

方式。今天是全国生态日，在

此，呼吁大家积极主动参与环

境保护，践行生态文明理念，

共同建设美丽石柱。”

县生态环境局开展
“全国生态日”活动

县排水公司职工介绍处理后的污水与自来水的差别

本报讯（通讯员 谭小华 马春

玲 文/图）初秋的七曜山，天高云

淡，风和日丽。行至沙子镇卧龙

村一生态修复项目地可以看到，

一行行烤烟、辣椒长势良好，整齐

地排列着，犹如“诗行”一般镶嵌

在大地上。很难想象几年前，这

里还是一片乱石遍地、荆棘丛生

的废弃矿场。这仅是我县开展历

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工作的一个

缩影。

据了解，为进一步落实矿山生

态修复工作要求，盘活废弃土地

资源，把废弃矿山治理变成良田，

助力群众增收致富，提升群众“幸

福指数”，县规划自然资源局按照

相关要求，编制了《石柱土家族自

治县武陵山片区矿山生态修复项

目实施方案》，并于 2022 年初投资

952 万元，对 15 座历史遗留矿山实

施生态修复。2022 年底，修复工

作全部结束。

据悉，县规划自然资源局充分

结合 15 座历史遗留矿山分布情况，

考虑区域接近、生态问题类似等因

素，将其划分为沙子片区、马武片

区、大歇片区 3 个片区，通过灾害

及隐患防治、土地回填、生态绿化、

地形地貌恢复等手段实施修复。

具体包含三方面内容：一是以恢复

耕地为目标，实现数量与质量双提

升。按照宜耕则耕原则，采取废渣

清运、土壤改良、整修田间道路、配

套灌排设施等措施有效提升复垦

耕地质量等级，恢复耕地 48 亩。二

是以修复生态为目标，改善乡村生

产生活环境。将消除矿山生态问

题作为治理的主要内容，消除地质

灾 害 安 全 隐 患 14 处 。 同 时 ，以

“草+灌+乔”种植模式恢复林地

131 亩，改善村庄景观，恢复土地资

源，重构植被环境，增强水土保持

功能。三是以盘活土地资源为目

标，推进产业发展和农民增收。通

过矿山转型利用，办理临时用地，

解决用地需求 9 亩。通过恢复耕

地、林地，产生生态地票 89 亩，预

计收益约 1780 万元。

“矿山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极

大地改善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环

境，其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也日益显

现。”县规划自然资源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前裸露的荒山荒坡再次披

上了“绿装”，地质灾害隐患也得到

有效治理，所形成的平坦耕地成为

沃土，真正实现了“废弃矿山”变“绿

水青山”。

（相关报道见第4版）

我县15座废弃矿山再现“绿水青山”

卧龙村废弃采石厂长出“金叶子”

重报消息（记者 黄乔）为进一步规范

重庆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推动城

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发展，8

月14日，市人力社保局、市财政局、国家税

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联合发布《关于进一

步规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有关工作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根据《通知》规

定，参保人申请补缴或一次性缴费，60 周

岁后完清缴费的，从完清缴费的次月起发

放基本养老金。

《通知》明确了 5 个方面的内容：一是

规范参保人员待遇领取条件及特殊情况的

处理方式；二是明确年满60周岁人员补缴

后的待遇发放时间；三是明确办理领取待

遇手续前死亡的参保人员应享受的权益；

四是明确领取待遇人员信息变更后，养老

待遇发放的处理方式；五是明确领取待遇

人员在服刑期间或者服刑期满后，养老待

遇发放的方式和标准。

具体来讲，《通知》首先提出，符合领

取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养老金的缴

费年限条件，根据参保人从其户籍所在地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试点之月距其

年满60周岁的年限，分为下列两种情形：

一是不足 15 年的，应逐年缴费，累计

缴费年限可不满足15年。未逐年缴费的，

应补足缴费。逐年缴费（含补缴）后可一

次性缴费至 15 年。二是超过 15 年（含 15

年）的，累计缴费年限应不少于 15 年。缴

费年限不足15年的，应对未缴费年度进行

补缴至累计缴费年限达到15年及其以上。

《通知》规定，补缴按未缴费年度对应

的缴费档次缴纳。一次性缴费按申请时上年度的缴费档次缴

纳。同时，补缴不享受政府补贴。一次性缴费按规定享受政府

补贴。补缴和一次性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到账后按规定计算个人

账户利息。

《通知》还提出，已领取基本养老金的参保人，不再办理补缴

和一次性缴费业务。参保人申请补缴或一次性缴费，60 周岁后

完清缴费的，从完清缴费的次月起发放基本养老金。

新闻案例>>>
案例一：

李某，1963 年 9 月出生，户籍地荣昌区。2011 年、2012 年、

2018 年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2023 年 9 月年满 60 周岁。如何

才能认定达到领取待遇条件？

解析：荣昌区城居保试点时间为2011年4月。李某2011年48

岁，年满60周岁时应缴费年限13年，符合“试点之月前距60周岁

不足 15 年的，累计缴费年限可不满足 15 年”规定，但应“逐年缴

费”。李某 2011、2012 和 2018 年已缴费，补缴 2013—2017、2019—

2023年度养老保险费后即达到领取待遇规定的缴费年限。

假设李某想通过多缴几年提高待遇水平，可以在完成应缴

未缴年份补缴后，按申请时上年度缴费标准一次性再缴 2 年，缴

满15年即可。

案例二：

王某 1964 年 1 月出生，户籍地万州区。2009—2019、2023 年

缴费。如何认定达到领取待遇条件？

解析：万州区城居保试点时间为 2009 年 9 月。王某 2009 年

45岁，按照规定，王某缴费必须达到15年。

王某 2024 年 1 月年满 60 周岁时，应缴费年限为 16 年。现已

缴费 12 年，还差 3 年才达到领取待遇条件。即：王某应在 2020、

2021、2022、2024年中选择3个年度或3个年度以上进行补缴才能

达到领取待遇条件。

（来源：《重庆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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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罗远琴 周伟）8 月 15 日，县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秦荣华、冉雪梅、彭德金带领县人大

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以“检查+座谈”的形式，深入乡

镇对《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的贯彻落实情况

开展执法检查工作。

当天上午，检查组先后前往桥头镇和中益乡，

调研农文旅融合发展、万企兴万村、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等工作。

在座谈会上，检查组听取了有关单位关于《重庆

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报告，检查组成

员围绕各自领域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检查组认为，近年来，我县紧紧围绕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总目标，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通过

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加强资源要素保障、助力乡村

产业发展、打造生态宜居环境、完善乡村治理体系

等工作举措，不断推动“三农”高质量发展。检查组

强调，接下来，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重庆市乡村振

兴促进条例》，切实把“条例”确定的重大原则、重要

制度、重点要求落实到“三农”工作各方面全过程，

扎实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细；要进一步健全完善基

础设施投入长效保障机制，强化资金保障，加强阵

地建设，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让群众享有更多获得

感；要进一步挖掘各地资源禀赋，发挥独特优势，因

地制宜，走出一条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路子；要加大

新型经营主体和龙头企业培育和引进力度，充分发

挥“新农人”的示范带头作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

结机制，让“小农户”对接“大市场”。

县人大常委会开展《重庆市乡村振兴促进条例》执法检查

本报讯（记者 周伟）8月16日，在

全市召开森林防灭火工作会后，我县

随即召开会议，安排部署相关工作。

副县长石华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长期以来，我县高度

重视森林防灭火工作，各项工作措施

落实到位。目前，森林防灭火形势总

体稳定，但当前正处高温天气。全县

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森林防灭火

工作面临的严峻形势，持之以恒抓好

森林防灭火工作，坚决守住安全底

线。

会议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

位，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麻

痹思想、厌战情绪、侥幸心理，抓紧

补齐短板弱项，确保面临险情能全

面迅速做出反应；要严格落实森林

防灭火各项措施，进一步强化人员

调度、场所管控，坚持人民至上、生

命至上，防范化解火警火情，确保森

林防灭火形势稳定；要严格落实属

地责任、行业责任、主体责任、个人

责任，强化督查督导，加大依法打击

力度，一旦发生火情从严从重追究

责任，确保“山有人管、林有人护、火

有人扑、责有人担”。

全县各乡镇（街道）、相关部门单

位有关负责人参加会议。

我县安排部署森林防灭火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