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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保险金额、开展信贷担保服务、备足晚秋生产资金

重庆加大财政支持力度保秋粮丰收
8 月 13 日，向 20 个区县预拨 1000 万元补

助资金；
8月22日，紧急下拨3000万元中央自然灾

害救灾资金；
8月25日，再次紧急拨付4000万元；
……
连晴高温，对重庆的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

响。高温旱情叠加，如何应对？连日来，记者通
过在市财政局及相关区县采访发现，我市连续

“出招”，除累计拨付8000万元支持区县抗旱救
灾外，还通过提升农业保险金额、开展农业生产
信贷担保服务、安排充足资金用于晚秋生产等
财政“组合拳”，坚决保障秋粮丰收。

措施 提高主粮作物保险金额
效果 全市农业生产风险保障达395亿元

“还好今年投了玉米保险，不然真的要血
本无归。”8月 28日，开州区临江镇福德村，种
粮大户户月明望着成片干枯的玉米地，语气中
既有痛心也有庆幸。

户月明种了 80 亩玉米，是他收入的主要
来源，但今年的持续高温让他损失惨重。关键
时刻，农业保险发挥出了应有的作用。

户月明告诉记者，每亩玉米有 1100 元的
保额，玉米大面积受损后，保险公司开启绿色
理赔通道，第一时间为他预付赔款 7.92万元，
后续理赔流程将在整体定损后执行。

农业保险是国家一项重要的强农惠农富
农政策，在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维护国家
粮食安全和农业转型升级方面具有积极作
用。今年，为进一步提高农业风险保障水平，
市财政局会同市农业农村委等部门，加大主粮
作物保障力度，在全市产粮大县全面推行稻
谷、玉米、马铃薯等主粮作物完全成本保险，保
险金额分别提高至 1100 元/亩、1100 元/亩、
1240元/亩。

与此同时，我市还调整了财政与农户的保
费承担比例，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和产
粮大县投保农户，财政补贴比例由原来的75%
提高至 85%，农户自缴比例则由原来的 25%降
低至15%。

截至 7 月底，全市农业保险保费规模达
7.81亿元，为农业生产提供风险保障395亿元。

措施 积极开展信贷担保服务
效果 7月以来“信贷直通车”已发放政策

性担保贷款近1.8亿元

这段时间，唐仁利猪场的 1600 头生猪终
于不再“喊”渴。

唐仁利是江津区白沙镇黑石村的养殖大
户，2017年他投入600万元修建了近4000平方
米的猪舍，为解决生猪饮水，他还专门修建水
塔蓄水。

“高温天气持续不下，今年水塔里的那点

水根本不够。”唐仁利无奈地说，账上的钱都不
够买生猪的饲料，更不要说再修一座水井了。

了解唐仁利的情况后，村里的帮扶干部向他
介绍了市农业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重庆农担”）的“信贷直通车”专项担保产品。
这是一款由农业农村部组织推动，针对种

养大户、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企业等各
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生产而推出的政策性担
保贷款，金额范围为10万—300万元。

唐仁利在线上填写相关资料后，重庆农担
第四分公司工作人员立即上门办理业务，在勘
察水井位置、水管铺设线路等情况后，最终审
批通过60万元的贷款。8月中旬，唐仁利用部
分贷款修建了一座水井，并用剩余的贷款购买
了饲料，猪场内1600头生猪得以“吃饱喝足”。

据了解，7月以来我市“信贷直通车”已为
284户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政策性担保贷款资金
近1.8亿元。

市财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接下来将继续
同相关部门一起，探索建立农业经营主体信贷
担保需求名单制，定期汇总，常态化提供“信贷
直通车”服务。

措施 全力抓好晚秋生产
效果 已安排2亿元资金，做好农资调运，

确保第一时间开展晚秋生产工作

早秋粮损晚秋补。提升主粮作物保险金

额和积极开展信贷服务的同时，我市也备足相
关财政资金，用于增补晚秋生产。

今年，开州区竹溪镇平溪村新增了 1000
多亩再生稻。“目前全镇蓄留了 3000余亩再生
稻，为了保障稻田不缺水，我们还新修了堰
渠。”竹溪镇镇长张家红说。

开州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为确
保全区全年 58.38 万吨粮食生产目标任务完
成，开州区在抢收秋粮的同时，增蓄再生稻面
积，紧急拨付再生稻抽水抗旱补助资金 15 万
元，采购促芽肥 150吨，给予每亩 80元的蓄留
补贴，力争蓄留面积达10万亩。

在全市范围内，各级财政部门已安排 2亿
元资金，用于解决农作物因干旱受损和恢复晚
秋生产等方面的相关工作。

下一步，市财政局将安排充足资金，大力
支持农业农村部门，充分利用我市秋季温光资
源，千方百计扩大晚秋生产，同时做好种子、肥
料、农膜和柴油等农资的调剂调运，引导农民
雨后及时蓄水、翻耕空闲田土，确保第一时间
开展晚秋生产工作。

据了解，今年全市要在常年基础上再扩种
50万亩秋马铃薯，新发展50万亩秋菜，并因地
制宜发展果园套种等模式，扩大秋红苕、秋荞
麦等晚秋作物种植，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最后一
道防线。

《重庆日报》记者 苏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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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程颖） 8 月
29日，2022年湘鄂渝黔四省市政
协助推武陵山片区康养产业发展
合作联席会议在重庆市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举行，这是四省市政协
关于助推武陵山片区发展的第四
次合作联席会议。会议通过了以
助推武陵山片区康养产业发展为
主题的《石柱共识》。

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李民，湖
北省政协副主席彭军，贵州省政
协副主席张光奇，重庆市政协副
主席李静、王新强等出席会议。

会议一致认为，当前，武陵山
片区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
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新阶段，要
实现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关键在于推进产业全面振
兴。四省市应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的重大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
区域协同，有效发挥自身优势，整
合各方资源，积极担当作为，努力
推动康养产业成为武陵山片区经
济发展的重要支柱。

会议形成的《石柱共识》，主要
包括三方面内容：共同提升绿色生
态价值、携手推进文旅融合发展、
合力打造全国知名康养胜地。

《石柱共识》提出，要严格生
态保护，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理念，加强武陵山片区
生物多样性保护协作，持续推进
石漠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和废
旧矿山生态修复，共同守护好绿
色森林宝藏。科学利用资源，走
深走实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
的发展之路，打造森林康养产业
集群。积极争取支持，共同研究
提出武陵山片区重大政策需求，
努力争取国家部委政策倾斜。

要深挖人文内涵，重点对具
有代表性的民族文化资源、内容
形式，进行收集整理、实施严格保
护、加以合理利用，针对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四省市政协开展专题
调研、提出对策建议。深化文旅
共建，构建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业态互鉴、线路联通、整合营销、
抱团发展、互助共赢的新格局。加强政策协同，积极应对
疫情影响、市场竞争、产业风险，协商制定配套政策，稳住
武陵山片区文旅产业基本盘。形成品牌效应，重点打造武
陵山文旅融合和发展全域旅游示范区。

要提升基础设施水平，有序推进本片区“铁、公、水、
空”综合交通体系建设，进一步打通大通道、畅通微循环。
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围绕山地特色农业、绿色循环工业、民
俗文化旅游、自然生态康养等，延伸配套产业链条、形成产
业集群，建立产业园区。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围绕吃、住、
行、养、护、医，完善康养设施，让武陵山片区更加宜居、宜
游、宜养。提升宣传营销水平，依托全国政协、民革中央、
湘鄂渝黔四省市政协等举办的武陵山片区康养大会，唱响

“武陵康养，共建共享”主旋律。

彭水：“好协商”助力乡村“幸福花开”

通讯员 段战农 文/图

夏季是采摘金银花最忙碌的时节，看着建栏
村种植的金银花，花蕾挂在枝头，丰收在即，彭水
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石柳乡党政办工作人员冉玲
琳喜在心头。

一株株金银花，一头连接着村民致富增
收，一头连接着企业发展壮大，承载着乡村振
兴的希望。

“我们是石柳乡 2011年引进的台资企业，
选择海拔在 1200米温带半湿润半干旱季风气
候、土壤环境清洁无污染的石柳乡投资兴
业。现已建有金银花种植基地近 1000 亩，建

成标准化厂房 1000平方米，烘烤车间 5个、生
产线 1条。每年制作干花 15吨，产值 200余万
元，解决当地务工人员 5000人次，发放劳务工
资近 50 万元。”在彭水县政协副主席秦胜成
的一次调研中，重庆永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负责人王胜菊细数了近年来的发展成就。在
感慨的同时，也道出了当前遇到的一些发展
新难题：“企业还需扩大金银花产业种植和厂
房面积，烘干设备设施也需改造升级，但还缺
乏产业政策扶持，企业与租地村民还存在土
地遗留问题……”

调研后，秦胜成将企业反映的问题记了下
来，随后组织相关单位了解情况，并于 8月 26
日在重庆永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厂房，开展了
一次聚焦“发展金银花产业助推乡村振兴”主
题的“渝事好商量·彭事协商办”协商活动。

协商会上，县政协委员纷纷建言献策，纾

解企业发展之困：梁易华委员建议，用好用活
产业、项目和技术政策杠杆，壮大金银花产业，
助力乡村振兴；李永均常委补充道，加强烘烤
技术改造，实行空气能烘干和微波能烘干技
术，将有效提升和保证金银花品质，打造本土

品牌；尹业华委员则建议，要紧扣市场导向，适
度调整发展规模和种植面积，有效探索企业发
展模式；任永松委员提出要增加金银花附加
值，打造生态观光农业，同时打造金银花品牌，
带动全乡产业发展……渝事好商量渝事好商量

重庆永沛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厂房内，委员代表、企业负责人、相关部门及石
柳乡负责人等面对面开展协商

通讯员 殷艳妮 任猛 蒋雪莲

“胜利啦！”8月25日23时许，经
过各方救援力量奋力扑救，北碚区
歇马街道山火明火被有效封控的消
息，让北碚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振奋，
也让一直参与支持这场山火扑救的
北碚统战政协人长舒了一口气。

“这两天我们组织筹备了灭火
器、油锯等大批救灾物资，但需要
转运力量运送到部分镇街。请大
家自愿报名，明天一早自己开车
到行政中心听候统一调配。”8 月
24 日凌晨，北碚区政协工作群发
出消息。“我报名”“我也报名，我
的车是 SUV，跑镇街更方便”“还
有我还有我”……虽然夜已深，但
北碚区政协机关干部自愿参加物
资运送的接龙名单几分钟就列了
长长一串。

清晨 6 点 30 分，区政协机关
全员出动，有的奔赴山火救援前
线运送物资；有的全力作好后勤
保障……

“守护缙云山，怎能少了我！”在
歇马街道山火发生第二天上午，民
建北碚区委会便成立了“支援灭火

救灾领导小组”，并在微信群发出了
《尽快筹集救灾物资 积极支援灭
火救灾倡仪书》。

倡议书发出后，北碚区民建会
员纷纷行动。会员企业坤飞建设、
正南实业立即组织 4台挖掘机支援
现场开辟防火隔离带；泉霖饮食、皇
庭御膳、绅士皇朝等则积极为灭火
救援人员提供饮食保障；民建会员、
针尖公司董事长舒航捐赠 5万元支
持救火一线；民建会员、蝶姿美容董
事长何蓉筹集到 100 个灭火器、20
个充电宝、100双胶鞋、100条毛巾、
30件维生素功能饮料、100双手套、
75 个探照灯、100 个防尘口罩和 30
个铁铲送达救火现场。

与此同时，民革北碚区委会发
动基层支部采购头灯、手套、胶鞋等
物资；民盟北碚区委会提供 1 辆冷
藏车到山火驰援点服务，并采购防
暑食药品等；民进北碚区工委积极
发动会员捐赠凉席、毛巾等物资；农
工党北碚区委会与致公党北碚区委
会联合购买 300 个水基灭火器、手
套、砍刀等救火工具；九三学社北碚
区委会紧急组织采购 1000斤西瓜，
为救火人员防暑解渴。

“守护缙云山，怎能少了我”

8月17日以来，重庆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部分区县相继发生山火。政协人
闻令而动、挺身而出，积极捐款捐物，参与到救援志愿行动中，众志成城，合力攻
坚，为扑灭山火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本报记者 程颖 通讯员 陈力

“神童镇、三泉镇山火明火全部扑灭！”8月20日8时，南川
区山火扑灭的消息让该区心系守林护林的政协人振奋不已。

8月 18日，南川区神童镇、三泉镇相继发生森林山火。
火情发生后，南川区政协主席毛朝银立即组织区政协机关
干部赶赴神童镇、南平镇、石莲镇三镇交界的三百梯防灭火
前线。

“三百梯位置特殊，火势稍微控制不好，就可能蔓延至
石莲。且当地地形复杂、山势陡峭，加之风助火势，人工入
林灭火危险系数很大。在空地协同控制火势的情况下，建
议尽快组织机械和人力沿公路开辟一个闭环防火隔离带。”
在20分钟的“作战会”上，毛朝银的建议得到了市应急管理
局和前线指挥部的采纳。

党员干部、武警官兵、志愿者等各方力量快速集结，展
开了一场山火阻击战。

南川政协人也闻令而动，该区政协常委、众通集团董事
长胡文建立即组织 150余名职工参与三百梯防灭火工作，
协调出动挖机、洒水车等重型机具60余台次；赵兴凤、刘后
文、龚献勤、夏明月等20余名区政协委员自发前往一线，为
防灭火人员送去矿泉水、西瓜、藿香正气液等防暑降温物
品。“我们上不了火线，只有在后勤保障线上尽一份绵薄之
力。”委员们纷纷表示。

山火无情人有情，众志成城克时艰。在大家的共同努
力下，南川区神童镇、三泉镇山火明火已被全部扑灭。目
前，包括南川政协人在内的各方力量仍处在严防死守中，为
筑牢山林防火线继续努力。

集结三百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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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援灭火行动 政协积极作为

筑起爱心“防火墙”

本报记者 陈钰铃

“涪陵发生山火以来，这几天我都在帮忙运送物
资。”8月 22日，正前往马武镇运输物资路上的民建
涪陵区农林支部会员、涪陵区“彭婆婆”咸菜店老板
彭荣贵，在电话中语速略显急迫。

8月17日，涪陵荔枝街道、江北街道所辖山林相
继发生山火。看到新闻后，彭荣贵第一时间带上烫
伤药、饮用水等物资前往江北街道山火救援点附
近。“我的店就在江北街道，对那边情况比较了解，希
望能帮上忙。”彭荣贵告诉记者。

当天，彭荣贵到达山火驰援点已近晚上 10
点。看着还在山火炙烤中挥汗如雨的消防队员，彭
荣贵既感动又敬佩，“如果他们短暂休息时能喝上
一点凉水、洗个冷水脸也会好一点。”想到此，彭荣
贵立刻前往城区采购冰砖、药物等，然后又马不停
蹄送回山火驰援点。在他的带动下，涪陵区政协委
员吴陵也积极加入，最终形成了一支 10 余人的物
资运送志愿队伍。

此外，涪陵区政协委员、重庆行善公益理事会理
事长罗斌在山火扑救期间，发起募捐，组织人员为参
与灭火的消防指战员及志愿者捐赠物资；郎成伟委
员也组织志愿者参与到荔枝街道扑灭山火的志愿行
动中；民建涪陵区马鞍支部会员冯永辉捐赠了灭火
器材；民建涪陵区农林支部会员吴霁洋捐赠了 100
件维生素功能饮料和 30件矿泉水……涪陵区统战
政协人用点滴爱心，努力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

“骑士战友”的接力

通讯员 陈思妤

“火都烧到家门口了，走，支援去。”8月22日，
得知巴南区界石发生山火，民进会员、巴南区鱼洞
第二小学校音乐教师秦杰骑上摩托车，迅速赶往
界石镇。

救援现场，有着20多年摩托车驾驶经验的秦
杰和“骑士战友”们，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物资运输
志愿行动。“物资是从集散点送出，到救援现场，最
后几百米，车根本开不进去。我们只能抱起物资
在陡坡上步行。”回到临时指挥部短暂休息后，听
到又有新的驰援需求，秦杰又主动报名，再次进入
隔离带。

和秦杰一样，巴南区民进会员杨娟、李枷磊、
刘亮、龙结根等在界石山火发生后，也纷纷参与到
志愿行动中。他们有的负责山火“战况”汇报，有
的负责物资搬运，有的负责值守隔离带。“24日到
25日，我一直在南泉公墓石梯沟负责余火清理看
守工作，在隔离带持续巡守 24 个小时。”民进会
员、巴源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工程一部负责人李枷
磊说，穿着迷彩服，顶着40多度高温，虽然酷热难
耐，但身后就是界石镇隔离带，是最后的防火屏
障，必须坚守住。

凭着对家园的热爱，巴南民进人奋勇坚守，
倾力保障，为扑灭山火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礼赞救火英雄
重庆市授予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等四个集体“感动重庆”特别奖

8月28日，记者获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精神
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发布了关于授予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等4个集体“感动重庆”特别奖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指出，在灭火救援的关键时刻，应急管理部、国家林
草局、中国气象局等国家部委和兄弟省区市给予大力支持，
专业救援队伍千里驰援，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全市人民
积极参战，众志成城、严防死守，取得了森林防火灭火的阶段
性胜利，涌现出一大批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

云南省森林消防总队、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应急管理
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甘肃省森林消防总队陇南支队共派出
1000余名指战员驰援重庆，深入涪陵、北碚、巴南、江津、南

川、大足、璧山、铜梁等地，连续多昼夜遂行灭火任务，他们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逆火而行、连续奋战，为扑灭山火作出了
突出贡献，充分彰显了新时代应急铁军的忠诚担当，与重庆
人民共同谱写了一曲感人肺腑的大爱之歌，在全社会引起强
烈反响。

为强化榜样引领，褒扬先进典型，礼赞救火英雄，进一步
激发广大干部群众以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奋进新征程、建功
新时代，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决定，授予云南省森林消防总
队、四川省森林消防总队、应急管理部南方航空护林总站、甘
肃省森林消防总队陇南支队等4个集体“感动重庆”特别奖。

《重庆日报》记者 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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