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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向君玲） 10 月 18 日，由县委组
织部、 招商投资事务中心联合举办的 2021 年巫山县招
商引资专题培训班在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开班，副县长
刘海燕、 深圳市经理进修学院副院长黄顺义参加开班
式。 我县 47 名干部将结束后为期一周的培训。

刘海燕对深圳市长期以来对巫山的无私援助表示
感谢。自 1992 年党中央、国务院号召开展对口支援工作
以来，深圳市委、市政府和深圳人民积极响应，三十年如
一日，为巫山援助项目 104 个、援助资金 2.34 亿元，有
力促进了巫山经济社会发展。

刘海燕说，招商引资专题培训目的在于切实提高巫
山招商干部的专业能力，增强驾驭市场、洞察商机、精准
招商、高效服务的意识和水平，打造一支能打仗、善打
仗、敢打硬仗的高素质招商队伍，加快推动巫山建设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先行示范区。

要求学员要珍惜机会、端正态度，学出水平、学出效
果、学出精神。 要学而真信、学以致用，学习深圳市经济
发展先进经验和招商引资成功做法，创新巫山招商引资
方式和方法， 着力解决招商引资签约落地项目单一、落
地率不高等实际问题，力争引进更多好企业、好项目落
户巫山，努力为巫山高质量发展做出新贡献。

巫山招商引资专题培训在深圳开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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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通讯员
李冰 文 / 图） 10 月 18 日上午， 随着双
龙大桥主体结构最后一块预制桥面板吊装
精准落位， 双龙大桥桥面板结构安装工程
顺利完成，标志着双龙大桥施工风险最高、
施工难度最大的阶段已结束。 至此，双龙大

桥工程项目全线贯通， 为实现大桥通车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 双龙大桥桥面板采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全桥各类面板共计 100 片，采用
先进的分区、分类集中预制，二维码信息标
识、智能排序储存、按需吊装提取。 科学高

效的管理方式极大的缩短了预制桥面板吊
装铺设的安装工期， 为岩土公司智能化施
工管理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钢筋混凝土预制桥面板的最大吊装重
量约 13 吨。 桥面板存放区采用吊车吊装作
业，使用平板车运输至主桥岸端，使用缆索

式起重机进行吊装。 从两端、左右幅同步对
称安装， 信号司索工远程指挥缆索式起重
机操作定位，预制桥面板准确、平稳落位于
主桥钢纵横梁上， 预制桥面板吊装测量定
位后，通过现浇 CF50 钢纤维混凝土湿接缝
施工工艺形成整体， 钢横梁和预制混凝土
桥面板通过布置在湿接头处的 ML15 焊钉
剪力键形成组合梁。

为确保桥面板安装顺利实施， 项目部
组织召开了预制混凝土桥面板安装专项施
工方案技术交底和专题安全教育， 同时考
虑到桥面板运输途中的安全问题， 提前向
双龙镇派出所进行作业报备， 派出所协调
警务人员对运输所经路线进行交通疏导，
最大程度上确保了运输途中人员和车辆的
安全。 在做好安全技术交底、安全教育培训
的基础上， 双龙大桥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全
程把控施工每个环节， 统一指挥、 分工明
确，行动有序，形成有效合力。 项目带班领
导全程现场带班生产、 安全环保部和工程
技术部现场管理，监控量测人员反复校验，
确保了大桥预制混凝土桥面板安装工程安
全、质量、进度全面可控。

下一步， 双龙大桥项目将继续优化施
工计划，紧盯湿接缝、桥面铺装等桥面附属
结构工程施工，力争早日实现通车。

双龙大桥主桥桥面板完成安装

双双龙龙大大桥桥全全貌貌。。

本报讯 （记者 王忠虎） 10 月 19
日，龙溪镇党委、政府组织领导班子、镇机
关办公室负责人、驻村干部、镇经发办和
农服中心全体成员，各村（居）两委负责人
及种植大户代表前往两坪乡、 双龙镇、福
田镇，就“一乡两镇”的产业发展开展考察
学习。

考察学习人员相继走进两坪乡周家、
仙桥村，双龙镇天鹅、安静、安坪、白坪村，
福田镇松柏、轿子村，就“一乡两镇”在“三
变改革”“三社融合”，产业规模化种植、组
织化管理、品牌化打造、后续管护、乡村旅

游及干部带头示范、企业引领和专业合作
社带动等，进行参观考察学习。 特别是两
坪乡的社会化服务、规模化种植、党建引
领等模式，给所有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影
响。来自龙溪镇老鸦村的党支部书记刘良
书说：“今天到两坪实地考察学习，听了介
绍，感觉到两坪的发展势头好，模式好。回
去后要按照两坪的模式，把我们村的产业
抓好抓实。 ”

据悉，龙溪镇已围绕“一心三片七色
田园”产业发展作出了总体布局。 即依托
龙溪古镇、天赐城、“三县”观、中共龙溪地

区地下斗争纪念碑等遗址，打造集历史人
文、乡村田园、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红色生
态旅游集散中心，让群众搭上旅游“顺风
车”，端上旅游“金饭碗”。打造金银生态产
业融合发展示范片、龙溪农旅融合发展示
范片和华山铁厂蔬菜药材示范片。建设青
色精品李园、橙色精品柑园、白色精品茶
园、绿色精品菜园、红色精品橘园、褐色精
品核桃园、紫色精品花椒园。并按照“小规
模、多品种、高品质、好价钱”现代山地特
色高效农业发展理念， 坚持示范引领、长
短结合、林下套种蚕豆、魔芋、花卉、中药

材、小水果，养殖冷水鱼等，实现产业持续
发展。

龙溪镇党委书记陈恢毅表示，下一步
工作中，龙溪镇将坚持绿色本底，传承红
色文明，全力打造“一心三片七色田园”。
重点在三方面下功夫：一是在“三社融合”
上助发展，二是在“三变改革”上见合力，
三是在社会化服务见成效。力争把龙溪镇
早日打造成“三县交界产业红旗”。

龙溪镇：深入“一乡两镇”考察学习产业发展

本报讯 （记者 董存春 通
讯员 陈雨婷 文 / 图） 10 月
19-20 日， 大溪乡邀请县果业中心
技术人员对大溪、开峡、官田、平台
等 4 个村的近百余名柑橘种植户
开展柑橘病虫害防治及秋季管护
技术培训。

培训中，技术人员结合多年柑
橘研究经验，立足该乡柑橘产业实
际，针对柑橘整形修剪、规范栽植、
秋施基肥、转色期保鲜防腐、蛀果
捡摘入袋处理、大虱蝇病虫害防治
六个部分，全方位多角度向果农讲

解了柑橘生产、管理、防治等关键
技术。 此次培训对该乡柑橘产业持
续、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了解，大溪乡近年来柑橘种
植面积达到 1.1 万亩， 挂果面积约
8000 亩。 为提高柑橘效益，该乡不
仅多次邀请专家前来进行技术指
导，同时在军营村、开峡村成立了
社会化服务队，建成了分拣中心及
冻库，为柑橘保存与销售提供了保
障。

大溪乡：强化技术培训 助力产业振兴

技技术术人人员员讲讲解解柑柑橘橘管管护护技技术术。。

本报讯 （记者 雷行星） 10 月 20 日，我县召开
“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王
春梅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上传达了全国、市“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大会精
神；企业代表宣读了“万企兴万村”行动倡议书；县工商
联与农发行巫山支行、农行巫山支行签署了《金融服务

“万企兴万村”行动战略合作协议》；竹贤乡、重庆实尚笙
华农业专业合作社、重庆巫峡粉丝有限公司被授牌为巫
山县“万企兴万村”示范基地；村企间进行了友好交流。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治站位，充分认识“万企兴万
村”行动的重要意义，有效的发挥民营企业的优势，将人
才、技术、资金引入农村；要抓好“三个结合”，准确把握

“万企兴万村”行动的基本要求，做到科学谋划、统筹兼
顾、精准施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相结合，坚持尊重市场规律与守好“三条红线”相结合；
要坚持推进制度改革与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相结合，民
营企业要发掘乡村特色资源，为实现农村发展注入新动
能，同时，各职能部门要加强协同配合，为企业在农村实
施产业项目做好政策支持和配套服务， 凝聚多方合力，
切实保障“万企兴万村”行动取得实效。

县领导乔澍、林福云参加会议。

“万企兴万村”行动启动

（上接第一版）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
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 执政党能否
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
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 ”

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
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一个国家民主不民主， 关键在于是不是真
正做到了人民当家作主， 要看人民有没有
投票权，更要看人民有没有广泛参与权；要
看人民在选举过程中得到了什么口头许
诺，更要看选举后这些承诺实现了多少；要
看制度和法律规定了什么样的政治程序和
政治规则， 更要看这些制度和法律是不是
真正得到了执行； 要看权力运行规则和程
序是否民主， 更要看权力是否真正受到人
民监督和制约。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时被
唤醒、投票后就进入休眠期，只有竞选时聆
听天花乱坠的口号、竞选后就毫无发言权，
只有拉票时受宠、选举后就被冷落，这样的
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 民主是各国人民的
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 一个国家是
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
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 应该由
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 而不应该由自以为
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
式，不可能千篇一律。 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
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 用单调的眼光审
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 本身就是不
民主的。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
帜，始终坚持以下基本观点：一是人民民主
是社会主义的生命， 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
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就没有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二是人民当家作主是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 发展社会
主义民主政治就是要体现人民意志、 保障
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活力，用制度体系
保证人民当家作主。 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发展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 保证人
民当家作主的正确道路， 是近代以来中国
人民长期奋斗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
辑的必然结果，是坚持党的本质属性、践行
党的根本宗旨的必然要求。 四是人民通过

选举、 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
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 尽可能就共
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 是中国社会主义
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共同构成了中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特点和优势。 五是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键是要把我国社
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点和优势充分发挥出
来，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
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
久安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 这些基本
观点， 是对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
深刻总结， 丰富和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政治的政治内涵、理论内涵、实践内
涵， 指明了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
展道路的前进方向。

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 全过
程人民民主， 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生动实践
和必由之路。 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
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为实现人民当家作
主进行了不懈探索和奋斗。 党的十八大以
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党

的领导、 人民当家作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
一，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推动人民
民主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
全过程人民民主不断发展完善， 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焕发勃勃生机。

实践充分证明，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
治具有强大生命力。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自信， 首先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政治制度的自信， 增强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信心和决心。 在前
进道路上，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继续推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
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坚定不移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全过程
人民民主必将不断完善发展， 日益焕发出
生机活力， 为人类政治文明进步作出充满
中国智慧的贡献， 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民
主基石。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

（上接第一版）大搞封山育林、飞播造林、四旁
绿化等办法，实行“三林”并举，大抓林业；大办
社队林场。按“以林为主、多种经营、以短养长、
长短结合”的方针，建立林业基地和专业队伍；
严格执行和落实有关林业政策， 确保国家、集
体、个人的林木所有权不受侵犯，用政策调动
大办林业的积极性。 因此，山区优势得到较快
发挥，1979 年全县林业收入由上年的 93 万元
上升到 117.5 万元。“以林为主”方针的贯彻执
行， 促进了畜牧业和多种经营的发展。 1979
年，毛猪发展到 442000 头，全县人平近一头。
随着商品生产基地建设的巩固和发展， 桐木
子、生漆、蚕茧、食用油料、茶叶、水果、药材等
大中骨干产品都有增产。 社队企业发展较快。
1977 年～1978 年，全县粮食大增产，总产量突
破 3 亿斤大关，人均 672 斤，两年增产 54%。全
县完成原定购、超购任务后，又卖余粮 11.5 万
斤。有 327 个队储备粮万斤，新中国成立 28 年
来，首次摘掉吃返销粮的帽子。 城乡人民生活
逐步改善，人心安定，喜气洋洋，全县人民都很
满意。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 巫山也和全国一样，
农村逐步推行生产责任制。 初期，少数社队包
产到组，干部群众有顾虑。在实践中，最终选择
了适宜于巫山的包干到户的责任制。这一过程
大致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79 年 8 月至
1981 年春，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生产责任
制。 1979 年在全县推广骡坪区骡坪公社骡坪
三队的经验，实行分组作业、联产计酬生产责
任制。 骡坪三队将全队分成六个作业组，按组
和农活定额、定工、定产到作业组。 1980 年对
多种经营、工副业、农机水利、林木等方面，已
相应建立了包干到户、到组、到人的责任制。对
县内少数边远、多年吃返销粮的穷队，允许包
产到户。至 1980 年 9 月，全县责任制形式在当
时 4385 个生产队中， 有 800 多个队搞专业承包，1200
多个队分组作业，400 多个队搞作业组大包干，100 多个
队搞责任到劳力，500 多个队搞包产到户，1200 多个队
搞定额小包工和其它形式。 这些责任制形式，虽然比原
来“出工一条龙，干活一窝蜂，晚出工，早收工，到了工地
磨洋工”的现象前进了一大步，但未能解决“吃大锅饭”
问题，广大农民迫切希望有一种简单直接、更能适合山
区特点的责任制。 第二阶段从 1981 年春至 1982 年底，
推行以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 1981
年 3 月中旬，县委组织十余人的工作组，在杨柳公社搞
包产到户试点，然后由点到面地开展包产到户的工作。
1981 年实行包产到户责任制的生产队发展到 3449 个，
占总数的 83%。 1982 年 2 月，中共巫山县委印发《关于
推行四结合农村经济责任制的意见》。 意见决定，从
1982 年起在全县普遍推行以农业生产责任制为基础，
把农商合同制、农业技术责任制、干部岗位责任制有机
地结合起来的四结合农村经济责任制。 1982 年包干到
户在全县普遍实行。 同年，全县芝麻产量和收购量创历
史最高水平，居全省第一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