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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雁归，报春晖。广大开州在外人员
是家乡建设的重要力量和宝贵财富。我
区大力开展“百千万鸿雁兴开计划”，吸引
和支持在外专家学者、科研人才、商界翘
楚、行业精英以及能工巧匠等鸿雁回归家

乡、回馈桑梓，构建“百脑”献智、“千嘴”推
介、“万腿”荣归兴开的良好局面。即日
起，本报推出“鸿雁兴开”栏目，展示我区
进一步深化开州在外人员联系服务工作，
持续放大“雁归效应”，不断推动人才、智

力、理念、资本、技术回归的政策、举措、成
效，以及在外开州老乡高水平建言献智、
宣传推介开州、返乡就业创业的先进典
型，汇聚加快建设“一极两大三区”现代化
新开州的强大合力。

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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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姜婷）近日，区
民政局开展 2023 年养老护理员职
业技能培训，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
从业人员职业素养、专业水平、服
务质量和安全管理技能水平，推动
全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

本次培训采取“理论教学+实
操练习”相结合的方式，围绕养老
护理基础知识、生活照护、康复护
理、技术护理等方面进行集中授

课，并组织实操练习和职业技能鉴
定考试，帮助养老护理员掌握专业
知识、提升实践技能和理论水平，
提升养老机构服务质量。

下一步，区民政局将持续强化
养老服务技能培训，提升广大养老
护理员的职业自豪感、归属感和职
业化程度，不断满足老年人高品质
照护服务需求，助推全区养老服务
高质量发展。

区民政局开展2023年养老护理员职业技能培训

本报讯（记者 姜婷）9月 15日，
由区委网信办、区总工会、区妇联主
办的 2023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在云枫
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为市民发
放网络安全宣传资料，普及网络安
全、个人信息保护、数据安全保护等
知识，提醒大家增强防范意识、提高
防范能力。同时，通过播放宣传片、

设立咨询台、知识竞答等方式，进一
步提醒广大市民不占小便宜、远离
大骗局，守好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本次活动共计发放网络安全、
个人信息保护、反电信诈骗等宣传
资料 2000 余份，解答市民咨询 100
余人次，进一步提高市民个人信息
保护意识，筑牢个人信息安全屏
障，营造共筑网络安全防线的浓厚
氛围。

我区开展2023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
“个人信息保护日”主题活动

本报讯（记者 孙玉洁）9 月 15
日，区农业农村委举办鲁渝（寿光）
蔬菜招商推介培训会，推动“寿光
模式”更好地落地开州，高质量建
设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促
进全区蔬菜产业现代化高质量发
展。

本次培训采取集中授课、分组
讨论、实地观摩相结合的方式，围
绕《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业园

“六统一分”运营模式实施方案》
解读以及金融、保险机构政策解
读等内容进行集中授课，并组织
学员前往鲁渝（寿光）蔬菜现代产
业园——南门科技示范园学习进
行现场观摩，学习蔬菜种植技术。

部分乡镇街道分管农业农村
工作负责人、蔬菜产业致富带头
人、农村乡土人才等共计 65 人参
加培训。

区农业农村委举办鲁渝（寿光）蔬菜招商推介培训会

本报讯（记者 陈杰 见习记者
梅浩）9 月 15 日，厚坝镇“莎姐守
未”专项行动宣传活动走进复兴初
级中学。

宣传活动中，区公安局厚坝派
出所民警结合真实案例，以图文并
茂的形式向学生讲解交通安全、防
校园霸凌等知识。随后，厚坝镇政
府工作人员通过未成年人保护法

律知识竞答、发放宣传资料、心理
健康咨询等形式，进一步做好未成
年人保护宣传工作，增强未成年人
守法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当天，厚坝镇政府工作人员还
前往复兴社区困难儿童家庭开展
走访慰问活动，为困难儿童提供关
爱服务，开展家庭教育指导，为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厚坝镇开展“莎姐守未”专项行动进校园宣传活动

蒋开均返乡创业变身“养鱼大王”

养殖生态冷水鱼 打造致富“热产业”

K 鸿雁兴开

本报记者 张鑫坪 陈杰

广大开州在外人员是开州的特
色优势，是开州发展的宝贵资源。近
日，开州在外人员联系服务工作领导
小组印发《重庆市开州区“百千万鸿
雁兴开计划”实施方案》，重点围绕人
才强区战略和“大抓工业、大抓招商”
目标任务，大力开展“百千万鸿雁兴
开计划”，实施“百脑汇”献智兴开行
动、“千张嘴”推介兴开行动、“万条
腿”返创荣归行动，更加充分激发广
大开州在外人员反哺家乡热情和创
新创业活力，凝心聚力加快建设“一
极两大三区”现代化新开州。

“百脑汇”献智兴开

我区实施“百脑汇”献智兴开行
动，建立健全专家顾问智库，突出

“高、精、尖、缺”需求导向，通过行业
部门和开州在外联系服务组织推荐、
专家个人自荐等方式，计划聘请 200
名以上开州在外专家学者、行业（领
域）领军人物等知名人士为开州区决
策咨询委员会专家或政府工作顾问
团顾问，围绕改革开放、产业升级、科
技创新等重点推进建言献智、智力回
引，为开州融入新发展格局、实现高
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持。

“我认为这是一个充分结合开州
实际、助力开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务
实计划。开州人素有自强不息、敢为
人先、开明开放、开拓开创的精神，特
别是在外的 50 万开州老乡中，既有
企业家，又有专家学者、行业精英，他
们在外打拼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工作
经验、人脉资源以及一定的财富，具

有很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引入这些高
层次人力智力资源，对开州未来发展
将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中国人民
解放军原总参谋部军训部副部长陈
有元说，希望家乡开展的“百千万鸿
雁兴开计划”取得圆满成功，结出硕
果累累。

为确保“百脑汇”献智兴开行动
顺利实施，我区不断完善专家顾问履
职保障，健全专家顾问服务机制，按
照“一人一专班”组建专家顾问联系
服务专班，全力为专家顾问履职提供
服务保障，对作出重大贡献的专家顾
问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和激励。
强化咨询建言信息保障，定期向专家
顾问提供经济社会发展、重要政策举
措、重点改革事项等资讯信息，充分
保障专家顾问履行职责所需知情权、
参与权、建议权。

“千张嘴”推介兴开

我区实施“千张嘴”推介兴开行
动，发挥开州在外人员资源、信息、渠
道等优势，积极提供信息、牵线搭桥、
推介开州，引导开州在外人员争当宣
传大使、传递家乡声音、树好开州形
象。建立招商专员工作机制，聚焦

“大抓工业、大抓招商”目标任务，在
开州在外人员中选聘 2000 名以上在
外代表人士担任招商引资专员，常态
化开展走访联络、政策培训、沟通对
接、咨询解答等；开展“三个一”活动，
动员引导开州在外人员发挥渠道优
势，协助宣传招商政策、捕捉投资信
息、推介招商项目；按照“一项目一专
班”模式组建项目服务专班，引导招
商专员会同有关部门全程参与信息

提供、考察接洽等工作，常态化到开
州在外人员较为集中的城市和地区
开展招商推介活动，增强招商引资实
效。

“今年以来，我区进一步深化开
州在外人员联系服务工作，充分发挥
开州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大力实施
乡情招商和以商招商，项目资源回引
取得较好实效。”区招商投资局招商
促进一科科长童宇介绍，接下来，区
招商投资局将通过开州在外人员提
供信息、牵线搭桥，推动一批优质项
目落地开州，吸引一批开州籍企业家
回乡投资，促进开州籍企业家已在开
州 建 成 投 产 的 公 司 进 一 步 增 资 扩
能。今年以来，我区通过抓好外联招
商工作，新引进重点项目 11 个，签约
金额 36.3亿元。

“开州在外人员常年保持在 50
万人以上，各类人才众多，蕴含资源
丰富。‘百千万鸿雁兴开计划’旨在吸
引和支持在外专家学者、科研人才、
商界翘楚、行业精英、能工巧匠等鸿
雁回归家乡、回馈桑梓，助力人才强
区、工业强区，打造更具辨识度、标志
性的外联工作品牌。”开州在外人员
联系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
任徐明介绍，下一步，我区将从三个
方面着力：持续推进在外“1+4”工作
体系建设，延伸服务触角、提升外联
效能；深化在外专家顾问、招商专员
等常态化联系服务，畅通信息渠道，
完善工作保障，强化典型宣传，促进
更好发挥作用；统筹用好人才、金融、
科创等政策，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全
力打造近悦远来的创新创业环境，推
动帅乡儿女凝心聚力建设现代化新

开州。

“万条腿”返创荣归

我区实施“万条腿”返创荣归行
动，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质量营
商环境，强化平台支撑、要素保障、政
策扶持，吸引数万名开商返乡创办经
济实体、投身公益事业、参与家乡建
设。深化在外创业人员登记建档工
作，分类建立“归雁经济”招商信息
库、项目库、对象库，重点围绕四大产
业定期梳理发布返乡创业项目清单，
强化供需精准对接，积极推动项目回
乡、资金回流、技术回引。完善返乡
创业项目落地全程服务机制，按照一
个重大项目、一个服务专班、一套推
进方案的模式，全流程、全要素服务
保障项目落地。

“我回乡创业有十多年了，得到
了各级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享受
到很多优惠政策，特别是办理各项审
批手续，非常方便、快捷。现在实施

‘百千万鸿雁兴开的计划’，在营商环
境、政策支持、精准服务等方面有了
更加全面、具体的措施，可行性非常
高，对于有返乡创业想法的人，还是
非常值得期待的。”重庆绿莱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郭芳琴说。

“2013 年，我回开州创业，到现在
已经 10 年光景。这些年，开州的营
商环境、区位条件日新月异，逐渐成
为企业投资兴业、蓬勃发展的热土。
现在，我区又出台了‘百千万鸿雁兴
开计划’，在政策、平台、服务等方面
有了更多支持，返乡创业正当其时、
大有可为。”开州区香石生态农业专
业合作社理事长王矩海说。

我区大力开展“百千万鸿雁兴开计划”

量身筑巢搭台 引来鸿雁归乡

本报记者 喻建国 文/图

挽起裤腿、蹲下身子，扑通一声跳
入鱼池，不一会儿，一条大鱼抱在怀
中。“蒋总这个人，我们干啥他干啥，
经常跟我们一起下水抓鱼、清理鱼
池，弄得满身泥浆都不在意。”近日，
在谭家镇侯家溪的一家大型冷水鱼
养殖基地，工人张朝勇指着一位汉子
向记者介绍，他就是养殖基地的老板
蒋开均。

步入花甲之年的蒋开均，是开县
泰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也是一位返乡创业者，他的冷水鱼养
殖基地面积有 10万余平方米，冷水鱼
养殖规模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他每天比牛还辛苦。”
“不吃苦好日子从哪里来，大风刮

来吗？”
蒋开均一边与张朝勇交谈，一边

蹚过没膝的泥浆，艰难地清理鱼池的
下水口。

从“泥腿子”到全国闻名的“养鱼
大王”，蒋开均就是靠吃苦耐劳、永不
服输的倔劲、拼劲、狠劲，硬是在偏僻
的小山沟捂热了“冷经济”。

蒋开均创办的冷水鱼养殖基地，
位于东河侯家溪段。远远望去，300
多口鱼池宛如一排排琴键。走近一
看，大大小小的鲟鱼在水中游弋，密
密麻麻。

“这些鱼不是一般的鱼，它必须生
活在 20 摄氏度以下的水中，俗称‘冷
水鱼’。”在蒋开均看来，这里的溪水
水质好，水温常年保持在 15-20 摄氏
度，非常适合养殖冷水鱼。“我历尽千
辛万苦，才找到了这片冷水鱼养殖的
宝地。”

蒋开均最初并不是养鱼的。1980
年高中毕业后，蒋开均离开了靠挑
水、砍柴、种地为生的穷乡僻壤，前往
河南省的一家煤矿当矿工。1986 年，
他辗转到广东省当混凝土工人。1996
年，他返回家乡搞运输、开石膏矿，积
累起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机缘巧合，蒋开均与冷水鱼结
缘。2010 年，他成立开县泰旭农业综
合开发有限公司，利用自己的石膏矿
洞，养殖大鲵，走上了养殖冷水鱼的

道路。2012 年，他在一个外地朋友的
渔场里看到了鳟鱼。鳟鱼每斤能卖
到 30多元，利润最高能达到 50%。

“石膏矿洞太小，捆住了手脚。”
蒋开均不满足于小敲小打，他决定养
殖鳟鱼，把企业做大。那一年，他已
经 49岁。

乡亲们都认为蒋开均疯了。“开州
夏天的气温基本都在 30摄氏度以上，
有时超过 40摄氏度，冷水鱼怎么活？”

大家好言相劝，但脾气倔的蒋开
均偏不信邪，他不辞艰辛四处奔走寻
找水源，苦苦找了两年多，终于在一
次外出游玩时，在谭家镇侯家溪找到
了梦寐以求的冷水资源和养殖场地。

这条从海拔 2000 多米的高山奔
流而来的溪流，水源充沛、水体清凉，
含有丰富的矿物质。蒋开均请来水
产专家论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在
办理好相关审批手续后，蒋开均开始
建造冷水鱼养殖基地。

开 挖 鱼 池 、建 设 道 路 、筑 堰 引
水……蒋开均投入 4000 多万元，花
掉了他大半辈子的积蓄。然而，养
殖基地刚刚投产，蒋开均就遭到当
头一棒。

2015年初，蒋开均买回 20万尾鳟
鱼鱼苗进行养殖，心想着养到年底卖
个好价钱。天有不测风云，那年夏
天，接连的暴雨引发洪水，蒋开均的
养殖基地被淹没在一片汪洋中。洪
水退去后，他投放的 20万尾鱼苗只剩

下两桶，损失 700多万元。
擦干眼泪，蒋开均豁出去了，他再

次购买 30万尾鳟鱼鱼苗，继续自己的
养殖路。时间的指针转到 2016 年夏
天，他精心养了一年的鳟鱼即将上
市。

但命运再次跟他开了个玩笑。那
年夏天开州迎来连晴高温酷暑天气，
40 摄氏度及以上极端酷热天数达到
19 天，最高气温超过 43 摄氏度，刷新
了开州的高温纪录。短短一周之内，
30万尾鳟鱼全被热死了。

看着一条条死鱼翻着白肚子，如
树叶般漂在水面上，蒋开均掩面而泣：

“苍天啦，你为何总跟我过不去呀？”
千磨万击还坚劲。两次意外，让

蒋开均损失上千万元。很多人劝他
放弃，但不服输的蒋开均怎肯善罢甘
休？

痛定思痛，蒋开均开始重点防范
洪水和高温的侵袭。在区委、区政府
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他完善了
防洪坝，并在侯家溪上游修建了蓄水
坝，利用水量调节鱼池水温。

为降低潜在风险，蒋开均还养殖
了鲟鱼、鲥鱼、裂腹鱼等多种生长快、
抗病强、市场好的冷水鱼品种。

历经磨难，蒋开均的冷水鱼养殖
基地终于步入正轨。从那以后，侯家
溪几次暴发山洪，多次出现超过 40摄
氏度的高温天气，他的养殖基地都安
然无恙。

目前，蒋开均已累计投入资金 2.6
亿元，养殖基地面积超过 10 万平方
米，共养殖各类冷水鱼 550万尾，年销
售额超过 4000万元，产品不仅在广州
市、杭州市、成都市等国内城市热销，
还远销法国、丹麦、俄罗斯等国家。

“一个人富了不算本事，大家富了
才光荣。”蒋开均坦言，他之所以要搞
水产养殖，就是想带领更多的乡亲致
富。

谭家镇凉峰村村民蔡天均在冷水
鱼养殖基地干了 6 年多，月工资 4000
多元，生活越过越滋润。与蔡天均一
样，附近 30 多名村民常年在基地务
工，蒋开均每年支付的劳务费高达
200万元。

与此同时，蒋开均每年支出土地
流转费 16 万元，惠及谭家镇花仙村
205户 723人。他还将谭家镇花仙村、
龙溪村投入的项目资金 330 万元，拿
出 51%的股权量化到村集体和农户，
每年保底分红 10万元以上，让两个村
800余名村民受益。

2011年4月，蒋开均光荣地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时时刻刻以一名党员的
标准作表率、做好事，并在冷水鱼养殖

基地成立了党支部，现有党员4名。

“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养殖

基地里，这幅醒目的红色标语，是蒋开

均致富思源、富而思进的生动注脚。

修建铁索桥方便村民过河，供给

水泥、碎石硬化村级公路，捐资助学

关爱困难家庭学生，送钱送衣慰问空

巢老人……翻开蒋开均的“爱心账

本”，他捐助的善款已有 160多万元。

付出就有回报。近年来，蒋开均

先后获得了重庆市劳动模范、开州区

致富带头人等荣誉称号，他所在的企

业也获得重庆市“万企帮万村”精准

扶贫行动先进民营企业、重庆市农业

产业化市级龙头企业、开州区优秀民
营企业等荣誉称号。这些奖牌，挂满
了他办公室的一面墙。

“一时失志不免怨叹，一时落魄不
免胆寒……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拼，爱拼才会赢……”蒋开均平时最
爱唱这首歌，他说：“人生只有爱拼，
才会赢得成功！”

工
人
仔
细
分
辨
鲟
鱼
雌
雄
。

（上接1版）

高山民宿观星空

在满月镇甘泉村，“农旅融合”
的理念体现得淋漓尽致。排列整
齐的民宿在田野阡陌间错落分布，
这就是当地的特色民宿——“甘泉
小筑”。

“ 甘 泉 小 筑 ”这 里 常 年 气 温
18℃左右，民风淳朴，四面环山。
当太阳西下，路灯亮起，满天星斗
与地上的灯光相互呼应，在高山上
仰望星空，别有一番意境。

“甘泉小筑”是一种结合自然
景观和夜空美景的特殊类型的民
宿，具有全景透明视野，这种独特
的住宿体验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
的最爱。

住在“甘泉小筑”，你可以在高
山生态农场体验蓝莓采摘的乐趣，
也可以在舒适的房间内欣赏清澈
的夜空，观赏星星、流星和银河等
美景，远离城市喧嚣，体验到与自
然融为一体的美好时刻。

2022 年 10 月 1 日，“甘泉小筑”
正式开业，吸引了不少游客。“甘泉
小筑”负责人李德好告诉记者，满
月镇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前来游玩
的游客不少。如今开城高速公路
通车，更是方便了游客前来游玩，
他相信以后的生意会越来越好。

“我以前主要是在家种地或到
周边打零工，一年收入微薄，生活
十分拮据。自从开民宿后，生活有
所改善。”李德好说，民宿的第一批
客人来自重庆主城，截至目前，民
宿已经接待了 1500 多位客人，主要
来自开州城区、万州、四川达州、陕
西西安等地。

说起开民宿的体会，李德好十
分感慨：“开民宿发展乡村旅游，第
一要搞好卫生，第二服务态度要

好。希望用实际行动，向客人展示
一个好客的甘泉，让游客感受到家
的温暖。”

以前交通不便、物流不畅、运
输成本高，制约了甘泉村的发展。
如今，随着开城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全国各地的游客开着车来到甘
泉村，冬季赏雪、夏季避暑，乡村旅
游正在成为该村新的经济增长点。

农家美食满口香

“我们来马营避暑，吃地道的
农家饭，感觉这个农家饭是小时候
的味道，很好吃。特别是烤玉米棒
又甜又糯。”游客韩自成说。

近年来，满月镇紧紧抓住发展
高山乡村旅游这一契机，在海拔相
对较高的马营村大力发展避暑经
济，作为撬动乡村振兴的“新支点”
和“引爆点”，紧紧依靠马营生态旅
游资源，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大力培育乡村农家乐，为游客提供
良好的避暑纳凉环境。

村民陈有伦已开办农家乐 16
年。他利用自家的房屋，可长住避
暑人员 10 多人，包吃住每人每天
100 元，一天可收入 1000 多元。加
上为游客提供餐饮服务，每天可收
入 7000 元左右。

“50 多家农家乐如雨后春笋般
蓬勃发展起来。”马营村第一书记、
驻村工作队队长邓肯说，正是各地
游客的到来，催生了山上的避暑经
济。每年 7、8 月，用餐或住宿都需
要提前预订。

如今的满月镇，乡村振兴如火
如荼，正依托独特的资源禀赋和人
文景观，规划康养旅游度假区，建
设国家森林康养基地，打造中国食
药原乡，创建碳中和新乡村，呈现
出一幅幅村民安居乐业、产业欣欣
向荣、环境美丽清新的美好画卷。

山涧享清凉 高山住民宿 农家品美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