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市民杨先生向重庆
晨报投诉，他和家人去蔡家江
湾公园玩耍，看到几头牛在公

园里吃草，不仅破坏公园草坪，还到处
排便，污染环境。“路上都有牛粪，不小
心还会踩到，太煞风景了。”说起这事，
杨先生愤愤不平。

为什么会有人在公园里放牛？公园
管理方如何在管理？重庆晨报记者实地
探访发现，那里竟然不止一家养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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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家江湾公园成放牛场？
记者调查发现附近有四五家人养牛，超过100头
该江湾公园现在属于附近某开发商，还未移交

民生调查

为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和志愿
服务功能，引导群众积极践行垃圾分类，实
现以志愿带自愿，引导全民参与、全员行
动，南岸区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垃圾分
类”模式，通过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群众，开
展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让大家听
得懂、能认同、记得住，有效提升群众对垃
圾分类工作的认知度、参与度。

近日，南岸区城市管理局携手区机关
事务管理局，组建了一支由党员志愿者组
成的宣传队伍，走进玛瑙社区，走近群众身
边，开展垃圾分类趣味活动。活动通过设
置垃圾分类大转盘、套圈赢礼品等小游戏
环节，将垃圾分类知识以寓教于乐的方式
传递给每一位活动参与者。活动现场，党
员志愿者们热情洋溢、耐心引导、仔细讲
解，帮助大家掌握垃圾分类的正确方法。

社区居民们纷纷表示，这样的活动既有趣
又有意义，不仅让他们学习了垃圾分类的
知识，还让他们感受到了党组织的温暖和

关怀。
“进社区”是南岸区垃圾分类“九进”活

动的一个缩影，从社区到商超，从学校到医

院，从窗口到景区，党员志愿者的足迹遍布
大街小巷。同时，党员们积极响应“垃圾随
手捡，垃圾分一分”的公益号召，多次沿着
南岸区长江岸线，清理江边垃圾、分类投
放，用实际行动呵护绿水青山。

南岸区城市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强
调，南岸区始终坚持把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工作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效能的一项
重要内容，充分运用主题党日、“三会一
课”、志愿服务等多种形式，切实增强党组
织凝聚力，全面助推垃圾分类宣传引导教
育活动。

下一步，南岸区将继续秉持党建统领
的原则，激励党员在垃圾分类工作中扮演
好宣传者、倡导者、践行者，为全区垃圾分
类工作的持续推进注入更多“党建力量”，
引领垃圾分类成为绿色生活新风尚。

南岸区：党建引领新风尚，垃圾分类入人心

○新重庆-重庆晨报记者 廖平

草坪上的牛屎

养牛者居住的窝棚

附近人家养的牛

江湾公园

市民提供的牛在公园的照片市民提供的牛在公园的照片

现场：公园损坏无人管理

记者日前来到蔡家，发现江湾公园
紧靠嘉陵江，为东原·嘉阅湾的开发商
所修建，整个公园规划长度1.3公里，建
成长度大约有两百米。

从外观亮堂漂亮、内部已经废弃的
东原·嘉阅湾售楼部往江边走，沿着一
条林间小道就走进了江湾公园，这里依
江岸而建，草木葱翠，植被茂盛，儿童游
玩的沙坑都是白色海砂，显然修建时费
了不少精力。有附近居民在大草坪上
休闲游玩，人景相融，和谐生动。不过
走近仔细一看，草坪上时不时冒出一堆
牛粪，非常破坏心情。记者四处转了
转，至少看到大大小小二三十堆牛粪，
不过没看到有人放牛。

游玩的居民告诉记者，经常看到有
牛进来，多的时候十来头，少的时候四
五头，但只看到牛，没看到放牛的人，这
一现象从她第一次来就发现了，距今至
少一年多。另有居民告诉记者，牛是这
里的常客，很多人都跟牛合过影，也误
踩过“地雷”。

既然有牛进来，那公园的管理方为
什么不管？居民说，这里本来是开发商
修建的，但开发商现在不管了。记者在
公园的牌子上看到，公园全称是“东原·
嘉阅湾‘湾汇俱乐部’江湾公园”，显然
是作为东原·嘉阅湾临江别墅区的配套
公园而修建，档次不低。电话联系到开
发商方面，接电话的李先生告诉记者，
他已经离职，据他的了解，开发商现在
没钱，也无力管理。

记者碰到公园的清洁工，她说自己
是6月份来这里上班，公园里清洁自己
一个人做，还有一个人在维护绿植，但
是没有管理人员。以前经常看到有人
来放牛，最近几天没看到了。

记者在公园里看到，本来修得很漂
亮的公园，里面的设施已经多处破损。
小卖部大门紧锁，里面一片撤场后的狼
藉。厕所到处是污痕，水箱也被砸烂扔
在地上。由于公园是开放式的，跟野生
状态的江岸连成一片，很难阻止外面的
动物进来，记者在江岸的泥地上看到成
片清晰的牛蹄印。

走访：养牛人是附近农民

那么，到底是何人在这里
养牛？

记者随后联系上东原·嘉阅湾
的物管人员。工作人员说，江湾公
园不属于物管管理，管理方应该是
蔡家管委会，不过现在开发商还没
有移交过去。“有人来放牛这个事
情我们知道，已经报给了社区和管
委会，他们也去沟通了。”物管人员
介绍说，喂牛的人是当地的一个农
转非居民，就住在江边。牛不仅进
公园，还跑进小区，把草坪都踩烂
了。“现在暂时是管委会在管理，清
洁工也是他们派过去的，我们也想
快点交出去。”

记者又联系上蔡家组团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即管委会），专门
负责公园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现在这个公园还属于开发商，
但开发商不管，现在管委会与城
管局在协商这个事。“这个事情我
去看过，确实牛粪搞得公园很脏，
令人气愤。”他说，为此自己还去
找过那个放牛的人，但去了两次
都没找到，只看到牛，没看到放牛
的人。“我们现在尽力维护公园的
现状不受破坏，让老百姓能够正
常游玩。下一步我们会把废弃的
售楼部改建成超市、饭馆之类的
物业，方便周围群众。”

经过周围居民的指点，记者找
到养牛者李某的住处，不过一道铁
门拦住了去路。这道铁门应该是江
湾公园项目部所修建，有居民说，李
某有铁门钥匙，他就在里面养牛。
记者仔细观察，发现铁门距离公园
还有约一公里，也就是说，整个江湾
公园1.3公里左右未修建和已修建
部分，都是李某的放牛范围。

记者辗转拿到李某的电话并
联系上他，他辩称说是之前牛没套
好，挣脱绳子跑到公园里去了。对
于为何居民反映经常看到有牛进
公园，他无法解释。他说最近几天
都把牛套好的，没有再过去。

调查：附近多家养牛，超过100头

事实上，从记者走访的情况来看，整个蔡家嘉
陵江大拐弯处叫陈家湾，养牛的不止李某一家。

在这个三面环水面积近 0.6 平方公里的
半岛上，原来的农村土地已经被征用，但又没
有新的开发项目，整个半岛处于荒废的状态，
记者看到几十家附近居民在这里开荒种菜,
也看到好几头牛在田间地头。

几位种菜的居民告诉记者，他们都是小打
小闹，挖一两分地来种，也没什么化肥农药，全
靠天生天养。但有的外来居民以此为职业，不
仅开出两三亩地，还修建了塑料大棚，成为全职
农民。为了地里的菜，种菜居民和养牛的人发
生过多次矛盾。

一位种菜的大姐控诉说，到处都是牛，那
些牛经常乱跑，地里的菜被糟蹋了不少。有一
次有个居民将牛套起来，跟养牛的吵了一架，
非要对方赔钱，不赔就不还牛。

记者穿过泥泞小路，来到一家养牛的住
处。说住处有点夸张了，就是黄葛树下几根棍
子撑起来，顶上铺块塑料布的窝棚。窝棚里只
有一张床和乱七八糟的杂物，无水无电，也没有
门窗厕所。门前的小桌子上放着一些锅碗，锑
锅里装了满满一锅茶水一样的液体。仔细一
看，里面是一锅雨水，水里泡着半锅树叶，因为
时间太久，水已呈茶水的黄褐色。

不过窝棚附近并没有看到养牛的地方。
中午时分，窝棚的主人、吴姓老年夫妇说，自己
在附近养了四年多的牛，现在有20多头水牛，
采取散养的方式，一年365天牛从来没有回过
窝棚，都是在外面自己找草吃，所以吃人家菜、
跑到公园里的事情时有发生。老吴介绍，这附
近养牛的有四五家，大家都采取散养方式，才
买来的小牛要套一下，养到足够熟了以后，就
开始放养，每天要去巡视两次，给牛喂点水，清
点一下数目。由于这里三面环水树木较多，外
来人一般看不到牛在哪里，所以还没发生过丢
牛的情况。

老吴是江对岸礼嘉的农民，2013年农转非
之后就开始在江边养牛，在对岸礼嘉江边还养
了50多头牛，一头牛要养两年才能卖钱，几乎
每周都会卖一头牛。不过这种散养的牛长不
太大，每头牛杀出两百多斤肉，能卖8000来块
钱，好在不需要喂饲料，成本较低。老吴告诉
记者，这附近养牛的四五家合起来，养了超过
100头牛，“牛多了，生意也没那么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