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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康勇 文/图）笔者日前从旺苍
县文旅部门获悉，春节假期，该县旅游市场
活跃，全县接待游客40.5683万人次、实现旅
游综合收入 1.716亿元，同比增长 18.32%、
17.75%。全县A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28.3657万人次、累计实现门票收入 58.63万
元，同比增长 16.53%、109.87%，旅游人次和
旅游收入均创新高。

春节期间，旺苍县各类文旅活动推陈
出新，旅游体验升级，有效拉动了消费。
线上包括开展“晒年味·拜大年”年味图片
征集活动、“金龙献瑞·趣答民俗”春节有
奖竞答活动、“蜀道上的广元光影之旅”线
上有奖知识竞答活动，吸引了上万人参
与。

线下开展“新春送祝福·书香飘万家”
送文化下乡活动，包括为百姓写“福”字送
对联、“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大年”文化活
动、龙狮过大年巡街展演、迎新春“龙文
化”主题民俗展演、“祥龙闹新春”民俗文
化文艺演出、“来美丽广元 过幸福新年”
2024 年迎新春沉浸式广场文化活动等 10
余项文旅活动。除此之外，米仓山大峡谷
景区活动也丰富多彩，川剧变脸、杂技表
演、欢乐歌舞、趣味游戏轮番上演，还有古
灵精怪的“美猴王”一路陪伴游客，为游客
们带来了无限欢乐。

县城各特色商品店、大型商超门前游
客络绎不绝，广元黄茶、米仓山茶、鼓城腊
肉、黑木耳、荞子酒、木门豆瓣、木门醪糟
等旅游特色商品成为“抢手货”，商场超市
里消费者摩肩接踵。商家不仅提前备货、
储货，增加商品类别，保障节日期间商品

供应，还推出大力度的优惠促销活动；为
了抢抓假日消费旺季，餐饮商家们也纷纷
推出“特惠套餐”及延长夜间营业时间等举
措吸引顾客前来消费。各地游客漫步在各
具特色的街巷，品尝旺苍酸辣粉、烧烤等美
食，县城内一些中餐店和火锅店一座难求。

A级景区迎客人次创新高

本报讯（康勇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俊）厂区车来车往、塔吊转动、焊花飞舞
……2月 17日，大年初八，广元领航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年产 2×10万吨离心球墨铸管项
目正式开工，结束春节假期的工人们以饱满
热情投入到新一年的工作中来。

“现在正在进行中频炉1号炉的调试，预
计下个月正式生产。”项目操作工人白雪峰
介绍。

领航科技项目为西南片区最大的球墨
铸管生产线，正式投产后，企业年产值将达
20亿元以上，新带动就业 300余人，各项指
标均实现翻番，全面提升地方经济和社会效
益。

春节期间，旺苍县多个重点项目不停
工、赶工期，全力抢抓施工黄金期，奋力实现
一季度开门红。

在旺苍县黄洋工业集聚园区，一大早，
项目建设如火如荼，数百名工人和各类大型
机械往来奔波，挖掘机、破碎机等大型机械
设备轰鸣声此起彼伏，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
场景。为了抢抓施工黄金期，新年伊始，施
工方便增加了人手，确保工程按时完成。

“大年初九，项目部全员已经到位，目前
整个项目是五大板块，已经几乎接近尾声，
完成了总产值90%，争取三月底全面完成。”
旺苍县黄洋工业集聚园区项目负责人赵子
其说。

园区将以物流、新材料、建材产业为主
导，现已签约项目 3个，重点在谈项目 2个，
预计建成投产后，园区综合年产值将达到60
亿元以上，实现利税6亿元以上。

在企业忙复工的同时，旺苍县在建项目
也“早”字当头、“紧”字入手，迅速进入建设

状态，加快了节后的推进速度。
在大中坝片区，绿化工程项目建设一片

繁忙，项目是旺苍县大中坝片区滨水经济休
闲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完成后，将不断
提升城市品位和功能，增强人民获得感、幸
福感。

“大中坝绿化工程项目是旺苍县城市滨
水经济项目 18个项目之一，从去年开始，总
共投资3800万元，目前已完成白马驿公园建
设投资约2000万元，今年将加快体育公园和
奉家湾清水栈道建设，总共投资约 1800万
元，力争年底完成。”广元城投集团旺苍建设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高显说。

旺苍县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秉持“开局
就是决战、起步就是冲刺”的信念，强化项目
保障，全速推进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达
效，全力以赴抢开局、奋力实现开门红。

春节“不打烊” 重点项目建设忙

本报讯（唐福升）日前笔者从旺苍县获
悉，2023年该县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164.21亿元，同比增长 7.0%，增速居全市第
一。

从三次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 32.67
亿元，同比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71.02
亿元，同比增长9.5%；第三产业增加值60.51
亿元，同比增长5.7%。三次产业分别拉动经

济增长0.9、4.0、2.1个百分点。
农业生产稳中求进。农林牧渔业总产

值实现57.16亿元，按可比价计算，同比增长
4.2%，高于全市平均水平0.4个百分点，增速
居全市第一。

工业经济持续向好。全县规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 10.0%，高于全市 0.7个百分
点，增速保持全市第一。其中，12月全县规

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5.7%，高于全市7.5个百
分点，增速居全市第一。

服务业态势良好。旺苍县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 61.88亿元，较 2022年净增长 4.04
亿元，同比增长7.0%。

固定投资较快增长。旺苍县全社会固
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5.7%，高于全市 1.5个
百分点，增速居全市第3位。

旺苍县去年GDP增速居全市第一

□马雯 康勇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肖志元

“这是我们南阳山 2024年的第二场雪，
这几天上来的游客较多，我们农家乐的生意
是越来越好，这都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啊！”
2月 3日，旺苍县东河镇南凤村凤云山庄农
家乐老板杨林笑着说。

杨林口中的天时地利人和，一方面是南
凤村的地理位置位于县城后花园，与县城相
距不足3公里，由于高海拔，今年已经第二次
下大雪；另一方面是去年以来，南凤村充分
把握区位优势和特有生态禀赋，依托东河南
阳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契机，创新践行农旅融
合，不断强化产业支撑，着力夯实基础补齐
全面小康短板，积极探索出了“农旅深度融
合发展、助推乡村全面振兴”新路子。

贫困村变“示范村”
走在南凤村的乡野小道，四季花海、山

间民宿、休闲垂钓……不禁让人流连忘返，
不断涌现的新兴乡村旅游元素，引得游客纷
至沓来。

过去，提起南凤村，泥巴房、土巴路等字
眼便会浮现于脑海。2018年5月，作为易地
扶贫搬迁村，31户109人全部如期入住。如
今的村子风景如画，村民生活如同芝麻开花
一般节节高。

“以前的房子，住的是土坯房，一到下雨
就漏雨，到县城的路也是泥巴路，生活非常
不方便。”作为曾经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冯鸿
说起以前十分感慨。

搬迁容易，稳定难。搬迁后要考虑的配
套设施、生活习惯、就业等问题都随之而来。

为使安置户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
共服务，安置点积极配套娱乐广场、旅游公
厕、休闲步道、景观小品、公共停车场、集中
污水处理等公共服务设施，实现水、电、路、
气、网等基础设施户户通。

要让搬迁群众过上好日子，离不开产业

支撑。南凤村通过“专业合作社+村集体+农
户”模式，鼓励村民通过租赁流转等形式，整
合丰富的土地资源，引进龙头企业、培育新
型经营主体，解决了 300余名劳动力就业问
题，农民务工收入超40余万元。”

配套设施齐全了，生活习惯改变了，就
业问题解决了，南凤村变得更好了，还被评
为了“乡村治理示范村”。

2018年，南凤村实现了整村退出。

闲置土地变“QQ农场”
“六月蓝莓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

味胜红垭杨梅好，色比木门黄茶鲜”。这是
南凤村蓝莓成熟时的真实写照。

早在南凤村发展集体经济前，便有个别
农户种植猕猴桃、绿茶、桃树等，产业发展样
式多、质量参差不齐，大部分都以失败告终。

在集体经济发展之初，村支书和第一书
记发现村里有部分闲置土地，如何把这片闲
置土地盘活成了他们现在的首要任务。

“嬢嬢，你看嘛，你们屋头的土地，反正
闲着也是闲着，还不如统一流转给村集体，
你们不仅可以拿到土地流转费，还可以在里
面务工，以后集体经济发展得好的话还可以
拿到村集体经济分红，这是一举多得的好事
啊。”说干就干，村党支部和第一书记就开始
走家串户，做村民们的思想工作。

一个月的时间，17 户农户，14.5 亩零
散、闲置土地，全部流转成功。土地的问题
解决了，要发展什么产业呢？村党支部和
第一书记到昭化、苍溪等地去参观学习，在
东河镇和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确定了发展
特 色 创 意 农 业 的 思 路—— 打 造“QQ 农
场”。他们积极争取各类资金，利用集体经
济省级试点项目，对其进行集中整治，建成
20至 40平方米的“QQ农场”310个，并按照
10元/平方米每年的标准，租赁给县城区居
民耕作体验。

“‘QQ农场’把曾经的劳作变为了一种

体验，既可以吸引县城里的游客前来承包盘
活土地，又可以增加村上的集体经济收入。”
村党支部说。

2019年，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到了 7.8
万元。

单打独斗变村企联营
南凤村不满足于“QQ 农场”的大获全

胜，在广泛征求党员和村民代表的意见后，
又在现有产业基础之上，乘着农旅融合的

“春风”，依托靠近南阳山的AAA级旅游景区
优势，发展起了“蓝莓+黄茶”休闲采摘体验
园。

“吃农家饭、干农家活、赏田园景，亲近
大自然的同时，又放松了心情。”县城区居民
王大姐说。

2019年，南凤村积极向上争取项目资金
450万元，建成蓝莓基地 150亩、黄茶基地
200亩，将建成的蓝莓产业园承包给蓝莓企
业“一包了之”，探索出“村集体经济组织+农
旅融合基地+龙头企业+农户”的经营模式。
一方面，将蓝莓、黄茶基地以折资入股的形
式，与风洞梁蓝莓专业种植合作社、三山茶
叶有限公司等市场主体联合经营，实现互利
共赢。另一方面，鼓励在家群众参与基地务
工，增加了农户收入。

“村党组织是连接村集体经济与企业的
‘桥梁’，在经营过程中，通过不断交流沟通，
村‘两委’开拓了思路，企业也了解了村集体
需求，两者一拍即合。村集体给企业提供土
地和劳动力，企业发展产业也让闲置的土地
焕发生机。”村党支部书记李昶宏说。

集体经济基地不仅为南凤村带来可观
的集体经济收入，还辐射带动了周边村，吸
引更多年轻人回乡创业。近年来，南凤村共
签约项目 16个，其中集体经济项目 7个，解
决村民家门口就业165余人。

2023年，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收入增加了
21.2万元。

富民产业步步为营 乡村振兴节节攀升

多部门送“出行大礼包”
助首批农民工有序返岗

本报讯（康勇 王绍）2月 14日（农历正
月初五），上午10时许，旺苍县2024年“春风
行动”3辆返岗专车载着首批80余名务工人
员，从旺苍前往宁波、温州、成都等地，开启
新一年的务工生活。

专车出发现场，旺苍县人社、交通、总工
会、司法等多个部门送来暖心“出行大礼
包”，为务工人员送上汤圆、姜汤、薯片、湿
巾、自热米饭、矿泉水、毛巾、香皂和维权手
册等。

旺苍县客运站在站内设立农民工专区，
并贴心地准备了务工城市交通便捷方式攻
略图，为务工人员提供更便捷、更高效的出
行服务。

“感谢！感谢！不仅给我们送生活必需
品，还送来了法律知识，让我们更懂得怎样
维护自己的权利。”东河镇凤阳村村民奉玉
梅激动地说。

据介绍，旺苍县在外务工的农村劳动力
约 16万人，约占户籍人口的 37%。为确保
春节后务工人员有序返岗复工，旺苍县相关
部门以“点对点”精准输送的方式，帮助务工
人员返岗就业。

旺苍去年农村公路投资
综合排名全省第一
本报讯（康勇）近日，省交通运输厅、省

财政厅发布《2023年交通建设抓项目促投资
稳增长若干激励政策》，旺苍县完成农村公
路年度目标任务，且投资总量与投资增幅综
合排名全省第一，获农村公路投资激励 300
万元。

近年来，旺苍县大力开展农村公路建
设，实施撤并建制村畅通工程184.8公里，自
然村通硬化路 66公里，农村公路铁索桥改
公路桥5座，新建农村公路桥梁7座，农村公
路安防设施 189.6公里，幸福美丽乡村路 33
公里，完成农村公路投资6.67亿元。

修建一条公路、串联一路风景、带动一
片产业、造福一方百姓。“四好农村路”建设
是新时代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举措，是打通“大动脉”、
畅通“微循环”，加快完善现代化农村交通运
输体系的坚实基础。

为进一步明确各乡镇主体责任，旺苍县
把“四好农村路”建设当作“一把手”工程列
入重要议事日程，强化组织保障、资金保障
及政策保障，确保顺利实现“四好农村路”建
设各项目标。

该县将农村公路“管建养运”工作纳入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严格按照任务时间节
点，倒排工期，安排专人跟踪督导，分片区分
项目指定专业技术人员深入项目建设现场
督导安全、技术、质量等工作，全力推进项目
建设进度，并同步建立组织保障、资金保障、
绩效考核工作体系。

打出组合拳
确保农民工安“薪”过年

本报讯（唐福升）日前，笔者从旺苍县了
解到，旺苍县围绕根治欠薪工作展开全面排
查、分类施策，用心、用情、用力让农民工安

“薪”过节，推动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得到根
本治理。

靠前服务保薪。开展县域企业和施工
项目欠薪隐患清查，全覆盖监督检查工程建
设项目实名制管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专用
账户等情况，建立台账推进农民工工资按时
发放。目前利用省农民工工资支付监管平
台监管在建项目 10个，办理农民工工资保
证金事项34件。

主动维权护薪。选派 35名法律服务从
业人员组建法律援助律师团，组织人社、法
院等部门联合采取“一案一专班”形式剖析
维权案件；在岁末年初组织 285个人民调解
委员会、1588名人民调解员对工程建设、餐
饮住宿、房产物业等行业开展排查，化解涉
农民工薪酬等矛盾纠纷3000余件。

畅通渠道讨薪。建立拖欠农民工工资
“绿色通道”联动处理机制，依托“12348四川
法网”“12345”热线等服务平台，“7×24”小时
响应解决涉农民工讨薪诉求，优化追索农民
工工资处理程序，迅速收集证据，组成合议
庭开展调解，当庭锁定欠薪数额敦促欠薪方
支付劳动者合法薪资。

下一步，旺苍县将全面开展实地排查、
重点排查和动态跟踪排查，全面排查欠薪风
险隐患，摸清欠薪底数，扎实推进根治欠薪
专项行动，全力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
社会和谐稳定。

爱心托管+公益课堂
这个寒假有趣又有益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绍海）

“我是杨红（化名），今年 6 岁了，我喜欢演
讲！”2月 17日一大早，在旺苍县儿童福利院
举办的“希旺公益”课堂上，班主任赵欢为班
上 30名学生送上铅笔和棒棒糖等礼物后，鼓
励他们走上讲台作自我介绍。

今年寒假，像杨红一样，选择在旺苍县儿
童福利院免费学习的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
童、困境儿童有30名。

“在这里可以练技能、做手工、学知识，还
能享受爱心托管，让孩子们这个寒假有趣更
有益！”旺苍县民政局局长黄榜昌说。目前，
旺苍县有孤儿 66名，事实无人抚养儿童 201
名。为让辖区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困境
儿童拥有一个免费的学习辅导平台，未来三
年，该县将全力打造“希旺公益课堂”项目品
牌，今年1月至12月进行试点工作，依托旺苍
县儿童福利院现有场地，全面开展孤儿、事实
无人抚养儿童、困境儿童作业辅导、兴趣课堂
开展、食宿托管等爱心服务。下一步，该县还
将不断更新教师志愿者库名单，并对各种科
目的老师们进行赋能，将个人志愿者老师组
织化，建立成熟的功能性社区社会组织，持续
为辖区困难儿童提供爱心服务。

今年寒假期间，针对儿童福利院实际情
况，旺苍县民政局通过招募志愿者老师等方
式为该园增加5名优秀骨干教师。同时，积极
协同申请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善行
爱心班项目4.5万元，用于儿童福利院特别贫
困的学生，进行爱心关怀。

孩子们不仅有较好的学习环境，吃的营
养餐和住的宿舍也充满着温馨。“排骨真香！”

“木耳肉丝好美味！”……午餐时间，孩子们在
老师们的陪伴下，吃着美味的营养餐。

“孩子在这么好的环境里学习，在外务工
的父母都很放心。这真是帮我们家解决了一
个大难题！”留守儿童刘敏年过7旬的爷爷、奶
奶满意地说。

“下一步，我们将进一步优化儿童福利院
环境，提高服务质量，让孩子们在院内住得舒
心、学得开心，健康快乐成长！”旺苍县儿童福
利院院长何军修说。

“爱心食堂”解锁幸福晚年
本报讯（康勇）2月6日一早，旺苍县白水

镇陈家岭社区“爱心食堂”师傅正忙着备菜，
今天他们要为 30余名社区居民准备午餐，格
外忙碌。“老年人要吃好吃饱，不仅要注意营
养搭配，还要考虑到是否适合老年人口味，我
们准备的菜品都是精心考虑的。”陈家岭社区
爱心食堂负责人何鹏卿说道。

上午11点30分，陈家岭社区爱心食堂格
外热闹，此时正值午饭时间，爱心食堂挤满了
人，现场排起了队伍。一盘盘热腾腾的爱心
餐从厨房端出，工作人员有序地打好饭菜后，
递给老人们。

“爱心食堂”，是当地民政系统投资 30万
元建设，主要服务社区留守老人、低保老人、
困难职工等，在这儿，老人们只要花费几块
钱，就能吃到一荤三素的热乎饭菜，既方便又
实惠，深受社区群众喜爱。

“这个食堂办起来，对那些生活不能自
理、行动不方便的人，很有好处，大家在一起
吃饭又热闹，价钱不高很实惠。”社区居民刘
仕荣笑着说道。

笔者看到，“爱心食堂”不仅满足了老年
群体的就餐需要，也满足了老年群体社交、照
护、娱乐等生活需求和精神需求，是新时代文
明实践离群众最近的服务平台之一。据了
解，在提供就餐服务之外，陈家岭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还为群众提供家电修理、修锁配
钥匙、衣物缝补等便民服务，为辖区老人们提
供全方位生活服务和关心关爱。

陈家岭社区党委书记杨琼告诉笔者，社
区借助这个平台，以此改善困难群众的生活，
拉近干群之间的距离，纵深推进社区的基层
治理。

龙狮过大年巡街展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