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昌建 本报记者 王姝文·图

眼下正值核桃采摘的好时节，8月
31日上午 9点过，青林种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的5名技术员来到荣山镇红旗村
9组71岁李坤南老汉家“打核桃”。

手拿长竿，背系安全带，一人爬到树
上，四人围在树下操起长竿就开打。一
时间，绿色的果实啪啦啪啦就砸在了地
上，有的裂开后，棕黄色的果实就显现出
来。李老汉随手捡起一颗，轻轻一捏壳
就开了，“现在取一个完整的核桃就跟剥
花生差不多”。撕掉外层的薄皮，喂进嘴
里，李老汉呵呵呵地笑开了，“这个灰米子
核桃味道就是好，肯定抢手！”

“一会打完了你就捡到口袋里，我
们一起去过秤。”说话的人是本村7组村
民、合作社理事李其龙，这个地地道道
的 42岁农民在今年光荣地加入了共产
党。他说是党的培养把他从一个靠天
吃饭的农民变成了村里的致富带头
人。他告诉记者，红旗村是典型的丘陵
地区，耕地多为山地、坡地，种粮没有多
大效益，但当地的土质、气候非常适宜
种植核桃树，所以当地村民历来就有种
植核桃树的传统。但由于近年来气候
变化和病虫害繁殖较快，加之老百姓缺
乏管护经验，核桃树的成活率就大大降

低。甚至一度时期，大家决定砍树进城
务工。2011年以来，在荣山镇党委、政
府的支持下，合作社和当地老百姓以

“村支两委+合作社+农户”的运作模式
大力发展核桃种植业并取得了实实在
在的成效。“这种模式的好处就在于老
百姓只出树、不出钱、不投劳，只是收获
的时候捡下果子，最后所得果实和合作
社五五分成。”李其龙的话得到了李老
汉一家的赞同，“以前一棵树结 20斤核
桃，现在一棵树结200至300斤。”

11点15分，李老汉和女儿李永珍开
始端着筲箕捡核桃。“我们大小核桃树
有 40棵，挂果的就有 22棵。按一颗树
平均 250斤算，今年就有 5000多斤的产
量。按照五五分成，自家也有 2000多
斤。”盘算起今年的收成，李老汉笑得合
不拢嘴。

“来看秤，242斤，除开合作社分成
还有 121斤。”12点过，合作社社员帮李
老汉把收好的核桃拿去过称。“莫错、莫
错。”李老汉非常不好意思地说，“我只
负责捡了一会就分了100多斤。”他一边
说话，一边往大伙口袋里装核桃。

“李理事，明早我还是在屋头等你
们哦，争取再打几棵。”临走前，李老汉
不忘叮嘱两句。丰收喜悦带给老汉更
多的是希望。

李老汉家的核桃丰收了李老汉家的核桃丰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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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龙湖景区白龙湖景区

本报讯（王平 记者 彭富）“病人有
无过往病史、对哪些药物过敏、诊治过
程中是否需要增加监测时间、改变诊治
方案，都无需患者复述，医生打开电脑
上的‘市民健康档案数据库’，一看就一
目了然了。”9月2日，记者在利州区卫生
局获悉，为方便群众疾病救治，该区实
行健康档案信息化后，目前已累计建立
城市居民健康档案 432758份，建档率
87%，规范化电子建档424172份。

据该区卫生局负责人介绍，为了给
群众提供良好的就医环境，该区进一步规
范乡镇、卫生服务中心管理，推行“十统

一”建设标准，即“统一标识标志、统一标
准、统一规划设置、统一制度规范、统一设
备配置、统一慢病防治、统一信息管理、统
一考核检查评估、统一医疗文书模式、统
一胸牌配戴”，基本形成“小病到社区，常
见病到社区”的就医格局。

“市民有了健康档案，我们在开展健
康教育、慢性病、重性精神疾病管理等方
面也有了针对性。”该区疾控中心负责人
说，目前，市民、医生可直接通过医院‘健
康库’获取个人健康信息。今后信息软件
升级后，市民办理就医卡，个人健康档案
将实现“一卡通”，在区内医院通用。

利州区市民电子健康档案将实行“一卡通”

40余万份电子档案已建立

本报讯（石洪连 记者 肖志元）“我到
任4个月，已见到8位副县级以上领导来蹲
点调研。不准来接去送，吃住农户家里，而
且还要付钱。”9月2日，利州区金洞乡党委
书记谭芳说。

金洞乡与“5·12”特大地震极重灾区青
川县接壤，不仅路程远、道路险，而且极为贫
困，过去一年也难见几回县级领导。今年年
初，利州区抓“四风”整治，制定了《关于改进
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七项要求》，要求区
委常委带头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每年到17
个乡镇（街道）调研各不少于1次，到与分管
工作密切相关的乡镇（街道）调研不少于12
次，全年下基层天数不少于90天。

“既要到工作任务重的地方去研究解
决问题，更要到比较偏远的乡镇和工作薄
弱、问题较多的村（社区）解剖矛盾、推动工
作。”谭芳说，她4月9日调任金洞乡书记以

来，先后陪同区委书记、区长、副书记等
领导到村里“接地气”。“尤其是‘7·9’特
大洪灾恢复重建的那一周，领导几乎天
天都在群众身边，带来道路水毁修复资
金30万元，与我们一起抢通保通，帮助
香菇种植大户一起恢复产业。”

“公务接待也有详细规定。”利州区
纪委书记陈内召说，到街道及社区调研
工作原则上不安排就餐，到乡镇和村调
研工作原则上在机关食堂用工作餐，但
不能饮酒。干部调研，要写民情日记，
老大难问题要列详细解决措施，处理结
果群众是否满意，区纪委会跟踪回访，
只浅尝辄止的蹲点要重新来过。

截至目前，该区领导已深入9个乡
（镇）、8处街道、70余个村社，开展调研
累计达到932天，解决问题241个，联系
帮扶困难群众314户。

走群众路线不走过场
利州区领导下基层蹲点解决问题241个

本报讯（记者 郭桂花）道德讲堂进
社区、文明劝导上大街、健康宣传贴专
栏……自全市文明创建活动推进大会
以来，利州区积极开展省级文明城市创
建工作，开展了一系列创建活动。

该区加大文明创建宣传，在每个街道
建立一所市民夜校，每季度开展道德讲堂

2次以上；在8个街道办事处共组织300名
义务监督员，开展文明劝导工作。截至目
前，该区已先后在回龙河、南河等地开展
道德讲堂共15场，辐射群众10万人次；悬
挂了文明创建标语2000余幅，发送《市民
手册》6万余份，宣传“十不”、“五要”和文
明出行、文明旅游、文明餐桌等重点内容。

利州区多形式开展文明创建活动

本报讯（记者 彭富）“过去由于农村
机电提灌站产权不明晰，轮到机电维
修，有的村组、乡镇相互推诿，后来就导
致了机电报废。今年利州区率先试点
产权改革制度，目前正帮 229处农村机
电提灌站明确‘主人’。”9月 2日，记者
从利州区农业局获悉，该区农村机电提
灌站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正有序开展，预
计2014年全面完成。

据该区农业局负责人介绍，以明晰
提灌站所有权为核心，以建立良性运行
机制为重点，以提升管理服务水平为目
的农村机电提灌站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是全省统一实施的改革行动，旨在构建

“权责明晰化、管理规范化、投入多元
化、营运多样化、服务专业化”的农村机
电提灌站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着

力解决“归谁有”、“谁来管”和“怎样管”
三大问题。根据《四川省农村机电管理
条例》的规定和国家有关政策，农村机
电提灌站今后由农业部门颁发产权证。

利州区农村机电提灌站经济管理体
制改革实行“分类定性、属地管理、分级负
责”，按照“自愿、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
和提灌站装机容量、灌面大小等情况，主
要采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民主管理、专业
合作社或者用水协会管理三种方式，村民
或业主可以参与租赁、拍卖、股份合作
等。水费成本核算、收支、监督，区农业部
门将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提水费收取指导
价格，探索建立抗旱救灾和贫困户提水补
助与救济办法等规章制度，做到既有利于
农村资产管理，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又
不影响农户生产用水的正常供给。

农村机电提灌站将明确“主人”

本报讯（张天杰 记者谢文鸿）记者
日前获悉，利州区今年在社区创新推行

“三会一法”运行机制，以此深化社区党
建、社会管理“双创新双加强”和街道社区

“五大体系”建设工作，着力构建以社区党
委为核心的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格局。

据了解，“三会”，即社区每季度召开
一次党建工作联席会、每月召开一次社
情民意建言会、每季度至少召开一次社
区工作报告会；“一法”，即在社区便民服
务代办站大力推行便捷式、透明式、互动
式“三式”便民服务工作法。

党建工作联席会由社区党组织牵头
负责召开，“双报到”单位党组织和党员代
表等参加，重点围绕辖区居民密切关注
的社区建设和管理等事项以及党组织和
党员队伍建设的有关工作，定期分析研

究解决，及时通报情况；社情民意建言会
由社区党组织或居委会负责人主持召
开，社区党组织和居委会成员、“双报到”
单位代表和居民代表参加，讨论社区建
设有关工作和商讨涉及社区居民利益的
有关事项；社区工作报告会在社区党组
织领导下，社区党组织委员会、社区居委
会和社区便民服务代办站负责人向社区
党员居民代表、“双报到”单位代表等报告
工作，组织党员群众评议。

为确保“三会一法”机制高效运行，
该区先后出台了社区党委工作细则，和
推行社区“三会一法”工作运行机制的实
施意见，并将其作为党建重大工程实施，
纳入乡镇（街道）“一把手”抓党建年度述
职内容，区委组织部牵头相关部门定期
开展督查指导。

“三会一法”架起党群“连心桥”
利州区着力构建街道社区区域化党建格局

蹇凯 本报记者 郭桂花

8月 29日一早，龙潭乡元山村刘子
平的小海椒地里就忙得火热：摘辣椒、装
袋、称重、运输。

“这一茬海椒种得值，还可种一季蔬
菜，比单种粮食的收益强多了哦！”忙活
了半天的刘子平高兴地给记者算了一笔
账。今年他家共种植了 20亩海椒，一亩
产 4000斤，平均按 1.2元每斤的价格卖，
可收入9.6万元。

“多亏合作社的帮忙，不然哪敢种这
么多啊！”刘子平掏心窝子地说。

“这倒是实话，专合组织很给力哟。”
龙潭乡乡长邱志勇介绍道，自龙潭引进
业主，建立果蔬专业合作社以来，全乡今
年像刘子平一样种海椒增收的农户近

1000家，共发展海椒 1200余亩，实现收
入600余万元，人均增收400元左右。

“业主的引进、专合组织的建立的确
让部分老百姓尝到了甜头，这是龙潭乡

‘科学种植促增收、产销一体求效益、龙
头带动大发展’思路的一次实践。”邱志
勇说，近年来，龙潭乡部分村果蔬产业已
初具规模，但是一直采取传统的发展模
式，农民自行分散种植，数量少，只能各
自在广元城区市场零售，收益不大。许
多农户在种植过程中因病虫害防治或者
田间管理不到位几乎绝收。另外，在销
售上，因没有形成品牌效应，未规模发
展，单纯靠龙潭果蔬在广元城区的口碑，
同种蔬菜价格往往参差不齐，农民增收
常常会陷入无保障的境地。

为降低种植风险，规避市场风险，促

进农民增产增收，龙潭乡充分利用广元
近郊的区位优势和水土丰润的山地资
源，走现代都市农业发展路径。去年，该
乡引进蔬菜种植业主，并利用业主的资
金、技术和市场等优势，组建了广元康泰
农林专业合作社。合作社通过签订保底
价格收购协议，为种植户提供种子、肥
料、薄膜、农药、种植和管理技术指导，采
取统一集中收购等形式，扭转了农户传
统的种植模式，实现了蔬菜种植规模化、
标准化发展。

“康泰农林专业合作社为我们选择
的海椒品种不错，产量、品质有保障。而
且合作社前期签订了保底合同价，还无
偿提供各种技术指导和服务，收购时按
照市场价格（高于保底价时）收购，老百
姓连运费都省了，很划算！”和平村四组

组长石怀祥说，以前他每年也种海椒等
蔬菜，但在品种选择上很盲目，又没啥管
理技术，运气好时，碰上了好品种就好
卖；要是病虫害没治住，就只有亏本了，
更谈不上赚钱。现在有了合作社，龙潭
人规模化发展果蔬就没多少顾虑了。目
前，全乡加入康泰农林专业合作社的海
椒种植大户已有60户。

据了解，下一步，龙潭乡康泰农林专
业合作社等几家果蔬专业合作社将把该
乡发展较好的番茄、已有一定规模的梨
等果蔬也纳入合作社管理，并打算建立
统一育苗、示范和培训基地，建立冷库等
现代储存设施。同时，合作社将与城区
超市和蔬菜市场做好对接，形成龙潭的
蔬菜品牌，真正把果蔬产业做大做强，让
更多的老百姓增收致富。

小海椒铺就农民致富路
——利州区龙潭乡果蔬专合组织助农增收掠影

今年以来，利州区
赤化镇依托天然林地等
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生
态畜牧产业。在推进畜
牧 产 业 园 区 建 设 过 程
中，该镇将生态养殖与
休 闲 观 光 产 业 有 机 融
合，在产业园雕塑了野
鸡栖杜仲、鸡雏出蛋壳
等形象，建造了竹制山
门、竹制房屋等设施，突
出了该园杜仲野鸡养殖
的特色与文化内涵。目
前该园区基本建成并向
游人开放。
白桃林
本报记者 董红明 摄

赤化畜牧产业园
杜仲野鸡基地
建成向游人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