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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纹锋 文/图

“2月 8日，到冯全玉家里指导辣椒
育苗。”“3月 1日，帮助邻居冯明胜收割
甘蓝。”“3月 5日，为村民冯全海送蔬菜
种子”……3月23日，记者走基层来到昭
化区石井铺乡长岭村十一组采访，住在
该村的区六届人大代表舒天翠的“民情
日记”引起了记者的注意，上面记录了
她为群众服务的点点滴滴。

“我虽然是一名普通村民，但时刻
以一名人大代表和党员的标准要求自
己，担当起带领乡亲们致富的责任来。”
舒天翠告诉记者。

自己先行种烤烟 致富之后带乡邻

在她家的甘蓝地里，45岁的舒天翠和
丈夫一边忙着收割甘蓝，一边与记者摆谈。

由于她家所在的十一组地理位置
偏僻，长久以来，种植传统粮食作物是
村民的主要收入来源。看着临近村社
的群众大都修起了楼房，换了新家具、
电视，舒天翠梦想着自己能早日致富。
2005年，她听说种烤烟赚钱，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种了 10亩，但由于不懂技术，
当年仅卖了 4000 多块钱，亏了 2000
元。第二年她缩小了种植面积，只种了
5亩，这一年，烤烟纯收入2000多元。

赚钱后，她种烟的面积年年增加，收
入年年增长。她用卖烟的钱添置了大电
视机，买了新家具，生活过得很不错。

时间到了2011年，看着周围的乡亲
日子仍过得紧巴巴的，舒天翠有了一个
大胆的想法：自己种了6年烟，积累了一
定的经验技术，应该动员大家也来种烟
致富。于是，她挨家挨户做工作，把乡
亲们的积极性激发了出来。

说干就干。栽烟，田间管理，烘烤
……乡亲们哪里有需要，她的技术指导

就提供到那里。
“刚开始种烟的时候，啥时打药除

草，啥时打顶除芽，啥时转火加湿，完全
弄不清楚，我便向舒天翠请教。接到电
话后无论多忙，她都要放下手中的活，跑
过来现场指导。她就是‘活雷锋’。”说起
舒天翠的帮助，村民冯全贵感激不已。

“我母亲是残疾，不能下地干活，又
没钱请临工，看到别人家的烟都栽完了，
我急得团团转,幸好有舒天翠来帮忙，不
到一周时间，烟苗全栽上了。”冯全兴说，
第一年烤烟就卖了3万多块钱。3年来，
不仅还完了贷款，还存下了一大笔钱。

“群众选我当代表，当好代表为群众”

舒天翠一心一意带领乡亲们致富
的行为得到了大家的肯定，2011年 11
月，她被选为区人大代表。

当选区人大代表后，哪家有困难，
哪家有诉求，她能解决的从不推诿，始
终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一件
件落实好。不能解决的且带有普遍性
的问题，就深入调查，精心准备，把他们
带到人代会上。

每年人代会前，是舒天翠最忙碌的
日子。为了每一份建议里的数据准确
真实，为了把大家的心声都带到会上，
舒天翠经常走村串户，与村民们谈心、
交流产业发展意见。

“走一天回来，累得腿都抬不起来了，
为了认真履行人大代表职责，苦和累都是
值得的。”说起这些，舒天翠一脸的自豪。

2011年和2012年，她提出了加强烤
烟乡镇的电力、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的
议案；2013年，她提出了硬化连接庙儿顶
村与红卫村村道的议案；今年，她又提出
了扩大蔬菜销售途径，加强技术培训和
市场信息沟通力度的议案……每提出的
一项议案里，都包含着她的心血和汗水。

每年的区人代会结束后，舒天翠都
要及时向村两委、村民报告并宣传会议
主要精神，并结合实际为乡亲们在产业
发展上出谋划策。

“群众选我当代表，当好代表为群
众。作为一名基层代表，就是要发挥好
群众和政府间的桥梁作用，在烤烟、蔬
菜产业发展，和服务群众中落实好会议
精神，在帮助乡亲们解决问题、办实事
中践行好党的群众路线，让乡亲们有盼
头。”舒天翠语气坚定。

当记者问她未来的产业发展计划
时，她说：“今年，新种 2亩地的辣椒，再
种20亩烤烟。同时为乡亲们服好务，与
他们一道共圆致富梦。”

和乡亲们一道，共圆致富梦想
——记昭化区六届人大代表、石井铺乡村民舒天翠

本报记者 易佳 文/图

“呜呜呜…啊啊啊…喔喔喔……”3
月 22日，在昭化区昭化镇小学乡村少年
宫的音乐室内，孩子们小身板挺得笔直，
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师的一举一动，跟着
老师做开嗓练习；隔壁的舞蹈室、美术室
等各活动室内孩子们学得津津有味；在
操场上，老师们正带着低年级的孩子们
开展滚铁环、跳绳、踢毽子等活动，孩子
们的笑声在校园上空回荡。

因地制宜 小空间变“大本营”

“别看我们这儿地方不大，却能带给
孩子们无穷的欢乐，他们总能在这里找
到自己感兴趣的‘节目’。”据昭化小学校
长杨云忠介绍，该少年宫是于 2013年 7
月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乡村学校
少年宫建设项目支持下，依托昭化小学
现有场地、教室等设施，通过“一校两
用”、“一室两用”、“一桌两用”、“一师两
用”等方式，有效整合资源改建而成的。

记者在杨云忠的带领下，一一参观了

科学实验室、美术室、音乐舞蹈教室、计算
机网络室、书法室、图书阅览室、田径场、
篮球场等活动场地，看到这里教学仪器、
器材达到 450余件，均按照二类标准配
备，种类齐全、品种丰富，纸质及电子书册
藏书量约17000册，为少年宫活动的开展
和孩子们的学习提供了充足的保障。

校长杨云忠说：“我们聘请了校外辅
导员3名、校内辅导员32名，充分考虑孩
子们的兴趣和爱好，开设了舞蹈、器乐、书
法、绘画、手工制作、国学诵读、鼓号、益智
游戏、科学制作、课外阅读 10个活动组，
利用学校活动课、下午放学后及周末节假
日等时间，让孩子们在自己的兴趣中学
习、在爱好中成长，促使他们全面发展。”

如今，该少年宫已经成为了昭化镇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综合实践能力
培养的重要基地。

文化熏陶 特色活动培育品质少年

昭化小学乡村少年宫除了开展常规
的思想道德教育、文化艺术、游戏娱乐等
活动外，还利用昭化古城的蜀道三国文

化、社会资源，组织书写昭化、笔绘古城、
“古城小导游”、“徒步剑门关”等一系列
具有古城特色的活动，让孩子们从小就
感知家乡文化，成为熟知古城历史、风俗
民情、古城特产的昭化少年。

三国名人墙、经典文化墙、国学经典
墙在校园内处处皆是，整个校园充满文
化气息。

“现在的孩子思想活跃，比起我们小
时候要见多识广得多，只要稍加指导和
鼓励，他们就能取得很不错的成绩。”辅
导老师张菊蓉说，“其实孩子们都有自己
的兴趣爱好，让孩子们拥有一个在兴趣
爱好中学习成长的平台，是老师和家长
共同的愿望。”

“这是我画的画。”4年级2班的赵紫
君指着二楼过道上一副裱好的画告诉记
者，“我特别喜欢画画，以前学校每周只
上两节课，现在少年宫美术活动室的课
可多了，还有老师专门指导我们。”

“我更喜欢‘走出去’的活动，今年寒
假和大学生哥哥姐姐们一起出去做志愿
者服务活动，看他们做事情，听他们讲故
事，好想快点长大！”活泼开朗的杨蒹葭讲
起了他参加少年宫假期活动带来的乐趣。

春华秋实 少年宫赢得八方美誉

自投入使用以来，昭化小学乡村少
年宫吸引了近 700名少年儿童来此活动
和学习。针对留守儿童父母在外务工的
情况，少年宫还专门建立了亲情网吧，可
以让留守儿童和自己的父母亲进行视频
对话，联络感情。

2013年 11月和 2014年 1月，该少年
宫两次组织大型汇报演出，向社会各界展
示了少年宫的启用效果。“我们农村娃娃受
经济、交通等条件的限制，没有太多机会参
加兴趣班，也没有多少课外活动，现在少年
宫不但有活动项目，还有小娃娃一起玩，娃
儿天天都不想回家了。”“连我自己都不知
道我女儿现在会这么多东西，少年宫开办
得太好了”……家长们赞不绝口。

“乡村学校少年宫为农村孩子们健康
成长和全面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达到
了快乐学习、健康成长、全面发展的目的，
同时还解决了农村留守儿童课后失管失
教问题。”该区文明办负责人如是说。

山里娃的快乐大本营
——昭化区昭化小学乡村少年宫见闻

3月23日，笔者在S202线昭化
区昭化城区段改建工程建设现场看
到，全线各建设点工程车辆来回穿
梭，技术人员现场有序指挥，施工人
员有的在开挖路基、钻桩基、检修设
备，有的在焊接钢筋笼……到处是
一片繁忙的施工景象。

S202 线昭化城区段改建工程
项目，起点位于省道 202 线昭化区
石佛湾，经过远望崖、大曹梁、山后
沟、杏树扁、韩家沟、杨家湾，止于
202线平地沟附近。路线全长5.156
公里（不含长滩河跨铁路桥全长
202 米）。道路按照山岭重丘二级
公路设计，设计速度 60km/h，路基
宽度 12 米，行车道宽度为 2×3.5
米，路肩宽度2×2.5米，路面面层类
型为沥青混凝土。

该项目完成后，相当于新建了
一条环城道路，将替代原来穿越昭
化城区的省道202线。改建后的道
路位于城区北侧，形成快速通道，将
有效地改善省道202昭化城区过境
段交通环境，极大提高该段道路的
通行能力。

据了解，该项目工程建设直接
费用 12033.9073 万元。项目采用
BT模式（建设-移交）建设，工期为
两年，工程自 2013 年 10 月开工以
来，全线多点开工，共同推进建设，
目前各项工作顺利推进。

李建生 文/图

省道202线昭化城区段改建顺利推进
改建道路位于昭化城区北侧，将形成一条绕城快速通道

工人正在焊接坑桩。

本报讯（记者 邹贤良）今年以
来，昭化区梅树乡始终坚持“生态
立乡、产业富民”发展战略，立足
丰富的土地林地资源优势，引进业
主，带动农户，实现了林业产业发
展“开门红”。

该乡将 2014年确定为“产业发
展年”，以林业产业发展为重点，成
立林业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充实林
业产业发展力量，建立“周汇报、
月通报、末位谈话”机制，小组成
员经常深入产业现场，解决实际问
题。并紧紧围绕“万亩苗木基地
乡”总体目标，立足丰富的林地资
源优势，引进广元市双寅新农业科
技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建立 3000亩
核桃采穗圃，引进成都华艺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在潼梓——潼北村建花
卉苗木基地 1000亩，同时抓好梅树
村1150亩银杏育苗基地发展，“万亩
苗木基地乡”林业产业发展格局初
步形成。

该乡还积极带动广大群众投入
到林业产业发展的热潮中来，抓好
抓实穿心村核桃采穗圃、潼梓村花
卉苗木园区“三大苗木基地”开工
建设及苗木栽植工作。截至目前，
穿心村核桃采穗圃按照 72株/亩的标
准，已完成300亩采穗幼树高标准栽
植，树下种植核桃种籽 10万公斤，
丰产园已清杂去乱800余亩，正在栽
植核桃幼树苗；潼梓——潼北村花
卉苗木园区已完成改土780亩，新建
园区道路 2公里，整治堰塘 3口，正
在进行花卉栽植，现已栽植 300 亩
12600株，树下种植药材，形成上下
结合、长短结合、以短养长的立体
林业模式；做好现有 1150亩银杏育
苗基地的精细化管理，基地内有壮
苗530余万株。

大力发展生态林业

梅树乡林产经济
实现“开门红”

书法班的小朋友正在上课。

本报讯（张绍奎 记者 杨霞）昭化
区虎跳镇在全面完成移民搬迁安置后，
迅速建立特色鲜明的产业体系，打造新
的经济增长极，确保移民稳得住，逐步
能致富。

该镇加快发展现代农业。以科技
化为引领，以产业化为方向，大力发展
农业科技示范园区。技改毗鹿、东沟、
东岩、仙山、樟树、三公 6个生猪养殖园
区，扩大生产规模；新建南斗生猪养殖
园区。建设 500 亩优质蔬菜示范村 2
个，种植核桃园 1500 亩，栽植山桐子
10000 亩，冬枣 800 亩，发展水产养殖
1000亩，努力把虎跳建设成为昭化区南
部的生猪养殖基地、蔬菜生产基地和水
产养殖基地。力争在“十二五”末，年均

农业产值达到 1.2亿元以上，同时，该镇
以生态工业为方向，以工业园区为平
台，高起点、高标准建成虎跳建材产业
园区；支持虎跳嘉森木业、永禄木业、虎
跳机制炭厂、虎跳砖厂资本扩张和技术
改造；引进虎跳白酒、虎跳豆腐干等“五
绝”深加工企业，实现工业企业增加值
在现有基础上翻 3番；该镇还坚持政府
主导、市场运作、多元投入、精品开发的
思路，着力构建“一心、一岛、两线”旅游
格局。以乡村民俗旅游为补充，加快开
发长阳寺、嘉陵江东岸十里桃花长廊、
轩辕山天然氧吧等乡村旅游亮点。到

“十三五”初，实现年综合旅游收入5000
万元以上，使虎跳镇成为昭化区南部独
具魅力的旅游圣地。

虎跳镇打造新的经济增长极

本报讯（张耀 白婷）“感谢党的政策
好，不仅有免费化肥拿，还能学到很多新
知识，今年一定会有个好收成啦！”时下正
值春耕生产季节，为全面做好今年春耕生
产工作，3月24日，昭化区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的20余名党员干部来到紫云村开
展送肥下乡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助农备耕。紫云村
五社村民冯浦山没花一分钱就领到了50
斤化肥，喜得他由衷地说出了上述一番肺
腑之言，这也是广大村民们的心声。

在活动现场，党员干部们一边向村

民免费发放化肥，一边给大家讲解如何
科学施肥要领，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
品质，增加农民收入。此外，他们还现
场向村民们宣讲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
践活动的宗旨和意义，耐心接受村民咨
询。他们随后还深入每个家庭实地座
谈，听取群众意见，了解群众困难。

据悉，此次活动为该村 197户 737
人送去尿素 4000 千克，价值 10000 余
元，猕猴桃种植资料 200本，价值 4000
元，村民们无不称赞这样的活动真好，
真正为他们带来了实惠。

昭化区食药局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送化肥技术下乡 为春耕生产护航

本报讯（徐锦斌 王璐 记者 姜德
辉）3月24日，昭化区村（社区）书记培训
班正式开班，来自全区 230余名支部书
记参加培训。

据悉，本次培训时间共计4天，分别
对学员们从加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如
何当好一名合格的村（社区）书记、建廉
洁昭化从村庄抓起、以民办公助方式推
进财政支农项目建设、新形势下的群众
信访维稳、村级财务管理及国家支农惠
农政策、林业经济发展现状及对策、农
村基层组织建设、推行网格化管理模式
等方面展开培训。随后又分为移民村、
重点新村建设村、旅游文化产业发展重
点村、街道社区四个培训班，围绕亭子

口库区昭化湖现代渔业开发与保护、移
民库区后续发展思路及后期扶持相关
政策解释、现代农业综合园区与新农村
建设、乡村旅游模式的开发与管理、社
区服务与管理等方面展开培训。培训
期间还组织村社区书记到现场参观学
习社区管理和乡村旅游、现代农业产业
发展等，利用晚上课余时间集中开展农
村工作方法研讨和观看爱国教育影片，
极大地丰富了学员们的培训内容。

张家乡回龙村新上任的村支书姜
凯文在培训中，学到了做好农村工作的

“技巧”，他说：“培训内容就是我们经常
面临的一些非常头疼的问题，很实在，
对我们开展好农村工作帮助很大。”

昭化区村（社区）书记培训班开班

230余人参加培训

舒天翠与丈夫收割甘蓝。

美丽广元 昭化风光

平乐寺景区街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