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2 要闻
GUANGYUAN DAILY

2016年2月21日 星期日

责任编辑：穆晓东 编辑：左丽琼 版式：吕梅 校对：郑为 本版热线：（0839）3267983 邮箱：gyrbcsxw@163.com

历史上的今天
2月21日

1972年2月21——28日，美国总统尼克松来中国访问。27日，中美两国
政府在上海签署《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并于28日发表。《联合公报》
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2002年2月21日，中共四川省委任命王宗榜为中共广元市委书记。

本报记者 刘怀英 文/图
寒冬下的苍溪县高坡镇，雨雾弥漫，

雪花飞舞。沿着该镇玉地村道一路盘旋
而下，宽阔平坦的水泥路犹如一条飘逸的
丝带，穿越山与川，连接着山野和村落。
在这条路上，一辆辆三轮车、拖拉机风驰
电掣般“擦肩而过”。

辜申德的家住玉地村二组，离村委会
不远。记者 2月 13日从高坡场镇出发，7
公里的路15分钟便到了他家。

路通了 出行安全更方便
“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这是对

玉地村典型的写照。
行走在高坡镇玉地村新修的通村水

泥路上，很是惬意，适逢开着三轮农用车
刚从高坡场镇上卖完生姜和葱苗的玉地
村二组 60岁的村民辜申德，谈起村道他
感慨颇多。

每逢到了生姜收获季节，辜申德总是
每天凌晨4点出发，背70斤生姜到街上去
卖，因为路不通，只有走狭窄的小路。

“记得 2010年 7月份的一次大雨，一
路上泥巴踩起多深，我背着姜走到北碑梁
处，脚下一滑生姜倒了满地，膝盖碰在石
头上，当时血流如注，看到满地的生姜，想
起种姜的艰辛，我把衣服撕了一块将伤口
缠了下，把生姜捡起来，一路一瘸一拐走
到场镇上，都 11点了，结果早就散场了，
生姜没卖完，就只有把生姜背回家。”辜申
德说。

“现在有了水泥路方便多了，出行更
安全了，路通百通，现在村上买小车、摩托
车的人可多了。”辜申德说。原来，今天高
坡镇正逢当场天，早上他拉了 100斤生姜
和50斤葱去卖，不到一个小时一抢而空。

“路修好了是为子孙后代造福。现在

路修好了，出行方便了，感谢党的政策好
哇！”辜申德笑得合不拢嘴。他说，前几
年，该村有几个小伙子娶了媳妇结了婚，
因为交通不便，媳妇们跑了；自家的堂弟
当时得了脑溢血，路不通，救护车开不到
家，在家人的陪伴下要走 2公里才到公
路，结果还没到走到停救护车的公路前，
人就咽气了；他的侄儿辜晓林 2009年 12
月 8 日的下午 5 时突发疾病，当年才 20
岁，不能动弹象中风的感觉。当时辜申德
请了 12 人用滑竿将辜晓林抬到文昌医
院，因为下雨，30公里路从头天晚上 6时
抬到第二天凌晨 6时才到，花了 10个小
时，虽然人救回来了，但治疗的最佳时间
却错过了……

“如果是现在，就一个电话，车子来了
10多分钟就可以送到医院。现在的路全
部通到家家户户，出行方便快捷。”辜申德
说。

路通了 增收致富后劲大
在辜申德家屋后的菜地里，三个地窖

一字排开，如果不是他带我们去看，真看
不出地下还藏着这么多的秘密。

揭开一块石板，一个只容一人进出的
洞口摆在眼前，向下一看，全装满了生姜。

“3个窖共装了9000斤姜种。”对辜申
德来说，那是一笔更大的财富。

40年前，别人都热衷于种水稻、小麦、
玉米等传统作物时，刚 20岁的辜申德就
开始种植生姜，用他的话来说，生姜是调
料，炒菜总要用上，特别是农村办酒席用
量大。当年，他走路去离他家 170公里的

巴中市温溪公社买了 50斤姜种，种在自
家 0.3亩自留地里，当年收获 200元，辜申
德尝到了甜头，自那以后到今天，他就和
生姜打上了交道，由 0.3亩土地种到 4亩
土地。 2014年，他连生姜和姜种共卖 20
万元。

每年4月份种姜、8月份卖仔姜、10月
份卖老姜……这些节点辜申德背得滚瓜
烂熟。

如今，水泥路通了，在他的带动下，附
近有 30余户村民种上了生姜。同时还有
10余户种上了猕猴桃、葱苗等产业。

辜申德还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传
统农业种植时，一亩地收 800斤稻谷，200
斤小麦，按现在的市场价，稻谷是 1.2元/
斤，小麦是1.0元/斤，一年一亩收入共1200
元左右，而我一亩地至少产出 5000斤生
姜，按最低3元/斤计算，也是1.5万元。”

如今该村有 40亩生姜，按最保守的
算法，一亩按3000斤计算，至少可挖12万
斤，按最低市场价 3元/斤计算，最低可卖
36万元。

同时，玉地村一组的辜习明、罗正楚
等猕猴桃分别种了 5亩，挂果后，一亩可
产 5吨。如今就玉地村已种植猕猴桃 80
亩。为了发展猕猴桃，有私人老板在高坡
场上投资专门建了个冷冻库，现在路通
了，就一个电话他们会主动上门来收购
……

农村公路的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村公
路畅通问题，而且使农副特产、旅游资源
等得到有效开发，有力地拉动了地方经济
发展。

修通村公路 圆了致富梦
——苍溪县高坡镇玉地村见闻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国培
全市交通民生工程工作

目标任务下达后，我局高度重
视，为加快农村公路民生工程
进度，我局成立了 7 个督导
组，分别由局领导带队督导一
个县区交通民生工程。对市
定民生大事工程采取“一个项
目、一个领导、一套班子、一抓
到底”的项目推进机制，以确
保民生工程建设按时按质按
量完成。

高坡镇党委书记任斌
过去两年，高破镇共硬化

村组道路 72公里，项目总投
资 3600万元。镇上采取“一
事一议”的方式，由各村村民
提意见，村委会制定方案，实
行民生决策、管理、监督的办
法，按照“因地制宜、适度超
宽、稳步推进”的原则，高标准
设计、高标准打造。同时各村
每天指派专人深入施工现场，
跟班作业，抓工程质量，不但
保证了工程如期竣工，还保证
了工程质量。

朝天区小安乡龙灯村一组村
民吴扬清

以前我们这里的路都是
坑坑洼洼的，要是遇上下雨都
没办法下脚。山大沟深，雨雪
天道路泥泞，出门难上加难。
对于居住在这里的村民来说，
这样的日子再熟悉不过。

现在路修通了，不光是方
便了，这里的蔬菜也可以直接
拉进城区里变钱了，相信通过
我们的勤劳，用不了几年我们
就可以赶上城里亲戚家的生
活水平了。

▶ 数据

2015年全市共完成770
公里，占总目标的202.63%。

其中：苍溪县完成 165
公里，旺苍县完成121公里，
剑阁县完成 100公里，青川
县完成 116公里，利州区完
成 40 公里，昭化区完成 98
公里，朝天区完成130公里。

▶ 声音

村里通了水泥路,两小朋友在路上骑着自行车。

本报讯（罗明忠）2月 16日，国网四
川苍溪县供电公司歧坪供电所院内传
来一个整奋人心的消息，员工周禹辰拾
金不昧传为一个佳话。

2月 11日，正月初四，在万家团聚，
到处洋溢着温馨与欢庆的节日中，周禹
辰和儿子周泽江父子俩在苍溪县滨江
路上玩耍，走着走着，不意间拾得一个
包，打开一看，包里有 527元钱、一个身
份证、二张建行卡、学生证、车票。从身
份证看，是苍溪县石马镇真武村四组的
人，名叫郭长清，学生证是四川电子科
技大学学生，他们就在原地哪里等，等
候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没有人来认

领。
周禹辰把拾到的东西用手机拍照

后，发在微信里。歧坪供电所员工杨程
在微信里看到此事后，迅速将此事告知
歧坪派出所。歧坪派出所民警经过一
番周密调查，通过石马派出所查出了此
人，通过石马镇真武村上通知了此学生
家长。

“周叔叔、周泽江你们是我们这一
个新时代的好人，我已经把钱包拿到手
了，十分感谢你们，新年快乐，好人一生
平安！”2月 14日，郭长清拉着周禹辰的
手感慨地说。

父子俩拾金不昧 微信找到失主

本报讯（向勇 记者 陈绍海）“我
真是糊涂，以为发值班费是按照以前的

‘老规矩’办，没想到后果这么严重
……”2月 18日，旺苍县天星乡纪委在
开展正风肃纪专项检查时，发现一村组
干部违规发放值班费，当纪委干部对该
村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时，这名“村官”
后悔不已。

怎样防治“小村官大权力”、“小村
官大腐败”？天星乡将村支部书记、主
任列为高危岗位，强化制度约束、监督
上“提一级”。

近年来，该乡先后出台《村（社区）
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办法》、《村级干部
案件查核制度》、《村级财务管理办法》
等规章制度，明确全面开展村社负责人
经责审计，必要时县级审计局直接审
计；村社干部重大贪污腐败问题由县纪
委、检察机关直接查办；村级财务开支
按金额大小实行村支两委、联系领导、
乡镇长“分层分档审签”。

“为‘斗硬’对‘村官’日常考核和管

理监督，我们还在全乡探索推行村支部
书记、主任‘月考’‘年评’制度。”该乡党
委书记张兴国介绍，“月考”为每月初，
村支部书记、主任要把个人上月工作小
结按要求进行如实填报，并由村委委员
审核签注意见。“年评”为每年年底，结
合年度目标考核、述职述廉等组织机关
干部职工和辖区村两委主要负责人、

“两代表一委员”等，对村支部书记、主
任进行年度履职情况民主测评。

“考评内容围绕德、能、勤、绩、廉进
行全面考评，重点考评履行岗位职责贯
彻落实上级党委政府的决策部署、推进
完成重点工作和中心任务、廉洁自律遵
守党风廉政建设相关规定等情况。考
评具体分为好、中、差三个档次。”张兴
国说，月考年评结果直接与年度考核挂
钩，作为评先评优、奖惩任用的重要依
据。连续两年年度“月考”“差”均超过3
个月或“年评”“差”率均超过30%的，以
及诫勉谈话后“月考年评”结果仍无改
观的，将作组织调整。

旺苍县纪委盯牢管住“小村官”

2015民生工程 基础设施

（紧接A1版）留守学生（儿童）文化之
家18个、农村电影固定放映点3个；广
播村村响、农家书屋、本地电视节目无
线信号覆盖率100%，率先在全市实现

“三个全覆盖”，保障了边远山区百姓
的文化权益。

利州区不断完善公共文化服务法
规体系和政策保障，用制度建设保障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得到有效运转。几
年间，《广元市利州区关于加快构建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试
行）》、《广元市利州区鼓励社会力量社
会资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意见》陆续出台，同步建立区级公共文
化服务体系协调机制，确保公共文化
服务依法规范运行。

体系建设成规模，文化惠民亮点
频闪。以均等化、标准化为标尺,利州
区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不断改革创新,
服务能力不断提升：

100场文艺活动下乡村、“文化科
技卫生法律”四下乡活动服务偏远山
区群众，为解决文化惠民“最后一公
里”展开有益探索；“五赛事两活动
一晚会”（才艺大赛、书画美术、文化
旅游产品创意、摄影、原创文艺作品五
大赛事，乡村音乐会、文化进景区两项
活动和一年一度的利州区春节联欢晚
会）、乡镇“一乡一品、一景一节”文化
活动周，让百姓从“等菜”到“点菜”；全
区 20 多支文化志愿者协会和团队、
1000余名文化志愿者,实现“送文化+
种文化”相结合,公共文化服务主体更
加多元。以文化院坝为抓手,新型文
化阵地为特色,利州区建设基层综合
性文化服务中心走在全市前列。

融合转型创新
文化产业增速超同期GDP

文化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
的比例，是衡量文化产业是否成为当
地支柱性产业的重要指标。

“十二五”期间,面临错综复杂的
经济形势，利州文化产业顺应速度变
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的经济大局，
化挑战为机遇，不断优化布局，调整结
构，积极推动文化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促进文化市场不断繁荣。

融合、转型、创新, 不断丰富文化
产业业态。大力推进文化旅游、广播
影视、演艺娱乐、网络游戏、印刷复制、
广告创意和古玩奇石鉴赏等七个传统
业态发展。抢抓“互联网+”发展机遇，
动漫制作、文化创意、软件开发等文化
产业新业态不断涌现。

“十二五”期间，利州以项目为抓
手，大抓项目，抓大项目，不断加强文
化产业项目储备。制定了以万安博物
馆为核心的川北古玩、书画、艺术交易
专业市场规划，储备了龙潭山地主题
公园建设、天曌山女皇文化产业园打
造、川北民俗文化园提升、万源文化旅
游产业园新建等一批 500万元以上的
文化项目。“十三五”期间,储备三江新
区城市文化综合体、大荣片区城市文
化综合体、井田文化创意产业园等文
化事业产业项目29个。

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利
州区文化产业增加值连续高速增长，
超过同期GDP增速, 文化产业实现增
加值 8.9309亿元，占GDP比重 5.01%，
位居全市第一。

1月 29日起，市城管执法支队上西大队集中整治火车站广场周边市容秩序。
截至目前，共开展集中整治 6次，取缔占道摊点 47起，纠正非机动车辆乱停乱放
248起，拆除违规设置横幅、招牌30余个，先行登记保存灯箱、广告牌33个。图为
整治现场。 本报记者 赵雪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