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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怀英

但凡好茶皆产于山清水秀、林深幽
谷之处。旺苍县就是这样一块“宝地”，
地处四川盆地北缘、米仓山南麓，非常适
合高山有机茶生长。独特的地理环境造
就了旺苍县特有的气候，同时也造就了
这美丽多情的高山茶乡。

“茶山流淌着一支歌，歌引人才落山
坡……”这首在茶农间广为流传的歌，不
仅唱出了他们的心声，也唱出了一个备
受他们尊敬的人——旺苍县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茶叶站站长、高级农艺师石保旭。

努力让群众捧上“金疙瘩”

15日，在旺苍县木门镇三合村二社村
民孙荣恩的房前，孙荣恩指着房前满目翠
绿的茶园对记者说道：“这茶园就是我的

‘金疙瘩’！没有石站长，就没有我家的茶
园，是他让我们捧上了‘金疙瘩’！”

在孙荣恩的身后，新盖的小洋楼十
分气派，楼前还停放着一辆刚刚买回的

小轿车。这样的情景，对他而言，以前想
都不敢想。像孙荣恩这样生活殷实的茶
农，在旺苍县还有很多。

如今，旺苍茶叶经济已经惠及当地3
万余农户，茶叶种植面积突破20.1万亩，
年产茶叶3760多吨，产值近8.5亿元。目
前，已引进培育出中黄 1号、中茶 108、龙
井 43、福鼑大白、名山 131等 10个品种，
茶叶已成为该县助农增收的四大支柱产
业之一。目前，米仓山茶已牢牢占据川
东北和西北市场并远销海外。

旺苍茶叶种植遍布全县22个镇198
个行政村。石保旭大力推行该县“龙头
企业+合作社+农户”、“龙头企业+基地+
农户”、“龙头企业+家庭农场”的经营管
理体制，得到了各界的赞同和认可。旺
苍县委、县政府提出，到 2020年，全县茶
园面积达到 25万亩以上，实现产量 9000
吨以上、产值20亿元以上，把米仓山茶业
集团建成国家级龙头企业，把“米仓山”
商标打造成国家驰名商标，把旺苍建成
中国高山有机富硒富锌茶之乡、川陕甘

毗邻地区重要的茶叶加工贸易中心和茶
文化旅游胜地。

群众公认的“茶叶专家”

在旺苍，不论是卖茶的店铺商家还
是茶园采茶的茶农，都熟悉一个名字
——石保旭。他是当地群众公认的“茶
叶专家”。

为提高全县茶叶生产科技水平，石
保旭根据不同的农事季节，制定了旺苍
县全年茶事活动简历，用最通俗易懂的
方式告知茶农什么时节该干什么活。在
技术推广中，除了现场指导，他还编印了
《茶树高产优质生态安全栽培技术》等资
料，这些资料简单明了，茶农都能看懂。
他制作的PPT，茶农们一看就能记住。在
培训新建茶园的定型修剪时，他生动形
象地编出了“高度一小卡、留叶四五片、

剪刀斜向下”的顺口溜，使茶农一下就记
住了修剪要领。

他先后编写了《旺苍县“十二五”期
间茶叶产业发展规划》《旺苍县茶叶栽培
实用技术》等技术资料，在国家、省级刊
物发表了《建中国名茶之乡，领军川北茶
业》《赴浙江省新昌县的考察报告》等数
篇论文，制定了“米仓山茶四个茶叶地方
标准”，充分用于指导旺苍县的茶业生
产，并积极参与全县现代农业园区的规
划和实施。

石保旭坚持统一生产技术规范，全
面推广物理防治、生物防治等措施防治
茶树病虫害，有效保证了产品质量安全；
推广米仓山茶叶清洁化自动化加工技
术，做到无菌生产、无菌包装、无菌出厂，
建立起了“从茶园到茶杯”的产品质量可
追溯体系……

20余年来，石保旭对全县所有产茶乡
镇的茶叶种植面积、产量、茶叶品质都了
如指掌，哪个乡镇缺乏什么技术、缺哪种
设备，他比谁都清楚，是群众公认的“茶叶
专家”。石保旭为人谦和，经常与茶农们
打成一片，大家亲切地称他“石博士”。

高山茶乡的“石博士”
——记广元市第四届先进工作者石保旭

本报讯（记者 傅尹）5月 19
日上午，听说旺苍县五权镇天红
村一组的张毅仁在外打工 10年，
钱没挣回多少，却带回了一个美
籍华人投资发展养鸡产业，镇党
委书记安小燕坐不住了，冒着大
雨就往天红村一组跑。在村道
口，前来带路的村支书杨武国知
道安小燕一行的来意后，指着通
往深沟下一组的一条毛坯路说，
感谢有这条路，张毅仁才愿意回
乡创业，才说动了美籍华人梁景
俊投资他的家乡。原来，故事还
得从这条路开始。

天红村有 10个组，就有 4个
组地处深沟，不通公路。2013年，
这 4个组的村民眼看着沟对岸南
江县的公路已经修到了村组，急
了，找到“村两委”要求修路。杨
武国为难了，修路的事，他已经给
镇上反映了无数回，可五权镇是
旺苍县偏远乡镇，天红村又是五
权镇最偏远的村，僧多粥少，等纳
入政策或项目扶持，就得排队
等。脱贫致富不能等，天红村民
提出自己修，得到“村两委”的坚
决支持。村上想办法解决炸药雷
管的事，4个组的村民让地、让树、
让坟，出工、出力、出钱，经过 3年
的努力，到2016年初，终于完成了
全长 2.5公里的毛坯路。杨武国
讲到这里，感叹道，这 4个组 90户
340人，脱贫奔小康的愿望特别强

烈，光现金人平捐资就达到 4000
元，最多的一户上了万。不等、不
靠、不要，是他们在倒逼我们的工
作。看到大家在泥泞中艰难行
走，杨武国没忘鼓劲：“今天下大
雨还好，叫水洗脚，如果是小雨，
就更恼火了，叫泥包脚……”

一高一低走了约 50分钟，才
来到一组张毅仁家。张毅仁向大
家介绍了来自美国的华人梁景
俊。已到知天命的梁景俊祖籍浙
江，生在台湾，与太太在美国开了
一家餐馆。他是在浙江台州做餐
饮生意时认识打工的张毅仁。梁
景俊觉得张毅仁做事有干劲，对人
很诚恳，他们成了忘年交。张毅仁
知道老家已经修通了公路，觉得现
在的扶贫政策好，回去创业正当
时。便邀请梁景俊一同回乡考察
看能做点什么。有了路，就有了发
展产业的基础。通过实地考察和
市场分析，他们决定发展养鸡产
业。先期由梁景俊投资 20万，已
经养了一千多只茶花鸡和雉鸡实
验，准备3年后发展到七、八万只的
规模。杨武国帮他们算了另一笔
账，如果带动乡亲们重点养鸡，3年
后这 4个组的村民提前达到小康
目标肯定不成问题。在回返的路
上，有镇干部发出这样的感叹：多
亏有了这条路，才引来了“洋凤
凰”。安小燕却在盘算，怎样让这
条路尽快铺上水泥。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脱贫的事情自己干

修通村道路，引来“洋凤凰”

仲平

8年前，经历“5·12”特大地震后，广元曾
有这么两幅标语震动了四川，震动了中国，
那就是“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
情自己干”和“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
能战胜”。 这两幅标语，分别挂在青川县黄
坪乡枣树村民李玉明、尚元进加固的房子
上，格外醒目。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8
年 8月 31日来到村里，看到这两幅标语后十
分称赞。他说这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
精神，我们抗震救灾得靠这种精神，重建家
园，生产自救，也得靠这种精神，将来我们发
展还得靠这种精神。在随后的灾区视察中，
温总理 4次提到这两幅标语，并把它们概括
为四川精神。正是这种精神，广元人不等、
不靠、不要，第一个开始了农房重建工作，第
一个奏响了低碳重建生态发展进行曲……

8年后的今天，枣树村人的干劲，广元人
的精神，又一次在旺苍县五权镇天红村人的
身上体现。同样的是，不等、不靠、不要，不同
的是，奋斗目标是脱贫奔小康。不讲一分钱
的代价，让出自己的土地，牺牲自己的树林，
迁出亲人的坟茔，挤出勒紧裤腰带节约的积
蓄，主动参与到脱贫攻坚的大决战中。天红
村的人明白，他们不穷在没有志气、没有勤
奋、没有产业，而是穷在交通不便。只有路畅
通了，才有富路可走。事实证明，虽然还只是
毛坯路，但毕竟引回了创业者，引来了“洋凤
凰”，通向小康的路有了美好的开端。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决战决胜全
面小康的冲锋号已经吹响，扶贫攻坚战、脱
贫攻坚战已经展开。今年以来，全市上下把

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把
脱贫攻坚作为“六项重点工作”和经济建设

“三大主战场”之首，强化责任担当，推动工
作落实见效，脱贫攻坚工作取得明显进展。
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和全省、全国同步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落下一个乡村，不落
下一个贫困群众。但是，政策再好，项目再
多，资金再充足，客观条件再好，主观不努
力，也往往事倍功半。

天上掉下个馅饼，你不动嘴，不用劲，也
就只能饱饱眼福。也就是说，扶贫的项目，
扶贫的产业，还要靠自己播种、浇水、施肥、
除草，才能开出花朵长出果实，否则，种下的
是谷子，长出的是稗子。再说，脱贫扶持的
项目、产业，也不是一成不变，随着市场的变
化，没有科技意识、没有市场头脑，没有经营
理念，即使富了，也不会长久。这几年养猪
业的起起落落，就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看看
身边那些回乡创业的成功人士，他们的成
功，除了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外，主要成功
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上。也就是说，还要靠
自己的勤劳奋斗，靠自己的聪明才智，靠自
己的主动作为。

“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
自己干”；“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
战胜”，广元人靠这种精神，事事走在前面，
三年重建任务两年完成。今天，扶贫攻坚、
脱贫攻坚大决战，不等、不靠、不要，天红村
的老百姓又喊响了这一精神，值得称赞，值
得骄傲。我们要认识到，脱贫攻坚的主力军
不是党委、政府，不是帮扶单位、帮扶人员，
而是帮扶对象自己，是脱贫奔小康的每个
人。

脱贫原动力还在自己

决战全面小康 全力精准脱贫

眼下正是油桃成熟季节。5
月 21日，利州区三堆镇井田天绿
果园里，前来体验采摘乐趣的市民
络绎不绝。该园占地 600余亩，种
有油桃、红翠香甜李、葡萄等数十
个品种。其中油桃品种有早熟、中
熟、晚熟多个品种，从 5月 10日开
始采摘，预计到 6 月 10 日左右结
束。采摘游作为一种新的生态旅
游方式，能让人感受田园自然风
光，体验亲手采摘乐趣，品尝新鲜
时令鲜果，受到广大市民的热
捧。

高志农 本报记者 张文良

油桃采摘正当时

本报讯（记者 兰宜谦）22日，市委
副书记、市长邹自景会见中国供销农产
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生
一行，双方就加快推进合作项目进度、
建设农产品物流中心等有关事宜进行
了深入洽谈。

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
限公司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为有
效服务“三农”、搞活农产品流通、适应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而成立的独资企
业，是集以农产品批发市场建设、整合、
升级改造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产品流通
领域企业。该公司拟与广元资博实业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出资在广元经济技
术开发区盘龙镇建设占地约500亩的农
产品物流中心。

邹自景说，广元交通区位优势突
出，现代农业发展成效明显，市委、市政

府十分重视农产品物流中心的建设和
物流业发展，很欢迎中农批这样有实
力、有经验的企业到广投资兴业。希望
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促进项目建设取
得实质性进展，加快建设辐射西南、西
北的农产品物流中心，在服务人民群众
生活，服务生产发展，乃至助农增收、脱
贫致富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实现双方
互利共赢发展。

通过实地参观、听取情况介绍和相
互交流，张生对我市日益凸显的交通区
位优势和良好的投资发展环境给予高
度评价，对未来的合作前景充满了信
心。张生表示，将会进一步做好市场调
研，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为促进广元经
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市委常委、市国资委党委书记张康
明参加会见。

邹自景会见张生一行
中国供销农产品批发市场控股有限公司拟与广元资博建设
农产品物流中心

本报讯（记者 刘怀英）5月16日至
18日，按照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全省
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知》要求，
省督查组组长张霆一行来我市检查指导
我市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开展情
况并对我市的普查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三天来，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青川
县的沙州镇、孔溪乡，昭化区的元坝镇、
紫云乡，通过现场检查、听汇报等方式
了解我市开展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
作的进展情况。

农业普查是我国正式实施的周期
性三大普查（人口、经济和农业）之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全国
农业普查条例》等统计法律法规的规
定，农业普查每10年开展一次。我国已
分别于 1996年和 2006年开展了第一、
二次全国农业普查，今年是开展第三次
全国农业普查。自省政府下发《关于开
展全省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作的通
知》以来，按照省政府的总体部署，我市
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各级普查机

构主动作为，各部门密切配合，全市农
业普查前期准备工作有序推进。

“广元在抓第三次全国农业普查工
作中，各级领导高度重视主动参与，并
牵头和安排这项工作，各县（区）乡（镇）
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制定工作计划，
落实办公条件和专项经费，总体情况较
好。”在汇报会上，张霆充分肯定了我市
前期所做的工作。

张霆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充分
认识农业普查工作的重要性，本次普查
要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精心组织开
展好普查宣传、“两员”选聘、业务培训
等关键工作，确保普查工作顺利开展。
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深入实际调查研
究，营造氛围搞好宣传，让更多的人参
与普查工作。要充分开发和应用农业
普查资料，拓展应用领域，搭建应用平
台，建立农业普查数据可视化系统，充
分发挥农业普查在党委政府科学决策、
部门行政管理及发展规划编制中的重
要基础性作用。

我市农业普查工作获省督查组肯定

新华社成都 5月 22日电（记者 吴
文诩）四川省驻村帮扶工作组和贫困村
党组织“第一书记”的任期不得低于 2
年，不得随意撤换调离，任职期间提拔
的仍须驻村工作。

这是四川省日前出台的《关于加强
党建工作组织工作为脱贫攻坚提供坚
强组织保障的意见》明确要求的。

《意见》要求，要在脱贫攻坚期内，
保持贫困地区县乡领导班子特别是党
政正职、专职副书记、政府分管副职及
有关部门负责人的相对稳定，换届调整
后原则上不调整岗位，不脱贫、不摘帽、
不换人；对表现特别优秀、实绩特别突
出的贫困地区县乡党政正职，可提拔担
任上一级领导职务，但仍要继续兼任现
职，并把主要精力放在脱贫工作上；驻
村帮扶工作组和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
记”的任期不低于2年，不得随意撤换调
离，任职期间提拔的仍须驻村工作。

为了确保严实作风贯穿脱贫攻坚
始终，《意见》指出，要落实党员干部直
接联系服务群众制度，深化“走基层、解
难题、办实事、惠民生”活动，完善领导
干部联系贫困县乡村户制度；对做表面

文章、搞数字脱贫、垒大户、造“盆景”
的，以及脱贫攻坚中因不敢担当不愿担
当、责任落实不到位、作风不严不实造
成不良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要严格依纪
依法问责追究；要加强贫困地区挂职干
部日常管理监督，挂职干部一律不再承
担原单位工作任务，与挂职单位干部同
考核。

为了激励扶贫干部干事创业，发挥
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意见》强
调，要注重政治激励、工作支持、心理关
怀、待遇保障，促进贫困地区干部安心
安身安业；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脱
贫攻坚的坚强战斗堡垒，实施千乡万村
好书记选育计划，加大对软弱涣散基层
党组织的帮扶和整顿工作力度，全面提
升基层党组织整体功能；要推动人财物
向贫困乡村倾斜，着力解决有人干事、
有钱办事、有场所议事等问题，强化基
层基础保障。

四川省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各级党组织要充分认识党建工作、组织
工作在脱贫攻坚中肩负的重要责任，围
绕脱贫攻坚抓好党建工作，把聚焦聚力
脱贫攻坚作为当前的重要政治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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