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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绍海

近年来，旺苍坚持市场导向，主动推
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全完善米
仓山茶的供给、提升、扶贫和保障“四大
体系”，将米仓山茶打造成为富民强县、
助农增收的支柱产业。到 2016年底，旺
苍绿茶种植面积 20.2 万亩，黄茶种植面
积0.4万亩，产量6060吨，产值12.3亿元，
带动茶农户均增收8650元。今年预计全
县茶叶产量将实现 6500吨，产值将实现
13.5亿，带动茶农户均增收8700元。

“四调四优”改善供给体系
“种黄茶有搞头！”9 月 4 日，在旺苍

县木门镇2000亩标准化黄茶种植示范基
地里，村民们正忙着给茶园除草、浇水。
木门镇某茶企董事长谭波说，去年公司
大胆投资 400余万元，把即将投产的 300
亩绿茶园都换种了经济效益更好的黄
茶，预计投产后年收入可达 3000万元以
上。目前，全县已在农建、木门、化龙等
乡镇建成标准化黄茶生产基地4000亩。

该县按照调整发展思路、产业布局、
良种搭配和生产方式，优化实现路径、产
业规划、产品供给和质量保障，不断改善
茶产业供给体系的“四调四优”思路，科
学编制茶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计划
到2020年有机茶园面积10万亩、黄茶面
积5万亩，努力把旺苍建成中国高山有机

富硒富锌绿茶之乡、全国最大黄茶生产
基地。

目前，旺苍大力引进和推广龙井长
叶、龙井43等名优特新茶叶品种，茶园良
种覆盖率100%；创新开发出广元黄茶和
米仓山有机子竹、毛峰等 76 个“高中低
端”茶叶系列优质产品；建成万亩亿元茶
业示范园 8 个、千亩千万元茶叶示范园
30 个和百亩百万元示范园 100 个，形成
以木门、高阳、五权、枣林为核心的4大茶
叶生产集中连片区域。

“四融四化”拓展提升体系
“‘米仓山茶’有机生产的关键环节

还在于大力推广‘茶—畜—沼—茶’、‘茶
—鸡—沼—茶’模式，按照严格制定的茶
叶种植、修剪、采摘、加工等相应生产技
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实施生产，确保
生产规模化的同时实现规范化。”该县一
茶业集团董事长何旭伦说，目前，该公司
种茶面积已达 3 万余亩，有机茶基地
3000 亩，年销售茶叶 4300 吨，实现年产
值9亿元以上，带动周边村民1.8万多户，
农民人均增收2000元。

在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
旺苍注重融合有机示范、文旅拓展、多元
营销和科技运用，提升园区标准化、效益
综合化、产业品牌化和生产智能化，以此

“四融四化”不断拓展茶产业提升体系。
同时，旺苍还创新推行“十步建园

法”，全面普及诱虫板、频振灯等绿色防
控措施和自动化、清洁化加工技术，大力
推广物联网、信息化集成、测土配方施肥
和γ-氨基丁酸茶等新技术，实现茶园管
护智能化、茶叶生产自动化，被认定为全
省首个全国绿色食品原料（茶叶）标准化
生产基地，米仓山茶叶标准化基地获得
国家有机认证。

“四联四带”健全扶贫体系
去年 6 月 27 日，秦巴山区脱贫攻坚

现场推进会议在达州市宣汉县举行。会
前，农建乡农建村成为推进会现场参观
点，受到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评价和
充分肯定。目前，农建村通过“园区+专
合社+贫困户”模式，建成有机绿茶 2400
亩、有机黄茶1000亩，让村级经济组织年
均增收 3.81 万元、贫困户年人均增收
5535.2元。

为确保 2020 年与全国全省同步小
康，旺苍推行“集体经济组织+农户”、“新
型经营主体+农户”、“产业服务协会+农
户”、“新型发展业态+农户”等利益联结
模式，强化权益量化、股份合作、托管服
务和高端定制带动农民增收，不断健全
茶产业扶贫体系。

到 2016年底，全县有茶叶产业龙头
企业、专合组织、家庭农场、产业大户等
新型经营主体3919个，带动3.5万农户发
展茶叶产业 9.3 万亩（7212 户贫困户 2.4

万人发展茶叶 1.7 万亩），4700 余户外出
务工茶农的 1.2 万亩茶园实现托管。
2016年，全县有1127户贫困户3944人依
靠茶产业实现增收脱贫。其中，私人订
制茶园 45 亩，54 户茶农实现收益 60 万
元，农户管护“私人定制茶园”实现二次
收益 6.7 万元。今年有 1580 户贫困户
5670人有望依靠茶产业实现增收脱贫。

“四建四强”深化保障体系
目前，旺苍与中国茶科所、西南大

学、四川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校建立了密
切合作关系，形成了“科研院校—县茶办
—乡镇农技站—村组（合作社）茶技员—
茶农明白人”五级茶叶技术推广服务体
系，每年培训茶农5000余人次。

打破惯例的力量来自改革创新。旺
苍通过创新建好服务、整合、智力和政策
平台，强化服务、项目、人才和激励保障，
不断深化茶产业保障体系。

近年来，旺苍县每年整合投入茶叶
发展资金 1亿元以上，集中支持茶产业
发展壮大，对所需种苗实行财政全额补
助、新建茶园基础设施给予 1/3 补助；
与中国茶科所签订长期的技术合作协
议，累计引进茶学等相关专业硕士、博
士研究生12名，组建米仓山茶业专家团
队和“乡土人才超市”392 个，每年培
训茶农 1 万余人次，培养茶叶“土专
家”1240名。

健全“四大体系”打造富民支柱产业

近年来，旺苍县坚持“三园联动、
三产融合、产村一体、园村相融”建设
思路，狠抓万亩亿元现代农业园区、

“一村一品”标准化示范园和特色微
庭院建设，初步走出了一条山区“三
园联动示范、特色产业扶贫”的脱贫
奔康之路。

去年，该县已累计投资 20 亿元
在化龙、高阳、木门、农建、尚武等15
个乡镇建成了17个万亩亿元以上现
代农业园区。园区农民年人均增收
可实现9800元左右。图为化龙乡现
代农业园区。

旺苍县农业局供图

8月21日，在旺苍县万家乡阳雀村，贫困户向彪正在搭建阴阳沟护坡。今年，
该县将实施易地扶贫搬迁1983户6685人，目前正加紧施工，预计在九月底前基本
达到入住条件。 康勇 摄

本报讯（张明广 记者 周俊）9 月
4日，记者在旺苍县农业局采访时获悉，
今年，旺苍县秋粮播栽面积达 33.21 万
亩，比去年增加0.3万亩，增长0.3%。

今年，旺苍通过落实农业相关政
策、加强技术推广、高产示范创建等一
系列措施，为全年粮食生产开好了局。
目前，全县共建水稻、玉米绿色高产高
效万亩示范片 6 个，面积 3 万亩。示范
片采取统一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新
机制“四新”示范和良种、良法、良壤、良

制、良灌、良机“六良”配套技术，示范带
动全县粮食生产整体水平提高。通过
突出推广优良品种、水稻直播、稻田养
鱼、测土配方施肥、“走道式”秸秆还田
等技术，有效引导农民运用稻作新技
术，辐射带动全县农民争创高产的积极
性，促进水稻均衡增产。

同时，该县还通过强化技术培训指
导、病虫监测，开展绿色防控与统防统
治，切实提高了病虫害防治水平和效
果，为秋粮丰收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秋粮播栽面积达33.21万亩

本报讯（唐福升） 8月 31日，笔者
从旺苍县农业部门了解到，今年该县
万亩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片平均亩产将
实现 667.7 公斤，最高亩产将达 738.5
公斤。

2017年，该县玉米高产创建示范片
安排在双汇镇、天星乡、龙凤镇等乡镇
实施，计划面积2万亩，玉米平均亩产达
到 600 公斤以上，实际完成面积 2.2 万
亩。示范区重点推广了高产品种、育苗
移栽、地膜覆盖、合理密植、配方施肥、

“双六尺”种植、综合防治病虫草害等集
成技术，使示范区良种推广率达到
100%、地膜覆盖率达到100%、配方施肥
率达到 100%、病虫害统防统治率达到
100%。

据测算，旺苍万亩高产创建示范玉
米平均亩产 667.7 公斤，按市场综合收
购价 2.1 元/公斤计算，亩产值 1402 元，
成本投入 650元，每亩纯收益 752元，比
去年亩均增收 107 元，增幅 16.59%，辐
射带动大面积每亩增收68元。

万亩玉米高产示范片：亩产738公斤

本报讯（唐福升 记者 陈绍海）9
月4日，记者在旺苍县采访中了解到，今
年，该县统筹工会、教育、民政、妇联、团
委等单位共筹集助学资金4088万元，资
助贫困学子9121人。其中，旺苍各级工
会向困难职工、农民工子女大学生1000
余人提供入学资助，共计发放助学金
200万元。

从 2005 年开始，旺苍县各级工会每

年都向全县贫困学子提供资助，至今已坚
持 12 年，仅县本级就为 3500 名学生提供
了 450 万元的资助。除了入学前一次性
资助外，该县总工会不断创新助学载体，
丰富助学形式，延伸助学链条，每年还从
受资助者中选定 30 名品学兼优、家庭困
难的大学生，元旦、春节期间给予 2000元
资助。其中，县总工会资助困难职工、农
民工子女580人，发放助学金72万元。

9121名贫困学子受助上大学

本报讯（周建）9月4日，笔者从旺苍
县委编办获悉，今年以来，该办在整治

“庸懒散浮拖”中，紧紧围绕“治庸提能、
治懒正气、治散聚力、治浮定神、治拖增
效”五大任务，聚焦群众和服务对象反
响强烈的突出问题，全面查找“庸懒散
浮拖”的具体表现，列出整改清单上墙
公示，并限时整改落实。

“瞄准关键节点、盯紧问题症结，强
化明察暗访、严格追责问责、从严正风
肃纪。”该部门负责人王强说，截至目
前，县编办已查找出 5 大类 8 个问题。
针对已查找的问题，对照“两张清单”，

坚持开门开放搞活动，深刻剖析问题根
源，做到了边查边改、即知即改，现已立
行立改8个问题。

“我们还结合‘两学一做’活动，针
对个别干部存在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
事，当‘好好先生’、‘守摊子混日子’的
现象，持续开展‘治庸问责’专项整治
行动，坚决铲除滋生‘庸官懒政’土
壤。”王强告诉笔者说，该部门已受
理、处理群众和服务对象投诉4件，办
结 4 件，办结率 100%。同时，还通报

“庸懒散浮拖”现象 2起，其中警示提
醒1人。

旺苍县委编办

列出清单整治“庸懒散浮拖”

本报讯（唐福升 宋照云）9月4日，
笔者从旺苍县了解到，今年以来，该县
从严要求，逗硬处罚，重拳整治建筑施
工扬尘，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保
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

该县通过政府网站、公众微信号、
手机短信等方式，及时发布施工扬尘防
治要求；建立标准化巡查制度，成立巡
查小组，结合质量安全文明施工季度考
评、施工精细化管理考评等，将建筑施

工扬尘防治纳入日常监督执法的重点
内容，开展常态化检查；以县城区房地
产开发、市政基础设施项目为重点，在
全县开展多场次建筑施工扬尘污染专
项整治；制定下发专项整治方案，明确
县级各部门和乡镇的职责分工，共同推
进各类施工场地、建筑工地、作业场所
扬尘整治。

今年上半年，该县累计检查项目67
个（次），发出整改通知单47份。

多举措重拳治理工地扬尘

本报讯（唐福升）9月4日，笔者从旺
苍县农业部门了解到，该县加大对重点
龙头企业的扶持力度，对新获得国家
级、省级、市级龙头企业分别奖励100万
元、30万元、10万元；对新获得国家级、
省级、市级知名品牌的分别奖励 20 万
元、3万元、2万元；对新获得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的一次性给予20万元奖励；对新
获得“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一次给予
10万元奖励。

近年来，该县以培育龙头企业为突
破口，不断培育壮大畜牧、茶叶、林果、
中药材四大农业主导产业，发挥龙头企

业带动作用，采取“公司+基地+专合社+
农户”、“合作组织+农户”等方式，逐步
培育贫困乡村发展支柱产业，带动全县
中小微企业进一步延伸产业链，增加附
加价值，摊薄企业成本，提升企业盈利
能力。

同时，该县还鼓励企业应用新技
术、新成果、新设备，大力发展农产品精
深加工，促进农产品多元化、系列化。
截至目前，该县创新开发出广元黄茶和
米仓山有机子竹、毛峰、红茶等76个“高
中低端”茶叶系列优质产品，最大限度
地满足消费市场的多元化需求。

新晋国家级龙头企业将获百万重奖
本报讯（王睿 唐福升）为加快转型发

展，旺苍县积极探索扶贫新路子，近日，笔
者在旺苍县采访中了解到，该县将电子商
务与脱贫攻坚有效结合，建立以“一中心”
为主体，县、乡、村“三平台”为载体，“产—
销—购”集成互促的农村电商模式，通过
政策扶持、建立平台、培育主体、打造品牌
等措施,使全县农村电商迅速崛起。

今年，由九三学社旺苍支社、旺苍春
蕾爱心协会、旺苍县米仓山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旺苍县经信局等部门联合打造
的“互联网+传媒+电子商务”行动，将投

资 1260万元，建立 1个电子商务公共服
务中心，1个电商仓储物流中心，35个乡
镇综合服务站和 47 个村级电子商务综
合服务点，将有效整合电子商务协会、邮
政、供销社、电商企业、物流配送企业、传
统商贸企业以及“万村千乡”农家店等资
源，努力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通网
络，带动百姓增收致富。

同时，该县还将重点围绕茶叶、核
桃、鲜果、肉制品等旺苍优势农特产品，
规范生产质量标准，全面完善B2B、B2C、
O2O等网销体系，打造互联网品牌。

旺苍县将电子商务与脱贫攻坚有效结合

打造电商平台助农增收

本报讯（唐福升）9月4日，笔者从旺
苍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获悉，截至目
前，该县累计发放扶贫贷款 10.78亿元
（其中扶贫小额信贷 2.43亿元、扶贫再
贷款 6.1亿元）；互助资金总额 2229.67
万元、累计发放借款1.58亿元。

近年来，该县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
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抢抓国、省在旺
苍县开展金融扶贫试点契机，坚持打
好“扶贫再贷款+扶贫小额信贷”、村
级互助资金、扶贫小额保险等金融扶

贫组合拳，实现了“财政输血式扶
贫”到“金融造血式扶贫”的深刻转
变。

该县用活用好每个贫困村 20至 30
万元的村级产业发展基金、25 万元的
集体经济发展扶持资金、100至 250万
元的产业示范园建设资金等各类财政
项目资金，撬动 9.8亿元信贷资金投入
贫困村产业发展。去年，该县实现 17
个贫困村、9042 名贫困人口如期退
出，成功打赢脱贫攻坚首战。

旺苍县大力推行“金融造血式扶贫”

累计发放扶贫贷款10.78亿美丽广元美丽广元 旺苍风光旺苍风光

龙潭子秋色龙潭子秋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