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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纹锋

“2018年，全区通组路硬化要达60%
以上，能实现吗？”昭化区多为山区，地貌
复杂多样，财政蛋糕小，短短几年内修通
那么多道路，谈何容易。

“目标一定能实现。”广元市副市长、
区委书记陈正永斩钉截铁。

2015 年，该区建成村组公路 151.66
公里。2016年，完成村道加宽 160公里，
硬化村道 4公里、组道 406公里，全区 63
个贫困村实现了村村组组通水泥路，农
户通畅率达到 60%以上，交通脱贫目标
全面实现。今年，全区村组道路建设完
成新建 223.5公里，加宽78.2公里。

“路通了，致富信心又回来了”
“要想富，先修路。”这句略显老套的标

语，深刻体现出群众对道路交通的渴盼。
红岩镇玉皇村二组的蒲明志，2013

年在本村承包了 120 亩土地种植了近
5000株的油橄榄。“以前路不通，一遇到
下雨天车子进不来，产品根本卖不了好
价钱。一下就把我回乡发展产业的热情
浇灭了，一度想放弃。”回想起当时的情
景，蒲明志特别无奈。

2017年5月玉皇村19公里的村道全
面建成通车，不仅解决了沿线 267 户
1000 余名群众的出行难问题，还为沿线
群众生产生活、蔬菜农产品外运创造了
条件。

“现在不管天晴下雨，车都开得到园
区来，减省 400个劳动力，利润提高 2000
多元，发展产业的信心又回来了。”

路通了，村民蒲元祥发展起了生猪
和蔬菜产业，村民张柏林发展起了剑门
关土鸡养殖和中药材产业……

“道路硬化后，不仅给老百姓出行带
来很多方便，还在生产生活上带来很好
的利益。今年卖的海椒、南瓜、冬瓜等，

价格比原来高一半。”村民蒲明中说道。
“为确保道路建设进度，我们建立了

项目推进、督查督办和软环境整治工作
机制，区交通脱贫指挥部每月还组织主
管部门开展1次巡回检查督查，每季度发
1 次通报。”区委副书记、区长龙兆学介
绍，到2018年，全区212个行政村的村道
将全部加宽至4.5米，组道通畅率将达到
60%以上。

“质量硬，带来长久便利实惠”
“先用挖机平整好路面，再用压路机

碾压结实，碾压厚度30公分，碾压以后我
们还要进行检测，不合格要返工。”近日，
在朝阳乡柏杨村柏阳观农业园区道路建
设现场，技术负责人李波时刻不忘提醒施
工人员注意质量，“水泥、砂石的比例必须
达标，浇筑的路面厚度必须高于18厘米。”

一边向工人讲解技术标准，一边监
督建设质量，李波干起工作“鱼”和“熊

掌”兼得。
据了解，为认真做好交通脱贫道路

建设工作，区脱贫攻坚领导小组成立了
区交通脱贫指挥部，区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成立了脱贫攻坚通村通组道路质量监
管小组，明确工作职责，严把工程建设程
序关、施工质量监管关和工程交工验收
关，落实施工管理人员、群众监督员、村
级干部、乡镇政府和交通主管部门的责
任，确保道路建设工程监管到位。

今年，区交通脱贫指挥部集中组织
三轮巡回检查，共检查施工现场46次，发
出督查通报2期，质量整改通知书32份，
整改质量缺陷 11起，勒令整改建设质量
不达标道路8公里。

“道路是民生工程。我们探索出了
“建管养运”的道路管理新模式，确保全
区道路建设得好，更管得长远，长久为老
百姓带来便利和实惠。”区交通运输局局
长王大俊介绍。

打通脱贫奔康致富路
——昭化区加快通村通组道路建设侧记

昭化区大力开展群众文
化活动，切实丰富了老百姓的
精神生活，提振了贫困群众致
富奔康的信心。图为国庆前
夕，紫云乡金花村村民在进行
腰鼓表演。

今年以来，昭化区组织开
展了“书香昭化·幸福家园”免
费赠送万册经典图书活动，捐
赠图书 20000 余册。开展了
2017年“川音·昭化”校地联谊
迎新春文艺晚会，“书香昭化·
幸福家园”学生朗诵比赛，“中
鑫建业杯”第七届青少年歌手
大赛等文化惠民活动。在
2017 年四川省舞蹈新作比赛
中，该区选送的舞蹈作品女子
群舞《住上好房子》成功入围
决赛。

李建生 本报记者 吴纹
锋 摄

高志农 文/图

近日，昭化区射箭乡三好村，块块坡
地里，黑麦草随风摇曳，绿波翻滚……又
到收获时节，村民贾文清看在眼里，喜在
心里：“上一茬收了近20吨，卖了6000多
元，这一茬可能还要多点哦！”

2014 年，射箭乡党委、政府立足实
际，引进四川邱杨牧业有限公司“万只湖
羊养殖”项目。经过两年多的发展，公司
湖羊存栏已达5000多只，草料种植，让射
箭乡三好村及周边7个村社受益不少。

种草致富 撂荒土地成了“香饽饽”
“由于交通闭塞，村民居住分散，产

业发展滞后，全乡9个村就有2个是省定
贫困村。”射箭乡政府办公室负责人蒲敏
玲介绍说，村民收入大多靠外出务工，家
中仅剩老人、小孩，因而撂荒土地较多。

57岁的贾文清一家是射箭乡三好村
建档立卡贫困户，现在已经易地搬迁到
狮子岭聚居点。“因自己、爱人、孩子都有
病，家里的 5 亩多土地就撂荒了 3 亩多，
只在山下的田里种点稻谷，勉强维持生
活。”

去年，在乡党委政府的帮扶下，贾文
清将原来撂荒的 3 亩多山地和 1 亩多水
田全部种植黑麦草。“去年秋天种了一
茬，就卖了 5000多元，今年春季的一茬，
卖了6000多元。”

今年，贾文清准备种植三茬黑麦草，
“种植黑麦草，一亩地一茬可以收 4 到 6
吨，保底收购价是每吨 400元，比种粮食

划算多了！”而且，黑麦草种植基本不费
劳力，“只是撒种之前把肥施足，收割的
时候请人帮忙就是了。”

“就按每亩地一年收入4000元，今年
也有将近两万元的收入。还不算家里养
的500多只鸡呢！”今年，贾文清仅仅靠种
植黑麦草，将彻底甩掉“贫困帽”。

同村村民大多是春、秋两季种植黑
麦草，而夏季种植苞谷。“现在，种植苞谷
杆卖给公司也划算。采用密植，不用垄
地，直接撒种，只要苞谷一出红须就砍，
一亩地能砍 4 吨多包谷杆，可以卖 1600
多元。”

荒地种草，公司每年支付的200余万
元草料费用，让贾文清和800余名村民的
钱袋子鼓了起来，“这都要感谢乡党委、
政府引来了好企业，我们才可以脱贫致
富啊！”贾文清由衷的感叹道。

种植黑麦草，撂荒土地成了“香饽
饽”。如今，仅仅三好村周边 7个村社就
有 80 余户村民种植黑麦草 800 多亩，还
利用坡地种植山桐子400亩、黄芪250亩
……“所有山地都实现了可种尽种，全村
已经找不出一块撂荒土地了！”蒲敏玲介
绍说。

就近打工 养殖场里“奶妈”忙
三面青山环绕，洼地里 11个钢架大

棚整齐排列……位于三好村的四川邱杨
牧业有限公司，如同镶嵌在丛林中的一
颗明珠。

走进大院，一面硕大的显示屏上，养
殖区、饲料贮存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区、有机肥料发酵区、有机生态畜禽养殖
实验区及村民种植饲料基地一览无余。

“现在总共安装了55个探头，不但管
理方便了，更主要的是全国各地的客户
都可以从手机上看到我们生态湖羊养殖
的全过程。”公司负责人冯益良介绍说，
因为三好村良好的生态环境，三好羊远
销京津及广东、福建等省市。

经过消毒房，养殖场梁场长拿着几
个满满的奶瓶走进湖羊生产区，他在钢
架栏轻轻一敲，“咩！咩！咩！”几只才出
生三天的小羊甩着尾巴快速向他跑来，
咬着奶瓶喝个不停。

“羊子只有两个奶头，所以一般都只
生育两头小羊。我们这里的羊生育三只

也不少，还有四只的呢！”梁场长介绍说。
一旦种羊生育超过两只，它总是选

择较强壮的两只喂养，剩下的就遗弃。
吃不到奶水的弃羊就全靠养殖场的“奶
爸”、“奶妈”们喂养。

“养殖场的饲养人员都是招聘的当
地村民，仅人员工资一年就要支付 40万
多元。”冯益良介绍说，养殖场成为了村
民就近务工的好选择。

据悉，目前，邱杨牧业供水工程、屠
宰场、冻库均已立项，即将开建。下半
年，邱杨牧业将再进优质种羊3000只，到
年底，存栏总量就将达到 1 万只。明年
起，邱杨牧业将向社会供应优质种羊 1.6
万只，由村民养殖，公司保底回收。

万只湖羊落户深山 村民种草可致富

9月22日，由陕西西安中国画院、渭南市美术家协会，山西省侯马市美术家协
会等八个书法、美术协会联合组建的广元创作基地在昭化古城揭牌。创作基地的
成立旨在进一步搭建陕西、山西、四川文化交流的桥梁，以更好地弘扬传统文化，
为创造艺术精品提供更好平台。在广元创作基地，协会还筹建了面积约300平方
米，集书画作品展览、赏析、收藏、创作、作品交易等功能于一体的西安画廊。图为
西安画廊揭牌。 王菲菲 翟志刚 摄

本报讯（记者 吴纹锋）近日，记者从
昭化区获悉，今年以来，该区针对医疗扶
贫救助基金类别多、管理部门多、报销程
序复杂、贫困患者跑冤枉路多、医疗机构
垫支压力大等问题,采取“三集中”方式，
推行贫困患者住院费用报销、门诊慢性
（重大）疾病报销、医院垫付费用结算三个
“一站式服务”，实现贫困患者费用报销零
跑腿、医疗机构资金垫付零压力的目标。

据了解，该区的建卡贫困患者住院
费用报销“一站式结算”。对在区内定点
医疗机构住院的贫困患者实行住院“零
押金”“零预付”，出院时，仅需结清10%以
内的医疗费用。在区外住院的贫困患者
办理住院费用报销时，在医保健康扶贫
一站式服务窗口，一次性办理大病保险、

民政救助、卫生扶贫基金救助等政策兑
现。今年以来，贫困患者住院费用通过

“一站式”结算人均节约报账成本 220
元。建卡贫困患者门诊慢病费用报销

“一站式结算”。该区把48种门诊慢性疾
病纳入报销范围，给予年度封顶线
2000—55000元的门诊救助，贫困患者仅
需将报销所需资料，统一交付给区医保
健康扶贫窗口，由窗口经办人员直接予
以报销。目前，门诊慢病费用报销1830
人次540余万元。医疗机构垫资费用“一
站式结算”。市、区定点医疗机构为贫困
患者垫支的基本医保以外的费用，直接
在区医保健康扶贫窗口“一站式结算”，不
需再去民政、卫计等部门单独报销，较以
往办理提速达到90%以上。

“一站式结算”让贫困患者“零压力”

本报讯（白智辉 记者 吴纹锋）近
日，记者获悉，昭化区人社局为认真贯
彻落实“放管服”工作相关要求，强化执
纪问效，狠抓劳动维权工作，截至目前，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案件办结32件，劳动
者获得各项经济赔偿 156.5 万元，追讨
欠薪2203万元，惠及劳动者1916人。

据了解，该局构建协调机制。着力
构建用工单位、员工、劳动保障部门为
核心的三方联动机制，共同监督企业职
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企业工资集体
协商制度落实情况。加强监察执法。

深入开展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劳动用工与社会保险以及农民工工资
支付等专项执法检查，严厉打击使用童
工、强迫劳动、非法职介、欠薪逃逸等违
法行为。强化争议仲裁。深入推进劳
动人事争议仲裁实体化建设，严格按照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办事流程切实维护
争议双方合法权益。强化行政效能，开
展劳动监察执法，深入用工单位开展政
策法规宣传，落实阳光仲裁，开展“流动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活动，为群众提
供上门服务。

为劳动者撑起维权“保护伞”
昭化区人社局狠抓劳动维权工作

本报讯（黄玲 记者 吴纹锋）9月 21
日，昭化海椒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
顺利通过验收。

昭化海椒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
目于2014年立项，建设期三年。自项目
实施以来，昭化区组织制定了《广元市
昭化区无公害辣椒生产技术规程》，建
立了覆盖环境、种植、管理、加工等各个
环节的昭化海椒标准体系，出版了《菜
谱》等书籍，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将标准

形象化，以技术培训、宣传等形式开展
标准推广。通过实施产业化、标准化、
规模化、规范化种植，全面实现了“产业
布局区域化，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化，推
广品种良种化，生产过程标准化，生产
经营组织化”，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目前，示范区内海椒年均
亩产量达2.37吨，年均亩产值高达3500
余元，较示范前农民人均年增收2000元
以上，增产增收效果显著。

海椒省级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通过验收

本报讯（李元飞 记者 吴纹锋）10月
9日，记者从昭化区获悉，“十·一”黄金
周期间该区共接待游客 67.28 万人次，
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450.56万元。

今年“十·一”黄金周，恰逢中秋佳节,
虽然受假期雨水天气影响，但全区旅游
业整体保持欢乐、平衡、安全态势，A级
景区和乡村旅游点游客接待量保持增
长，旅游消费市场运行有序，旅游经济综
合贡献稳步提升。全区共接待游客
67.28万人次，同比增长12.7%。其中，过
夜游客 13.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0.1%；

“ 一 日 游 ”53.66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11.0% 。 全 区 实 现 旅 游 综 合 收 入
20450.56万元，同比增长14.2%。主要旅
游景区接待游客41.51万人次，同比增长
8.7%；实现门票收入134.82万元；全区旅
游商品零售达到 3050 万元，同比增长
15.1%。昭化古城景区接待游客31.76万
人次，同比增长9.9%。平乐旅游区接待
游客5.1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大朝
驿站接待游客 3.98 万人次，同比增长
12.7%。乡村旅游游客26.37万人次，同
比增长19.6%。全区主要宾馆、客栈入住
率达88%。昭化古城景区接待旅游团队
20余个，主要来自成都、陕西、绵阳等地。

“十·一”黄金周揽金2亿余元

养殖场里“奶妈”忙。

美丽广元美丽广元 昭化风光昭化风光

昭化山水太极图昭化山水太极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