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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NGYUAN DAILY
B2 昭化

王志海 本报记者 吴纹锋

天刚蒙蒙亮，昭化区丁家乡断桥村
三组村民丁学贵就起床了，特意穿上了
前几天刚买的深色夹克，简单吃了早饭
后，与妻子、孙女就出发了。他们要赶到
邻近的双龙村观看“喜迎党的十九大 携
手阔步奔小康——2017 中国·昭化亭子
湖冬枣采摘节开幕式暨文艺演出”。

“文艺演出 9点钟开始，十多里的路
程要走一个多小时，赶早出发才能站到
好位置。”在丁学贵心里，看文艺演出是
一件“大事”，“ 以前想看节目，只有看电
视，现场看更热闹。”

当丁学贵来到双龙村村委会广场
时，早已聚满了闻讯而来观看演出的群
众，大家依序而坐，气氛格外热烈。

9 时 30 分，文艺演出在充满青春活
力的《加油，宝贝》中拉开帷幕，五彩的运
动衫，姣好的脸庞，青春气息十足，让人
眼前一亮，观众中传来一阵阵喝彩声。
随后，歌曲、川剧变脸、薅草歌、快板等精
彩节目轮番上演。

整台文艺演出既有充满浪漫情怀的

文艺范儿，又有发生在群众身边故事改
编而成的节目。快板《赞脱贫》就赞扬了
为该区脱贫攻坚做出努力的邓小林、罗
军等第一书记，展现了该区脱贫攻坚给
村民带来的实惠、给贫困村带来的巨大
变化和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首
《父亲》唱出了父母与子女间满满的爱，
触动了现场观众的心底。

“这台节目有脱贫攻坚的，有孝敬父
母的，内容丰富，老少都适合看。”来自广
元的杨辉深有感触：“节目水平高，面向
群众，贴近生活，值得看。”

文艺演出现场，昭化区摄影家协会
的会员们拿着相机，快门按不停。“我要
把最美好的瞬间留下来，发到朋友圈，让
更多人知道与我们一道享受这丰盛的文

化盛宴。”区摄影家协会会员喻民生说。
省书法协会会员、区书法家协会副

主席盛大军，正在文艺表演现场的不远
处，挥毫泼墨创作作品——用篆书撰写

“祖国万岁”，他把对祖国的爱全注入到
了那一笔一画之中。盛大军说，在党的
领导下，祖国越来越强大，他举双手为祖
国点赞。“对党的十九大充满了期待。”

观看文艺演出、书法创作，参加幸福
彩跑……一系列精彩活动，让长年与农
活打交道的丁学贵体验了不一样的文化
活动。“内心格外满足，心情特放松。”丁
学贵说，他和村里的几个人都要留下来，
看露天电影，吃烧烤、参加啤酒篝火晚
会。

据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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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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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民“消费”文化 幸福感油然而生
——昭化文化扶贫走进丁家乡双龙村

10 月 11 日 ，
由四川省扶贫基
金会联合成都宏
华太阳能技术开
发有限公司开展
的“健康饮水扶贫
工程”捐赠仪式在
昭化区举行。此
次捐赠活动，共向
该区无偿捐赠了
70 台市场价值近
35 万元的“盛元
阳光”牌一体直饮
净水机。图为捐
赠现场。

李建生 摄

本报讯（冯义丽）今年以来，昭化区
不断延伸服务理念，扶弱济困，情系失
独老人，建立失独家庭关怀机制。

深入调查摸底，建立问题档案。昭
化区有 60 岁以上独生子女家庭 4853
户，60岁以上失独家庭148户，占总数的
3%；其中60岁以上失独伤残老人44人，
占失独老人的29.7%。区民政局在组织
村级摸底调查的基础上，逐村逐户进行
走访核实，全面掌握失独家庭现状，并
逐一登记造册，逐户建立问题档案，实
行动态管理。

认真落实政策，实施精准帮扶。该
区对失独老人每人每年 1000 元的生活
补助，对死亡的失独老人每人5000元的
补助。区民政局根据兜底政策实际，将
符合条件的失独老人纳入“五保”、“三
无人员”等特困群体实施救助，为失独
家庭投保涵盖养老、医疗、意外等综合
性保险，发放老龄津贴，解决失独家庭
养老资金匮乏的问题，使失独老人能够

安心养老。
社会养老托底，配合全方位的生活

照料。依托养老院、福利院、敬老院等，
力争实现从“家庭养老”向“社会养老”
过渡，让每一位失独老人都没有老无所
依的后顾之忧。对不愿进入养老机构
的失独老人，采取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
务的方式，打造集生活照料、医疗护理、
心理疏导、紧急援助等多功能于一体的
居家养老服务平台。

依托社会力量，开展精神慰藉。一
是整合社会慈善资源，丰富爱心物资，
动员一批辖区内的社会组织和爱心企
业，关注关心这些特殊的服务对象。二
是组织志愿者与失独家庭开展帮扶认
亲活动，为失独老人提供日间照料、爱
心餐桌、家电检修、权利维护等生活护
理。三是成立了心理情绪疏导小组，定
期关注失独老人的情绪变化，对心理情
绪波动较大的对象及时进行心理疏导，
使失独老人乐享晚年。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
昭化区为失独老人建立关爱机制

本报讯（车红梅）近日，笔者获悉，
昭化区委宣传部将党风廉政教育纳入
日常工作，采取多种形式常抓不懈，深
入推进作风持续转变。

据了解，该区区委宣传部警示提醒
紧扣节点。国庆中秋前夕，通过提示提
醒的方式，为每位党员干部发放了《共
产党员遵规守纪提醒函》，签订《共产党
员遵规守纪承诺书》，通过 QQ 群、微信
群宣传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相关要求，始
终绷紧廉洁自律弦，自觉抵制不良风
气，廉洁过节。家风家教入心入脑。开
展“廉洁家庭”、“最美家庭”评选，“孝老
爱亲”、“家和家廉”等家风家训为主元
素的廉洁文化宣传，学习《颜氏家训》、

“岳母刺字”、“孟母三迁”等传统优秀家
训家风故事，倡导孝老爱亲、勤俭节约、
邻里互助的文明新风，以好家风涵养精
气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
地成为干部的生活方式、生活习惯。开
展廉洁活动培育。抓住寒暑假、周末等
特定时间节点，开展“小手拉大手”童谣
故事、家庭情景剧等活动，营造看得见、
老少齐参与、持续受教育的良好氛围。
构建精神文化高地。鼓励干部积极参
加古诗词、书法、摄影、美术、文学等艺
术学习和创作，深入生活，切身感受五
年来的巨大变化，以创作出接地气、有
内涵的文艺作品，让干部职工在艺术熏
陶中建立起高雅生活情趣和精神追求。

常抓党风廉政教育
持续改进工作作风
昭化区委宣传部将廉政教育纳入日常工作

本报讯（记者 姜德辉）10月19日，
昭化区组织全区 19个基地乡镇的猕猴
桃种植大户、技术人员近 100人来到太
公镇大树村，现场参观学习了猕猴桃冬
季管理。

“今天给大家说的是冬肥要一到九
施，九施到好久结束呢？也就是在10月
25号左右，必须要将我们所有的冬肥用
下去。”在参观现场，技术员梁洪波耐心
细致地给猕猴桃种植大户讲解猕猴桃
冬季管护的注意事项，他从猕猴桃冬季
管护施肥、修枝、清园防病虫等多个方
面给大家讲解冬季猕猴桃管护技术。

王玉芳是大树村三组的猕猴桃种
植贫困户，从2013年开始种植猕猴桃10
余亩，她种植技术得到了全村人的认

可。好的种植技术，结出了高质量、高
产值的果子，这使得她在今年卖了个好
价钱，带来了一笔不小的收入。

同样，家住大树村二组的王振义告
诉记者，他家今年种植了近20亩的猕猴
桃，卖了 15万块钱左右，这让他更加坚
定了发展种植猕猴桃产业的信心。“这
个技术培训会很重要，我回去以后也要
加快，尽快把肥料用下去，争取明年有
个更好的收成。”

下一步，该区将迅速在全区掀起产
业发展新高潮，开展好田间地头技术培
训，让所有种植农户掌握猕猴桃秋管、
冬管技术，并深入各基地乡镇做好技术
指导督察督办工作，对乡镇需要技术指
导服务的，将会派专人进行指导规划。

搞好冬管，为来年高产打基础
昭化区组织猕猴桃种植大户现场培训

美丽广元美丽广元 昭化风光昭化风光

昭化古城西门城墙昭化古城西门城墙

快板《赞脱贫》 李建生 摄

近年来，昭化区通过对学校
现有闲置资产进行清理、修缮、改
造、添置等方式，共投入资金 696
万元建起乡村少年宫 29 所，建有
各种功能活动室总面积达 18400
平方米，有效改善了农村中小学
生课外活动阵地薄弱的状况，满
足了农村未成年人，特别是贫困
家庭孩子和留守儿童的精神文化
需求，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推动
了农村学校素质教育发展。图为
孩子们在柳桥乡小学乡村少年宫
绘画。

本报记者 吴纹锋 摄

本报记者 杨黎明

昭化区大朝乡牛头村是个美丽的小
山村，山高坡陡而交通落后，土地贫瘠而
农业滞后，长久以来都戴着一顶贫困村
的帽子。

2015 年 4 月，昭化区委宣传部选派
翟澍到牛头村开展脱贫攻坚帮扶工作。
翟澍在基层工作了十多年，有着丰富的
基层工作经验。上任伊始，当他看到牛
头村的现实情况后，受到了很大震动，贫
困的牛头村有着殷切的脱贫期盼。翟澍
带着组织的重托，还有心中的责任感，扎
根牛头村，与村民们开始了一段心连心
的脱贫之旅。

扶贫工作最难的是获得贫困户的信
任。翟澍深知，走进贫困户的心是扶贫
工作最重要的一环。5月的一天，翟澍正
走在去往牛头村六社的机耕道上，他心
中有了计划，要了解贫困情况，然后规划

脱贫产业，还要发动村民……五月的天
气说变就变，天空突然飘起了雨，温度骤
降。翟澍向村民借了雨衣和雨鞋，继续
赶路。机耕道在被雨水冲刷后，更加泥
泞路滑，任凭翟澍小心翼翼还是摔了一
跤，他爬起来拍拍衣服上的泥水，然后深
一脚、浅一脚地往牛头村六社的方向走
去。

来到贫困户张凤明家，翟澍顾不上
洗掉身上、脸上的泥巴，便以拉家常的方
式询问起他家的致贫原因。张凤明瞧着
翟澍脏兮兮的脸，对这位接地气的村干
部心生感动，他端来一盆水给翟澍洗脸，
然后才继续他们的谈话。

这一趟泥泞之行，翟澍收获颇丰。
“如果能把机耕道修成水泥路”、“如果土
地整理能更规范，更方便机械化操作”、

“如果娃儿们学了技术能回来”……这些
都是村民的心声，翟澍一一记录在随身
携带的工作笔记本上。而村民对翟澍也

有了更多的信任。
翟澍清醒地认识到，必须搞好牛头

村落后的基础设施建设。于是，他带领
村“两委”积极争取资金、发动群众，开始
建设各个项目。不久，村道路、组道路建
设启动了，水厂工程建设启动了，机耕道
面貌改变了……截至目前，牛头村新硬
化村组道路13公里，建牛头村水厂1个。

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科感叹道：“晴天
一身灰、雨天一身泥，形容的就是我们村
原来的状态。现在好了，全村道路、组道
路全部都硬化了，出门脚不会粘泥了。”
牛头村装上了自来水，村民们没掏一分
钱，他们由衷感激翟澍，感激党的好政
策。

然而要想让村民长期得实惠和彻底
脱贫，还得靠产业。牛头村可以发展什
么产业呢？翟澍一时间还真犯难了。牛
头村在蜀道沿线，村里的大部分土坯房
保存完好，可以发展具有川北特色的旅

游产业，但是旅游产业投入资金大，而且
不能短期出效益；牛头村很多柿子树，可
以在柿子上做文章，但是柿子不容易采
摘、保存、运输。经过长期思考，并结合
牛头村空气质量好、种植蔬菜不易生虫
的情况，翟澍决定在牛头村发展高山露
地蔬菜。于是，他邀请专家到村里进行
指导，在发展高山露地蔬菜的同时，养殖
土鸡、生猪等短期可见效益产业，旅游
业、柿子、冬梨等产业也同步发展起来。

产业发展起来了，翟澍又开始为产
品寻找销路。机关食堂、学校食堂、农贸
市场等可销售的地方跑了个遍。翟澍还
开拓了高山露地蔬菜微信销售渠道，为
牛头村蔬菜找到了固定销路。

如今的牛头村，一栋栋新房拔地而
起、一条条水泥路通到家门口。村民们
越来越富裕了，产业发展越来越好了，牛
头村越来越美了……翟澍由衷地松了一
口气。

俯首甘为孺子牛
——记昭化区优秀驻村干部翟澍

本报讯（记者 姜德辉）10 月 19 日，
昭化区白果乡山溪村举行了分红仪式，
982名股东首次从村集体兴办的集体资
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领到入股分红。

山溪村是该区贫困村之一，为实现
贫困户持续增收，进一步加快脱贫攻坚
进程，一年来，村两委通过清产核资，盘
活了全村以山林、土地为主的资源性资
产，充分借鉴外地发展经验做法，积极
探索壮大集体经济，以生猪代养场为主
的经营性资产，村社道路非经营性资
产，成立了山溪村集体资产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

刘磅礴是山溪村的第一书记，他告
诉记者，经过一年的筹划和建设，山溪
村集体经济终于实现了收入，达到13万
元。全村 982 个集体经济成员，在这次
分红当中，拿出 7万 5千多元分红，贫困
人口可每人分到 100 元，非贫困人口每
人可以分到54.4元。

在推进集体经济发展工作中，白果
乡狠抓宣传，统一思想，着力解决群众
的后顾之忧。仲贵生是股东之一，通过
股份入股、代养生猪，实现了家庭增
收。在现场，仲贵生领到了村集体经济

的首次分红。
“今天我领到了村集体经济的分红

454 元，非常开心，这都靠党的好政策，
我们发展的信心更足了。”仲贵生激动
地说。

过去的山溪村集体经济十分薄弱，
经营性资产几乎为零，在集体经济发展
中，整合资源，做活资产增量，确立了以
生猪养殖为核心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

山溪村村民李明富表示，在各级党
委政府的正确领导、支持下，集体经济
今年初见成效，非贫困户也得到了实
惠，大家要大力支持集体经济，让日子
越过越好。

据了解，山溪村集体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成立之初，总投资205万元，现
已建有生猪代养场，年出栏生猪 2400
头，实现当年集体经济收入 13万元，为
入股贫困户找到了一条长期稳定的增
收渠道。下一步，山溪村将通过支部引
领、村社联建的方式，在做强生猪代养
的基础上，进一步做细种养产业，实现
村集体经济的稳步发展壮大，力争将所
有贫困户捆绑在产业链上，保证群众增
收致富。

山溪村集体经济实现首次分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