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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脱贫，项目是关键、资金
是保障”。前三季度，朝天区财政局通
过狠抓项目评审工作，节约财政资金
4866.9万元；抓实支出结构优化，将其
他各项资金能压则压，节约资金尽可
能地多向扶贫领域倾斜；强化政府采
购管理，节资 650.13 万元全部打捆投
入扶贫领域。

（徐婷芬）
●今年以来，朝天区大力实施农村

公益及爱教电影放映惠民工程，组建了
10支放映队伍，配备了10套数字电影
放映设备。截至目前，该区放映爱教电
影共计66场，农村公益电影2508场。

（付杰）
●近日，朝天区水磨沟景区管委会

聘请旅游服务专业老师，组织景区内村
组干部、农家乐业主、管委会工作人员，
通过现场教学、实践演练、分组讨论等
方式，开展中餐礼仪、导游业务、农家乐
经营与管理等技能培训，共同研究探讨

水磨沟景区发展的路径，努力让村民搭
上脱贫快车，实现行政村与景区共同发
展。今年1至11月，该景区累计接待游
客58.4万人次、旅游收入4.45亿元。

(杨素兰)
●今年，朝天区财政局紧盯扶贫项

目建设和资金管理，通过出台系列管理
办法，多渠道公开公示，会同纪检监察
等多部门加大资金专项检查、跟踪审
计、问责问效等方式，切实织密扶贫资
金“保障网”，筑牢了扶贫资金“安全防
线”，为全区打赢脱贫攻坚第二战提供
了坚强保障。

（徐婷芬）
●朝天区经信局积极组织区内各

基础通信运营企业，大力实施行政村
通信网络新建、改造民生工程。截至
目前，共投入资金500余万元，29个
村实现光纤接入，37个村完成通信网
络改造，超额完成省定“民生实事”。

（杨磊）

本报记者 张敏

站在 2017 年岁末，回望朝天区脱贫
攻坚工作，一串串饱含温度的数据，值得
点赞。

“十二五”期间，该区累计脱贫解困
贫困人口近3万人。2016年27个贫困村
14035名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解困，贫困发
生率从 2012 年的 23.6%下降到 6.03%。
2017年，计划退出的 23个贫困村已顺利
通过市级验收和第三方评估。

简短的数据背后，是朝天区始终坚
持以脱贫攻坚统揽全域，切实打好“1+4+
11+N”组合拳，“决不让一个困难群众掉
队”的坚定信念；是21万朝天人民凝心聚
力决战脱贫攻坚，稳步易地搬迁，发展特
色产业，挺起脊梁走出的一条偏远山区
特色脱贫奔康路。

夯实基础 易地搬迁挪“穷窝”

贫困村通村、通组公路硬化率分别
达100%、90%；安全人饮达标率100%；通
信网络、广播电视覆盖率达 100%；村村
建成“十五分钟文化圈”……

朝天区围绕“缺啥补啥”制定“需求
清单”，全力保障基础设施完善、富民产
业发展、公共服务提升等需求。推行“菜
单式选择、差异化补助”的易地扶贫搬迁

“朝天模式”，按需分层推出 11个选择菜
单，保障贫困群众“住上好房子”。2017
年，1048户易地扶贫搬迁群众住进新居。

“以前住在大山上，几间破房子，不通
路还缺水，两个外孙大年三十也只吃顿饭
就走，住都不愿住。”蒲家乡罗圈岩易地扶
贫搬迁安置点张文贵说起自己的新生活，
眉角眼梢皆是笑意，现在水、电、路都方便，
环境整洁又美观，卫生室、图书室、小超市
应有尽有，暑假时，两个外孙主动回来住
了一个多月，开学还不想走。

张文贵还介绍，政府引进了几家公司
搞旅游开发，安置点周边还建起了绿色产
业园，像他这样的老汉，家门口务工每天
能挣上100元，“比以前强了好多倍哟！”

稳定增收 特色产业拔“穷根”

从人均收入不足 2000 元到 2016 年
突破7000元、顺利实现整村脱贫，李家乡
老林村靠种植高山露地蔬菜实现了精彩

蜕变。该村党支部书记何其林自豪地
说：“因地制宜、因户施策地发展产业，就
能把日子过得既殷实又富足。”

朝天区利用资源和生态优势，做强
做优核桃、蔬菜等五大农业特色产业，因
地制宜发展藤椒、小水果等，形成了“5+
N+村+户”产业发展模式，带动 15000 余
名贫困人口发展特色产业 12万亩，7421
户贫困户均培育了稳定增收项目。

花石乡金花村建卡贫困户张登卫对
今年脱贫充满了信心，他介绍，今年发展
6000段椴木香菇，养了 24头育肥猪、300
多只土鸡，纯收入超过3万元。

一业兴则百业旺。在发展特色产业
的同时，朝天区还积极探索了“旅游+扶
贫”、“互联网+”等扶贫新模式，全区64个
贫困村均建立了集体资产经营管理有限
公司，支持带动贫困村、贫困户产业发展
能力明显增强。2017 年，该区贫困户家
庭收入中特色产业占比达40%以上。

扶志扶智 文明花开芳满庭

中子镇贫困村印坪村第一书记李江
桥介绍，村规民约入户入心，最美家庭、

最美印坪人评选活动年年开展，“有事循
理谈心室”功能凸显……

破除贫困户“等、靠、要”，朝天区扎实
推进“四好村”创建和脱贫奔康“六化”行
动，持续开展精准扶贫政策“大宣讲”，按需
配菜办好农民夜校，强化感恩教育，大力
开展“示范脱贫户”、“最美朝天人”等评选
活动，充分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

今年 6月，宣河乡探索实施“村民积
分制管理+集体经济收益分红”模式，“弘
扬真善美，倡导正能量”深植贫困村竹坝
村165户群众心中，发展产业、整治环境、
学习培训……大家都你追我赶。年逾七
旬的赵进年感叹，积分制不仅让村貌焕
然一新，还“养”了文明习惯、“树”了良好
乡风。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象，也
是脱贫致富的主体。其中，职业教育是
掌握一技之长的关键。该区整合各类教
育培训资源，对贫困群众开展技能培训，
数据显示，该区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率
达90%，全区70%以上的贫困户均有1人
以上在外务工，“培训一人，脱贫一户”的
目标已逐步实现。

干群同心 朝天区脱贫攻坚闯新路

本报讯（马兴成）12月13日，朝天区
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在该区体育竞训
馆开幕。

本届运动会以“全民健康、全面小康”
为主题，是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后该
区举办的首次大规模群众性体育赛事，既
是对全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一次全面
检阅，也是对承办明年省运会项目的一次
备战演练。此次比赛共设置19个项目，来
自各乡镇、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33支代
表队、3000余名运动员参加角逐。

近年来，朝天区始终坚持把发展体
育事业作为民生大事，群众体育在普及
中抓创新，竞技体育在改革中抓提高，体
育产业在探索中抓发展，全民健身活动
遍布城乡，先后建成曾家山国际滑雪场、
区体育竞训馆等一批设施完备的体育工
程，成功举办了曾家山国际越野跑、四川
省青少年举重和艺术体操锦标赛等一系
列重要赛事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全区体
育事业蓬勃发展，先后两次荣获“全国群
众体育先进单位”称号。

▶图为参赛运动员在篮球场上激烈
角逐。 王杰 摄

健康中国 全民健身奔小康

祝红 谢颖

11月 28日清晨，朝天区曾家镇石鹰
村五组的鄢玉芳拿着镰刀在屋后的林子
里巡察。

近年来，该镇大力实施造绿护绿工
程，森林覆盖率达 74%，凭借绿色优势，
深入推进农旅文融合发展，生态康养旅
游、高山露地绿色蔬菜等产业蓬勃发
展。1 至 10 月，该镇累计接待游客 40 余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3.4 亿元；种
植高山露地绿色蔬菜4.8万亩，实现产值
6000余万元。

砍一补三，让山水绿回来

上午 9时，石鹰村公益林松涛阵阵，
凛冽的山风吹来，已 67岁的鄢玉芳裹了
裹身上的棉衣，继续巡察。

冬季草木枯燥，鄢玉芳虽然不做护林
员很多年了，但他坚持着每天上山看看。

鄢玉芳拍了拍路边高大的松木，把
落在树脚下“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的铁
牌子重新订上。这棵松树是他种的，他
每次巡察都会绕道来看看。

1993年以前，鄢玉芳和村里人一样，
家里的现金收入主要靠卖木头。几年的
光景，茂密的森林变得稀稀疏疏。面对日
益严重的森林破坏，曾家镇开始从林木采
伐审批手续着手，建立完善的造林护林奖
惩机制，严格实行“砍一补三”规定，实现
了从砍树伐木向植树造林的转变。

1993 年，鄢玉芳被推选为石鹰村党
支部书记，兼任护林员，从此带领群众走

上了造林护林路。
如今，鄢玉芳作为义务常到林子里

转转。该镇23位贫困户接手了他护林员
的工作，每人每月可以领到400元的护林
劳务报酬。曾家镇森林面积也大幅增加
至81694亩，森林覆盖率达74%。

林间的警示牌已锈迹斑斑，绿茸茸
的青苔已爬上了刷写的标语，阳光被密
不透风的树木分割成条条光柱……这一
切，无声地在诉说着曾家镇二十多年来
造绿护绿的成效。

依托绿色，旅游经济火起来

“这些枫树和落叶松是在曾家镇植
树造林热潮中种下的，现在都成旅游景
观了。”站在山顶，顺着鄢玉芳手指着的
方向望去，远山叠翠流金、层林尽染。

“以前靠山吃山，把山啃成光坡坡，
日子却越过越差。如今，通过护林造林，
同样靠山吃山，而日子越过越好。”今昔
对比，鄢玉芳感慨万千。

凤栖梧桐树，花香蝶自来。近年来，
曾家镇因地制宜，依托绿色资源，做活曾
家山水文章，生态康养产业迅速崛起，全
面形成了春踏青、夏避暑、秋赏红叶、冬
滑雪的旅游产业格局。外地游客爱上曾
家山，本地人吃上了“旅游饭”。据统计，
今年 1至 10月，该镇累计接待游客 40余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4亿元。

“曾家镇成功创建为省级森林小镇，
为朝天区生态康养旅游再添一张新名
片，必将带来更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曾
家镇林业站站长景文军感叹道，过去贫

瘠的曾家山通过推进绿色发展实现绿色
崛起，变绿水青山为金山银山，群众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不断增强，为建设多彩曾
家山、运动曾家山、医养曾家山、文化曾
家山、乡愁曾家山、口福曾家山奠定了坚
实基础。

发展绿色，让群众富起来

“随着曾家的名气打响，曾家山高山
露地绿色蔬菜也成了靓品牌，种菜的日
子一年一个大变样哟！”曾家镇山峰村五
组的孙继蓉介绍，今年她种了 10亩高山
露地绿色蔬菜，收入4万多元。

近年来，该镇为引导群众积极发展高
山露地绿色蔬菜种植，出台了系列激励措
施和政策扶持，聘请技术人员通过培训
会、坝坝会等形式开展蔬菜种植培训。在
该区农业部门的指导下，建立起严密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体系，确保了“从源
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实现该镇蔬菜产
业发展的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据统
计，今年以来，该镇种植高山露地绿色蔬
菜4.8万亩，实现产值6000余万元。

在曾家镇，像孙继蓉这样的蔬菜种
植大户还有很多，乡亲们通过蔬菜产业
致了富，住上了小洋楼，开上了小汽车，
日子过得乐融融。

曾家镇党委书记王天君介绍，党的十
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该镇将站在新的
起点，继续以资源为依托、以富民为宗旨，
着力打造“春意曾家山、清凉曾家山、冰雪
曾家山、康养曾家山”，努力将曾家镇建成
川陕结合部生态康养旅游集散中心。

森林小镇的绿色生活

本报讯（马兴成）今年以来，朝天区
食品药品和工商局强化源头治理、示范
创建、日常监管、市场监管，突出抓好食
品药品监管，多措并举营造安全消费环
境，确保城乡居民“舌尖安全”，生活幸福
指数进一步提高。

据悉，朝天区食品药品和工商局按照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严控要求，进一
步建立健全食品药品分级管理制度，层层
明确责任，全面排查食品药品安全风险点，
建立风险清单，实施分类管理。强力推进
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活动，积极推进区、
乡、村“三级联创”，品牌、质量、基地“认证
领创”，餐饮、食堂、宴席“风险导创”，流通、

生产、“三小”等“多点齐创”，部门、乡镇、
社会等“协同共创”行动，营造安全放心消
费环境。实施网格化监管与“双随机一公
开”相结合，加大日常巡查力度和抽检频
次，严厉打击食品药品违法行为。进一步
强化市场监管，认真开展红盾助农等行动，
积极开展旅游市场等专项检查，确保市场
秩序发展持续稳定。

截至目前，该区食品药品和工商局
累计开展食品药品抽检、抽查 500 多批
次、生产经营单位 300余家；开展专项整
治 29 次，专项检查企业、个体工商户
1000 余户；针对农资产品等流通领域重
点商品质量抽检100多批次。

朝天区食品药品和工商局

强化食药监管确保强化食药监管确保““舌尖安全舌尖安全””

今年以来，朝天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三个一、三个三”兴广战略和朝天区
“123456”执政兴区总体思路，扎实开展“项目决胜年”活动，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形成了全区上下齐抓项目投资的良好氛围。图为朝天区双峡湖水库项目建设现场，
截至目前，该项目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预计12月底完成大坝主体填筑，2018年4
月全面完成附属及金属结构安装施工，2018年主汛期可望实现下闸蓄水。

钟卫东 本报记者 张敏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敏） 12 日，朝天
区 2017 年第四季度第二批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总投资20.5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18个项目，涉及民
生、基础设施、农产品加工等多个领域。
其中，康博生态养生基地（一期）、野隐谷
乡村生态旅游度假村、清凉界运动休闲
康养基地等项目，成为西成高铁的开通
后首批落户朝天的生态康养旅游项目，
这些项目的建成，将有力助推该区旅游
产业转型升级，也是朝天区沐浴新时代

开启乡村振兴战略的朝天实践。
据了解，今年以来，朝天区始终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
聚力聚焦项目投资、产业发展、脱贫
攻坚“三大主战场”，扎实开展“项目
决胜年”活动,全年集中开工 76 个项
目、总投资达 57 亿元，储备项目 602
个、总投资1549.87亿元。预计今年全
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完成50亿元，继续
保持“持续高位增长”的良好态势。

总投资20.5亿
一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本报讯(马兴成 贾志伟) 今年5月，
广元与成都签订《推动协同发展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朝天区科学制定“3+N”战
略迅速跟进，取得阶段性成效。

“共推介 4大类 28个重点优势资源
项目，总投资210多亿元；签约并开工建
设 5 个项目，追踪涉及企业 300 余家
……”该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柴松林介
绍，实施“3+N”战略 (“3”即组建一个承
接机构、筹建一个朝天商会、开展一次
项目推介，“N”即多措并举招引对接)战
略以来，该区选派1名干部挂职郫都区，
派驻 1个工作组，组建县级领导牵头的
工作小组对接成都相关县区，搭建承接
成都产业转移软平台。召开成都朝天
商会筹备工作会议，促进在蓉朝天籍商
业人士互帮互助、抱团发展，借助商会

人脉资源和产品基础，更好地承接成都
市产业转移。6 月，该区在成都举行了
优势资源和重点项目推介会，重点推介
了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中国七盘
关国际石材城、农特产品加工及营销等
项目。组织150余人次到成都对接了该
市 10 个县区和 300 余家企业商(协)会，
掌握转移企业清单，建立承接转移工作
微信群，完善客商数据库，成功签约并
开工建设龙翔新型包装材料生产、铝合
金模板生产、石材尾渣环保综合利用等
项目。

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朝天将加大
优势资源宣传推介，发挥商会桥梁纽带
作用，争取政策支持，优化投促环境，以
最大诚意和优惠政策深化与成都、西安
等发达地区的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N”战略
助推成广合作驶入“快车道”

本报讯（马兴成 王泽东）新厕所、
新圈舍……朝天区小安乡文昌村贫困
户王永富想起过去快要倒塌的土厕土
圈，露出满意的笑容。截至 11月，朝天
区年内实施改厕农户达3100余户，全区
60%以上的农户用上了干净卫生的厕
所，极大地改善了农村生活环境，提升
了农民群众爱清洁、讲卫生的习惯。

近年来，朝天区按照“住上好房子、
过上好日子、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
的四好村标准，全力配套“一建三改”
（即建沼气、改厨、改厕、改圈）等户
办工程，特别是加大农村旧厕改造力
度，以点示范，以示范带全面，推动
了农村厕所改造快速推进。实施工程
中，相关部门大力倡导绿色循环发展

理念，建立健全农村改厕工作机制，制
定“改圈改厕改厨”实施方案。通过主
动深入乡村农户讲道理、算细帐、教方
法，以及利用各种媒介、村组会议等方
式，广泛普及卫生厕所知识，积极引导
农户参与到改厕工作中，使农户由“要
我改”变成“我要改”。坚持“集中连片、
整村推进”的原则，加大投入农户厕所
改造补贴力度，实行一户一档，工作人
员定期深入厕所改造现场，加强督查指
导，准确掌握改厕实施进度，验收合格
一户，按标准补贴一户。灵活采用企业
维护、农户维护、政府维护三种方式解
决厕所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堵塞
和损坏现象，确保做到改造后的厕所能
够正常使用运行。

“厕所革命”让小事更暖心

本报讯（祝红 谢颖）今年以来，
曾家镇把解决好“微腐败”问题作为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切入点，建
立镇、村、组三级联动工作机制，严格
监督执纪问责、维护民生民利，成效
显著。

“‘微腐败’损害的是乡亲们的切
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
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铲除‘微
腐败’，是我们当前义不容辞的责任，
也是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曾家镇
党委书记王天军斩钉截铁地说。

据悉，该镇通过建立镇党委、
镇纪委分片协作工作制度，发挥联
合作战作用，对执纪审查工作实行
全程监督、全程指导、全程把关，
坚决整治和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不
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确保权力阳光运
行；对精准扶贫、“三资”管理、民
生惠农等领域可能发生的问题坚持

“零容忍”，镇、村、组三级联动严
查基层“微腐败”，提高群众满意
度；发挥村 （居） 务监督委员会关
键作用，当好“宣传员”、“信息员”和

“监督员”，接受社会和群众的监督。
截至目前，该镇全面排查出“微腐败”
问题线索 3件，查处群众身边腐败案
件 3 件，受理群众诉求 12 件，协助村

“两委”化解矛盾纠纷26起，发现并制
止村组干部苗头性问题3个。

三级联动
惩治“微腐败”

工作人员对超市开展“双随机”检查。 本报记者 张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