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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苍 A3

本报记者 周俊 陈绍海

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8.5%以上；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20%以上；规
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10.5%以上……
在近期已经落幕的旺苍“两会”上，“稳中
求进、跨越发展”成为旺苍县政府工作报
告的“关键词”和代表、委员们的热议话
题。报告提出的坚持精准施策，夺取脱
贫攻坚新胜利；突出转型升级，促进三次
产业新突破；突出惠民利民，开创成果共
享新局面等方面工作已成共识。

精准施策 夯实脱贫基础
2月 5日，在旺苍县第十八届人民代

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今年旺苍县将全面完成 39个贫困村
退出、8706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任务。

根据这一目标，该县将聚焦“两不
愁、三保障”“四个好”，精准制定村退出、
户脱贫和行业扶贫计划，整合各类项目
资金，全力保障脱贫攻坚。

该县人大代表、嘉川镇党委书记李斌
说，嘉川镇去年全年实现太平村如期退出
和69户195人脱贫，全镇累计退出的2个
贫困村和 588户 1823人均得到有力巩固

提升。通过大力发展产业有效助推经济
攀升。全年全镇完成工业总产值49.0673
亿元，利润1.6756亿元，新开工签约投资
和储备投资500万元以上项目各6个；新
栽植核桃503亩，蔬菜200亩，中药材300
亩，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737元。

今年，嘉川镇将精准落实产业扶贫、
卫计扶贫等政策，大力发展集体经济，确
保群峰村退出贫困村，21户 63名贫困人
口脱贫的目标。

县政协委员、县扶贫移民局互助资
金管理负责人庞菊华说，去年旺苍统筹
建立“四项扶贫基金”，总规模达到
6993.92万元，累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2.8
亿元。今年，全县将新增1亿元扶贫小额
信贷，助力脱贫攻坚。

2018年，全县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
法，全力抓好对象精准管理、产业就业扶
贫、住房安全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重点
工作，精准制定可持续发展、后续帮扶、
返贫补救等措施，确保脱真贫、真脱贫。

转型升级 力促三次产业新突破
旺苍县是煤炭大县，被称为“煤乡”，

煤炭及其附属产业一度贡献了当地工业
总产值的 60%以上。随着发展方式的转

变，传统“煤炭经济”难以为继，到目前已
关停煤矿 16家。近年来，旺苍瞄准了以
茶叶为代表的绿色产业，大力实施由

“黑”到“绿”的产业转型工程。如今，全
县茶园面积突破 22万亩，成为川茶品牌

“三山一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产业转型，旺苍就是要搞绿色有机

茶才是好路子。”该县人大代表、米仓山
茶业集团董事长何旭伦做了几十年煤生
意，如今成了种茶大户，成为产业转型的

“领军人”，组建了四川米仓山茶叶集团，
成为全县茶叶产业发展的领头羊。

何旭伦说，去年，米仓山茶叶集团茶
叶产量实现 4870吨，产值实现 10亿，带
动1.8万户茶农户均增收3520元。

旺苍《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该
县将抓实产业承接引进，以食品饮料、新
型建材和家居产业为重点，确保承接入
驻规上企业30家以上。支持重点企业建
立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加快中小企业扶
持培育，鼓励企业增品种、提品质、创品
牌，确保年内新增规上工业企业 5家以
上，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130亿元以上。

惠民利民 创造美好新生活
旺苍《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全

县将全力巩固全国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县
创建成果，促进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加快
博骏公学和6所普惠性幼儿园建设，留住
优秀生源，着力解决“择校热”“大班额”
等突出问题。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将多渠道多方
式宣传博骏公学和学校的办学特色，留
住外流生源，提高学生留在旺苍读书的
比率，力争生源不流失。”县政协委员、七
一中学教师曾琳说，她将充分利用班级
教育、家长会宣传县上几所高中学校的
办学特色、办学理念、教学成果及在旺苍
读书可享受的优惠政策，力争所有学生
都能顺利完成义务教育，不辍学，毕业后
不外流，不同层次学生都能到相应学校
就读。

据介绍，该县还将持续加大民生领
域投入力度，不折不扣完成省市县定民
生实事，确保全县一般公共预算民生支
出占比保持在 65%以上。着力优化就业
结构，重点帮扶困难人群就业，新增就业
岗位6000个。

“我们也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跑
线上，向着规划的目标再次出发。”该
县“两会”代表、委员纷纷表示。

践行新思想 开启新征程
——旺苍县“两会”侧记

邵正周 唐福升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生
活的内涵越来越丰富了，过年的方式越
来越文明越来越时尚了。今年春节长
假，不少市民游客选择到剧场看文艺演
出、进广场看“非遗”展演，在图书馆读
好书、往景区看陈列展览、去电影院看
电影……，过一个喜庆、祥和、文明的

“文化年”，已成为旺苍市民和游客的新
选择、新时尚。

文艺演出：感受了年的欢乐
欢乐的舞蹈、高亢的山歌、幽默的

相声、刺激的民间艺术表演……由旺苍
县东河镇党委政府主办的“放歌新时
代·共赴新征程”春节七天乐文艺演出
活动，从正月初一到初七，每天在旺苍
红军城红军剧场举行。形式多样、内容
丰富的文艺演出贴进生活，精彩不断。
每天这里人山人海，场场座无虚席。民
间艺术家们的倾情演出,不时博得满堂
喝彩,台上台下热闹非凡。

“我们陪父母从成都过来，经常听
说这个地方,就过来看一下,刚才这个过
刀桥、上刀山的节目,以前都是在电视剧
里看,现在看到了真实场景,真没有想到
旺苍还有这样的民间艺术,还有这样的
年味，特别好。”游客们对旺苍民俗表演
赞不绝口。当地群众对于能在家门口
免费看演出也很高兴。“把红军城剧场
修好了，就感觉更有文化气息了,演员表
演也很专业,也很敬业,放弃和家人团聚
为我们送欢乐，值得称赞。”市民李先生
竖起了大拇指。

“非遗”展演：丰富了年的内涵
在这个春节假期，“非遗”文化担任

了重要的角色。旺苍县通过举办丰富
多彩的“非遗”巡游展演拜大年活动，诠
释了年的味道，丰富了年的内涵。

从除夕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旺苍举
行民俗文化巡游拜大年活动，为广大市
民游客的新春增添新奇和欢乐！耍狮
舞龙、踩高跷、打钱棍、敲腰鼓、抬花轿
……在街道，在广场，在景区，一只只或
可爱或威猛的“狮子”前蹦后跳，一条条
祥龙翘头摆尾，一队队钱棍表演活泼灵
动……城乡处处锣鼓喧天、吹吹打打、
人山人海、热闹非凡,吸引了众多市民和
游客前来欣赏，博得了现场观众的阵阵
喝彩，不少市民和游客驻足合影拍照，
沉浸在浓浓的年节喜庆氛围当中。

“民俗文化巡游拜大年活动，既是
对民间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弘扬和保
护，更是为了丰富群众文化娱乐生活，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促进

文化乐民、文化育民和文化富民持续健
康发展。”旺苍县文广新局局长何光贵
介绍说。

书香袭人：体味了别样年味
过年新风尚，书香伴佳节。春节长

假，不少市民选择读书“充电”，在品读好
书、增长知识的过程中体味着别样年味儿。

走进旺苍县图书馆，一幅幅楹联、
一个个大红灯笼和大大的中国结，将馆
内装点得喜气洋洋，充满年味。少儿阅
览室、电子阅览室、休闲阅览大厅座无
虚席。笔者发现，来这里读书的有在校

学生、上班族、创业者、自由职业者、退
休人员等，基本涵盖了社会各阶层。

在二楼少儿阅览室，35岁的王女士
陪 7岁的女儿津津有味地阅读《十万个
为什么》。“以前春节，除了亲人之间的
聚会外，就是成天泡在麻将桌上，现在
女儿大了，趁春节生意歇业的时间，好
好陪陪女儿，培养她养成良好的读书习
惯。”王女士说。

旺苍县图书馆馆长杨雪君告诉笔
者，今年春节期间，该馆工作人员全员
上班，图书馆照常对外开放。同时，开
展优质服务，向读者免费提供图书外

借、暖气茶水、充电设备、免费wifi等惠
民便民服务，千方百计满足读者需求。
她说，除夕至今，已接待读者 2500余人
次，相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0%。

景区游览：体验了红色文化
旺苍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川陕苏区后期首府所在地，留下了宝贵
的红色文化资源。2017年，旺苍红军城
景区、木门景区成功创建为AAAA级旅
游景区，旅游道路、游客接待、停车场等
旅游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

春节期间，旺苍对红军城景区、木
门景区进行了文化氛围营造，悬挂大、
小红灯笼 20000多个，制作安装大型春
节灯组10多组。对红军城街道、环城路
等用 LED串串灯、渔网灯、流星雨灯等
进行亮化装饰。

2月 15日至今，红军城人流如织，
特别是每天晚上，在摩肩接踵的人群
中，踏着带着岁月痕迹的青石板路，置
身于灯的艳丽、光的神奇、夜的璀璨之
中，犹如迈进了梦幻的天堂境地。在这
里感受古城之美，品尝特色美食，体验
红色文化，洋溢节日喜庆气息。陕西汉
中的杜先生告诉笔者，春节长假，带着
孩子自驾来旺苍，游览了旺苍的几个景
区，感受到了旺苍丰厚的红色文化，感
觉非常满足。

据旺苍红军城景区、木门景区负责
人介绍，除夕以来，景区每天要接待游
客10000多人次。景区所有工作人员假
日不休息，各项工作专人负责，确保春
节期间景区平安有序，最大限度满足游
客需求，提升景区游客满意度。

观看电影：成为了新的年俗
狗年春节，琳琅满目的影片点燃了

市民的观影热情。今年，《捉妖记 2》、
《唐人街探案 2》、《红海行动》、《西游记
女儿国》、《熊出没·变形记》、《祖宗十九
代》……这些影片在春节假期组成了

“有史以来最拥挤的春节档”。 可以说，
今年的春节档，无论老少，每个人都能
找到适合自己观看的电影。春节期间,
笔者走访旺苍县电影院发现，在观影人
群中，既不乏“拖家带口”前来观影的，
也有三五知己相约的，观看电影已经成
为一种“新年俗”。

市民赵先生告诉笔者，一家人平常
不在一起，趁春节一起来看看电影，过
个“文化年”，比窝在家里打牌强多了！

旺苍县电影公司副经理张刚告诉
笔者，春节期间前来观影的市民数量较
去年可以说是成倍增长，容纳 520人的
电影院和容纳 100人的小厅，每天都有
几场是满座的。

市民和游客喜过“文化年”

本报讯（记者 陈绍海）2月 28日，
记者在旺苍县采访中了解到，2018年，
该县将坚持工业强县战略，坚定转型升
级方向，努力在结构调整、质效提升、总
量扩大上求突破，确保年内新增规模以
上工业企业 5家，力争实现规上工业总
产值130亿元。

2018年，旺苍县将强力推动煤焦化
等传统产业实施技术改造，加快发展茶
叶、核桃等食品饮料精深加工，促进钒
基材料、磁性材料等新材料研发和产业
化，开发推广杜仲保健系列产品等中医
药大健康产品。抢抓成广、深广合作机
遇，强化平台建设，加快黄洋工业园建
设进度，力争年内拓展园区 1000亩以
上。抓实产业承接引进，以食品饮料、
新型建材和家居产业为重点，确保承接

入驻规上企业 30家以上。加快推进磁
性材料综合利用等项目建设，力争完成
工业投资37亿元、技改投资25亿元。

2017年，该县坚持做大总量与做优
结构并重，旺苍焦化、合众化工等企业
实现稳定生产，天森煤化开始复产，以
煤炭为代表的传统产业效益稳定。食
品饮料精深加工、新材料、清洁能源
化工等新兴产业加快布局，非煤产业
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52%。4000吨/
年调味品、100万吨/年原煤洗选等工
业项目建成投产，钒资源综合利用、
杜仲精深加工等重点项目加快建设，
完成工业投资 28.6亿元，其中技改投
资 24亿元。新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6
家，全年实现规上工业总产值 119.6亿
元、增长7.7%。

坚持工业强县战略力争实现
规上工业总产值130亿元

本报讯（记者 陈绍海）2月 28日，
记者在旺苍县采访中了解到，今年，该
县将把招商引资作为加快发展的有力
抓手，作为推进项目建设、提升投资总
量、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突破口，力争
全年引进到位市外资金87亿元以上。

2018年，旺苍县将抢抓成都、深圳
产业转移机遇，深化区域合作，紧盯“闽
东南”“珠三角”“长三角”等重点区域，
积极寻求与 500强企业合作，确保新引
进签约过亿元项目 13个。不断深化九
广合作，推动更多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健全招商引资工作体系，加快异地商会
建设，推进北京旺苍商会筹备工作，发
挥广东旺苍商会、成都旺苍商会等平台
作用，切实加强乡镇工商联（商会）建
设，鼓励返乡农民工创业发展。借力中
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西博会、科博会等
平台深度参与各类招商行动，加速形成
招商引资现实生产力。

去年，全县引进到位市外资金82.33
亿元，新开工亿元以上项目16个，“省级
各大活动督办项目”履约率和开工率均
达91.66%，资金到位率达49.6%。

大抓项目力争引进市外资金
87亿元以上

旺苍红军城灯展吸引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 刘怀英 摄

春节期间，旺苍县在县城街道、广场开展了一系列春节民俗文化大拜年活动，
吸引了不少观众。图为2月26日，当地民俗文化艺人在该县玉龙广场表演“上刀
山”。 本报记者 陈绍海 摄

今年春节长假期间，旺苍县累计接待游客8.4616万人次，同比增长3%；实现
旅游收入4070.462万元，同比增长2%。图为游人如织的中国红军城。

本报记者 周俊 摄

本报讯（唐福升）2月 28日，笔者从
旺苍县农业部门了解到，该县大两乡淡
水养殖合作社、世外桃源农业开发有限
公司、广元隆化渔业有限公司 3家单位
被认定为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全
省仅7家单位获此殊荣。

截至目前，旺苍已建成渔业养殖基
地15处，成立了淡水鱼养殖专业合作社
12家，专业大户 51户，“大户+专合社”

的新型经营主体已成为渔业发展的新
骨架；通过多方筹措资金，建成了“大两
乡生态鱼”、“五权镇三溪水磨沟生态
鱼”等 5 家农家乐，10 处垂钓休闲场
所。同时，大力开发周边休闲、体验农
业，探索“公司+基地+专合社+农家乐+
农户”的经营模式，带动726户农户走上
产业化经营路子，加快了农业产业结构
调整步伐。

三家企业被认定为
“全国休闲渔业示范基地”

本报讯（唐福升）2月 28日，笔者在
旺苍县采访中了解到，该县木门锦绣山
庄、乡里人家农庄获评四川省第二批省
级示范休闲农庄。

近年来，该县把发展乡村旅游与休
闲农业、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
要举措，大力培育经营特色化、管理规
范化、服务标准化的休闲农庄，通过培

育休闲农业景区和休闲农庄为抓手，示
范引领全县休闲农业发展，大力推动休
闲农业提质增效。下一步，旺苍将加快
种植业、畜牧业、水产业基地景区化建
设，深入挖掘农耕文化，大力发展创意
农业；依托旅游景区、农业园区、旅游通
道和特色村落，培育打造一批休闲农业
重点乡镇和乡村；积极发展高品位、有
特色的休闲农业接待点和度假村落。

2家休闲农庄获评
省级“示范休闲农庄”

本报讯（周永健）粮食直补什么标
准？哪些人享受了低保政策？全村多
少精准贫困人口？2月 28日一大早，在
旺苍县天星乡大山村，该村三组建档立
卡贫困户彭甫道在村支书李桂义的指
导下，通过手机了解了全村惠民政策落
实情况。“这个方便，又不用跑路，还把
村里信息看得一清二楚，心里很亮堂。”

去年以来，天星乡坚持以问题为导
向，以村务公开为抓手，全面打造“阳光
村务”，将全乡八个村的党务、村务、监
务、财务全部“晒”在阳光下。为打造

“阳光村务”标准化建设，该乡还印发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村务公开工作的通
知》，在全乡所有村的村民聚居点统一
规范固定公开栏，设置8大功能板块，明

确公开时间、内容、程序、形式以及54项
公开重点，从村务决策到管理、运行和
监督全部规范化、透明化。

针对居住分散、信息不太集中的实
际情况，天星乡大力探索“网络村务”，
建立“阳光村务”监督平台，在重点村试
点建设“互联网+”阳光村务监督平台，
开通阳光村务“在线访谈”，村民可就自
己的意见和建议在网上互动交流。目
前，全乡八个行政村的信息都“搬”上了
网，累计公开村（居）务信息130余条。

如今，天星乡已形成了“阳光村务”
监督平台，全乡村务互动点和村内村务
公开栏三级透明机制，畅通信、访、网、
电“四位一体”监督模式，真正给了群众

“明白”，还了干部“清白”。

“阳光村务”服务群众零距离

为进一步规范全县农资市场秩序，
维护农民合法权益，2月23日，旺苍县农
业综合执法大队深入该县东河镇开展
农资市场专项检查。目前，旺苍已储备

杂交水稻种 11 万公斤，杂交玉米种 24
万公斤，化肥0.92万吨，农药30吨，农膜
310吨。

康勇 本报记者 陈绍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