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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保刚 文/图

7月下旬，全省扶贫领域基层政务公
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现场会在青川隆重
召开。几十名来自全省相关县区扶贫领
域的代表冒着大雨前往凉水镇考察参
观，一路交流，一路感叹，不停地为青川
脱贫攻坚“两化”公开工作点赞，并在随
后召开的座谈会上发表青川之行的深切
感受和肺腑之言。他们纷纷表示，尽管
冒雨来，绝不虚此行。青川的脱贫攻坚

“两化”公开实践，为各县区的试点工作
树立了好榜样，提供了金点子，传受了好
经验。

现场为啥选青川？
“两化”公开平台：说得清楚、道得明

白、抓得实在
现场会上，省扶贫和移民局副局长

唐义给予青川扶贫领域“两化”公开工作
很高的评价。他说，青川县扶贫领域“两
化”公开平台，向人民群众全面展示了政
府执政职能，人民群众也通过这个平台
全面了解掌握各级党委、政府履职尽责
的工作情况和他们关心、关注的个人相
关事项。

现场会期间，唐义告诉记者，青川不
是把两化试点作为单项工作进行安排部
署，而是针对群众最需要、最期盼的事情
抓细抓实、很接地气、深入民心，在脱贫
攻坚领域“两化”公开的平台上，青川把
各项工作展示的淋漓尽致，给人深刻印
象，说得清楚，道得明白，抓得实在，青川
的做法为全省提供了一个学习的样板。

青川县凉水镇“两化”公开平台做法
既有语音播报，又有手机互动，更有电视
点评，群众有什么需求，都可以第一时间
完成，把问题解决在现场。在青川“两
化”公开平台上，他们坚持“不要专家语
言，不要理论语言，不要学术语言”，党员
干部说得清，人民群众读得懂，值得各县
区学习与借鉴。

据了解，青川县凉水镇曾经是全县
信访事件最多的镇，群众有很多不知道
的事情、很多有怨气的事情和自认为政
府“做错”的事情，对党员干部猜疑多，不

信任，干群关系一度紧张。但近年来，他
们通过“两化”公开平台打通了与群众的

“最后一公里”，从县到村全面联动，各种
事项全面公开后，群众都知道了，都明白
了，也就没有了上访，没有了猜忌，干群
关系变得十分融洽。这是综合治理的一
个成效，青川的经验做法值得各县区思
考。

青川亮点在哪里？
实行阳光扶贫，让群众看得清、能听

懂、会监督
“公开内容制度化、公开平台亲民

化、公开形式多样化，让群众看得清、听
得懂、会监督。”近年来，青川县在脱贫领
域的“两化”公开工作中走出了“量身裁
衣”式的生动实践之路。

该县依据权力清单、责任清单等事
项，以及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服
务内容，通过相关部门会商、“两代表一
委员”会诊、“线上线下”问需、特邀监督
员问效等多种方式，多渠道搜集信息，形
成了《青川县扶贫公开标准》和《青川县
资料收集管理标准》，有效指导逐级有
序公开。制定了《政务公开信息发布制
度》《政务公开监督管理制度》等八项
工作制度，建立了全链条约束管理机
制。坚持把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五公开”贯穿于脱贫攻坚全流程、全
过程，重点体现扶贫“六个精准”，对项
目、资金下达文件和过程监管资料等实
现在阳光下运行，实现政务公开与扶贫
工作深度融合，杜绝“两张皮”现象。

他们结合“阳光村务”在36个乡镇分
别建立微信公众号，设置“政务公开”“阳
光热线”等栏目，将脱贫攻坚健康扶贫、
教育扶贫、金融扶贫等惠民政策及贫困
村、贫困户工程项目资金拨付、实施进度
等实行“无死角”全公开，群众通过手机
终端就可获取想要知道的信息；将脱贫
攻坚相关政策、办事流程以及相关要求
录制音频，并通过“村村响”广播公开，让

“不能看”的群众能听懂，目前 79个贫困
村“村村响”广播公开已全覆盖；开发电
视平台，通过广电网络互动V网，将群众
普遍关注的扶贫信息通过电视公开，让

群众“看得到”，让群众广泛参与，接受全
面监督。

同时，该县创新公开形式，让群众
能看懂、易消化。他们对政策、资金、
公共项目建设等文件全文发布，体现信
息的严谨性；对有办事流程、服务指南
的信息采用文图发布，便于理解记忆；
破解部分群众认字难题，对健康、教
育、社会保障、金融扶贫等群众关注的
惠民政策进行语音播报，让群众对惠民
政策入脑、入心；扶贫干部将群众关注
的民生政策通过访谈、现场直播的方式
编制成小视频发布，发挥“曝光台”

“先锋榜”“大喇叭”的作用，增强群众
参与性和互动性。

与会代表怎么说？
公开“量身打造”， 打通了与群众

的“最后一公里”
通过在青川的考察学习与交流，各

县区与会代表普遍有着深刻的体会，他
们纷纷表示，青川的脱贫攻坚“两化”
公开工作既有制度上的严谨，又有方式
上的灵活，更有平台上的创新，值得各
县区深入思考与学习。

攀枝花西区代表雷振东：这次青川
之行感受很深，个人认为，青川的“两
化”公开平台建设是一个创新，不仅仅
是机关工作人员、党员干部能看懂，而
且广大群众看了也能一目了然，一看就
明白。青川的“两化”公开工作达到了
上能接天线，把政策讲透了；下能接地
气，把内容演活了；中间有灵气，把工
作做实了。

德阳什邡市代表谢华：青川的经验
做法，科学严谨，方法灵活，工作到
位，真正做到了“三个合拍”，即与中
央的精神要求合拍，与改善民生的实际
合拍，与青川自身的特色合拍。

绵阳盐亭县代表陶先标：青川县坚
持针对性、个性化地设置公开方式，在
信息页面中插入动漫、视频、图片，增
加阅读的趣味性，让不同年龄、文化层
次、理解能力的群众都能轻松获取信
息，让群众通过“公众号”实现“易获
取”。

凉山西昌市代表王华：青川的探索
实践，真正实现了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让
群众少跑一次和网上办公的要求，真正
打通了与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全省扶贫领域“两化”
公开现场会为啥选青川？

王卓云 本报记者 刘保刚

近期，青川举办领导干部读书班，
浙江省湖州市旅发委主任干永福赴青
川开展专题讲座，传授浙江在基层党的
建设、生态文明、乡村振兴等方面的经
验做法，在青川干部中掀起了一场头脑
风暴，为青川生态康养名县建设提供了

“浙江智慧”、“湖州方案”。
去年以来，青川县认真贯彻落实国

家东西部扶贫协作部署要求，延续浙江
对口支援优势，着力加强干部人才交流
合作，为青川后发赶超、绿色崛起提供
了有力的智力支持。

把东部人才请进来“传经”
“青川山高雾多、气温较低、降水量

少，但分布明显的立体气候，加上水土
富硒、富锌的优势，只要注意茶园选址，
提高种茶、采茶和加工技术，市场前景
十分广阔”。5月 8日，在青川县仙雾茶
场，一位面颊清瘦，精神矍铄的老爷子
正在为青川茶叶产业发展谈经论道，他
就是原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研
究员白堃元教授。

“还好听了白教授的！不然我肯定
赚不到钱。”仙雾茶场老板袁树先如此
表示。袁树先现在是青川有名的茶叶
大户，但二十年前，他种植的茶叶品质
低、茶叶产量不高，一斤只能卖到 18
元。白堃元教授带来的高山有机生态
茶理念和龙井43号、龙井长叶两个茶叶
新品种，为他的茶场带来了生机，现在
袁树先的仙雾茶场在青川已经闻名遐
迩，“一心一叶”龙井 43 号已能卖到
2000多元一斤，还有之后引进的新品种

“中黄一号”能卖到上万元一斤。
在以白堃元教授为首的浙江专家

20余年来的悉心指导和倾力帮扶下，青
川的茶叶产业快速发展壮大，目前全县
茶园面积达到了 27.3 万亩，茶叶产量
6630吨，实现综合产值11.98亿元，茶农
人均增收2860元。

派西部人才走出去“充电”
“这次到浙江挂职让我进一步转变

了认识、开阔了视野……”在谈及一年
来的挂职经历，被选派到浙江的青川挂
职干部孔源深有感触地说，“接下来，我
会努力转化好挂职学习成果，对标浙江
一带先进经验，将好理念、好思想、好方
法，融入工作实践中，带领贫困群众干
事创业脱贫致富。”

2017年，孔源与青川县选派的其他
4名优秀干部人才分别被安排在浙江丽
水市莲都区、松阳县、景宁县、龙泉市、

遂昌县 5个县（市、区）的特色乡镇重点
岗位挂职。

如今，挂职归来的干部在浙江经过
一段历练取得“真经”，返回家乡学以致
用，逐渐成长为脱贫攻坚的主心骨和生
力军，驰聘于脱贫攻坚主战场上，为全
县脱贫摘帽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年
青川与浙江继续开展干部互派挂职，又
选派了5名干部人才到浙江省湖州市吴
兴区挂职锻炼。

为进一步加强浙江青川东西部扶贫
协作干部人才交流合作，青川制定了《东
西部扶贫协作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三年规
划》，计划在3年之内，通过分批次组织干
部人才挂职交流、专题培训、跟班学习等
多种方式，选派干部人才到浙江学习先进
经验，加强与浙江干部人才的交流合作。

目前，青川已围绕生态旅游、特色
产业、精品民宿等主题，举办各类赴外
专题培训班 60 余期，累计培训人数达
56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青川干部人才
推动发展、服务发展的能力。

为两地人才搭平台“互动”
近期，青川县委组织部、青川县人

才办主办的 2018 年“发展农业特色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主题人才沙龙活动，
邀请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赴青川挂任
县委常委、副县长张文斌出席，讲解了
浙江发展经验，并与参会的30多名青川
创新创业人才进行了交流互动。

“张县长讲的太好了，他提出的企
业集聚化、品牌化、动力化发展思维和
抱团发展、互利共赢的理念使我茅塞顿
开，帮我增强了做大企业、做强品牌的
信心。”青川县返乡创业人才、燕巢农业
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鲜利蓉在人才沙
龙活动结束后激动地说，以前按照传统
思维来发展，效果不是很理想，经过今
天的学习交流，我认识到，必须转变观
念，才能推动产业有效、可持续发展。”

去年以来，青川县通过组织人才沙
龙、人才论坛等多种方式，开展浙江青
川各类优秀人才交流 600余人次，进一
步畅通浙江青川人才沟通交流渠道、搭
建交流合作平台，通过思想交流和思维
碰撞，让青川优秀创业人才受益良多。

青川县还通过与阿里巴巴集团、浙
江知名企业合作，建好电商营销服务、
劳务输出合作平台，加强两地在电子商
务、劳务派遣等方面的合作。共同开展
电商主题销售活动10余期，销售金额达
2000余万元，邀请浙江企业赴青川举办
专场招聘会 50余期，输送劳动力 12200
余人，架起浙川两地互动交流、协同发
展的坚实桥梁。

巧借“东风”助振兴
——浙江青川东西部扶贫协作干部人才交流合作侧记

何芳 魏建林
本报记者 刘保刚·文 马文虎·图

在青川县唐家河自然保护区，要问
谁最凶猛？大家准会异口同声地说“非
黄喉貂莫属”。据保护区红外监控捕捉
到的画面显示，它经常仗势自己的凶狠
与威猛东征西战，打打杀杀，颇有要做

“武林霸主”的架势。

频出“江湖“，一年发现91次活动记录
据相关资料显示，黄喉貂又名青

鼬，隶属于食肉目鼬科。毛色鲜亮，喉
胸部具有一黄色斑块。吻端至颈背黑
褐色，背部黄褐色，臀部、后肢及尾黑褐
色。常单独、成对或集小群活动。是国
家Ⅱ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IUCN）物种红色名录中被评
估为“低危（LC）”。

黄喉貂是唐家河自然保护区食肉
动物相对多度排名第四的动物，海拔
1440-2570m 都有它的身影，仅 2016 年
就有 20台红外相机共 91次记录到该动
物活动。

据唐家河保护区工作人员介绍，黄喉
貂是典型的食肉兽，他们曾对一份黄喉貂
粪便进行食性分析，发现岩松鼠和雀形目
某鸟类成分，还曾拍摄到黄喉貂捕获红腹
角雉、灰头鼯鼠、毛冠鹿，也有工作人员曾
发现黄喉貂偷吃家鸡和蜂蜜。

凶猛机警，搭档出行配合默契
黄喉貂有着食肉动物典型的凶猛

机警特性。
据保护区红外相机记录显示，今年

一月，两只黄喉貂在摩天岭黄土梁沟成
功猎杀一头毛冠鹿。两只黄喉貂分工
明确，一只负责猎杀和搬运尸体，另一
只负责警戒。负责猎杀的黄喉貂跨步

跃过河水，牙齿紧锁毛冠鹿的喉咙，同
时用前爪钳制毛冠鹿的挣扎。整个猎
杀过程大约持续两分钟。

保护区工作人员张敏告诉记者，他
曾几次看到三只黄喉貂追捕一头老年
林麝的场景，撕杀场面惊心动魄。张敏
开玩笑地说，如果黄喉貂与猎豹比试，
他们可真有一拼。

2014年 6月，保护区工作人员马文
虎发现一只凤头鹰停在河边的树上，两
眼盯着河边。出于一个有着多年野外动
物拍摄经验者的本能，他小心翼翼地靠
近河边，竟发现两只黄喉貂正在追捕一
只红腹角雉。马文虎迅速打开相机，于
是有了一张至今让广大摄影爱好者艳羡
的照片。马文虎根据当时环境判定，可
能是凤头鹰在山上追踪红腹角雉，红腹
角雉顺着山坡向下逃窜，意外遇到在河
边的黄喉貂。于是还来不及逃出凤头鹰
利爪的红腹角雉，被迫送入黄喉貂口。

2017年 3月，马文虎又目睹一只黄
喉貂成功捕获灰头鼯鼠的场面，正躲在
树上“守株待兔“的鹰雕见状也只能眼
巴巴的看着即将到口的猎物被自己的
竞争对手抢走，尔后悻悻地飞离。

聪明贪吃，还是一个“职业扒手”
黄喉貂身体细长，尾长为体长的 2/

3，是貂属中体型较大的种类，因喜食蜂
蜜，也被称为蜜狗。保护区工作人员张
敏曾在蔡家坝保护站发现黄喉貂偷吃
蜂蜜。冬季的中华蜜蜂蛰伏于蜂箱，靠
人们预留在蜂巢内的蜂蜜渡过严寒冬
季。黄喉貂偷偷靠近蜂箱，悄悄掀掉蜂
箱上的石头，用锋利的前爪和牙齿，在
蜂箱上凿出一个洞。纤细的身躯潜入
蜂箱，吃光蜂蜜后趁着夜色逃之夭夭，
留给保护站工作人员一个破蜂箱和一
些幸存的蜜蜂。

唐家河保护区：

黄喉貂要做动物世界里的“武林霸主”

黄
喉
貂
捕
猎
场
景
。

与会代表参观场景。

本报讯（焦国政 王兴倩 魏建
林 记者 刘保刚）记者日前从四川省
唐家河管理处获悉，青川县大熊猫
国家公园保护利用设施建设项目三
标段招标工作已全面完成，这标志
着青川县大熊猫国家公园保护利用
设施建设项目在唐家河将全面实施。

该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建设
公园管护系统、完善标识系统、提
升信息化管理及科研监测系统、配
套公众教育系统、防灾减灾系统。
据唐家河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该项目投资 2810 万元，资金来源为
中央预算内和地方配套资金。项目
建成后将进一步缓解保护区森林防
火压力，加强游客行为监管及车辆

管控，完善园区内生态环境监测和
污染防治体系，提升保护区信息化
管理水平，展示公园在公众教育和
自然科普上的社会价值。该项目首
次以国家公园的名义为保护区社区
投入项目资金360万元用于改善社区
人居环境，恢复社区特殊植被，优
化社区环境，提升社区幸福指数，
让更多的人受益于国家公园及自然
保护区带来的好处。

目前，该项目摩天岭、白果坪
公厕、科研监测系统基本完工，管护
系统、标识系统、公众教育系统、防灾
减灾系统已全面开工建设，预计今年
12月将全面完成。

唐家河首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项目开建

本报讯 （王兴倩 记者 刘保
刚） 记者日前从青川县林业部门获
悉，该县“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
建设工作正稳步推进，基础数据核
实工作已经完成，勘界落图工作接
近尾声，各项基础设施建设也已全
面展开。目前，该县已争取到位资
金3000多万元。

据了解，按照大熊猫国家公园的
总体规划，青川县涉及大熊猫栖息地
全部纳入公园范围内。通过2016年、
2017年 2次摸底调查，以及省大熊猫
公园推进办组织的实地勘界，划定区
域在青川部分辖 9 个乡镇，涉及 3 个
自然保护区、2个风景名胜区、2个森
工企业、1个国有林场，划界范围总面
积 86219公顷，占大熊猫国家公园四
川部分的4.27%。

自年初以来，该县组织专业力量
对纳入范围内的涉林机构、人员及

资产开展了核实工作，为大熊猫国
家公园试点工作提供了真实可靠的
基础数据。县林业部门会同省级专
家通过实地走访查看，对存在争议
的部分进行了科学调整，确保了勘
界工作精准合理。同时，他们对大
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森林资源管
理、野生动物保护情况，采取现场
查看、听取汇报、查看资料等方式
进行专项督导，确保了公园森林资
源、野生动物安全。

该县还加大了公园项目建设资
金争取力度。迄今为止，共争取到各
项建设、保护方面资金3000多万元。

青川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该县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
工作已经全面开展，随着国家相关政
策的出台，青川将进一步加大工作推
进力度，争取早日让“大熊猫国家公
园”与世人见面。

大熊猫国家公园试点工作向纵深推进

本报讯 （韩保丽 记者 刘保刚）
记者日前从青川县安监部门获悉，随
着建峰乡某煤矿的主动关闭，标志着
煤炭企业正式退出该县工业历史舞台。

近年来，青川县坚持“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努
力打造“中国生态康养名县”和“国
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对辖区内煤炭企
业进行了重点整顿，向相关企业及时
宣传国家政策，引导煤炭企业主动关
闭退出，实现全县煤炭行业整体退出
的目标。

位于建峰乡葛底村的这家煤矿，
是经省政府批准的整合煤矿，属于技
改扩能建设煤矿。受煤炭市场和企业
自身资金问题，该矿自 2014 年 6 月停
止建设。在停工缓建期间，煤矿井口
铁门由三把锁锁住，即县安监局、建
峰乡政府和企业各一把锁，直接杜绝
企业擅自复工建设的可能。在锁好三

把锁的同时，安监局派驻一名驻矿安
监员，加强日常安全检查，确保安
全。同时县政府包矿领导还带领安
监、国土、公安等部门不定期开展联
合执法巡查，确保煤矿企业“真停
工，真停建”。

从 2017 年开始，该县安监部门先
后5次与煤炭企业业主谈心谈话，对中
央、省、市煤炭政策进行全方位解
读，和企业法人代表深入剖析小煤矿
的发展前景，引导煤矿业主主动关闭
并参加全省煤炭产能指标置换或享受
中央、省、市的奖补资金，实现“早
关闭，早受益”。

该县县政府分管负责人表示，县
政府将积极鼓励企业主动转型升级，
并将给予企业最大的税务、土地等企
业转型优惠政策，引导企业转型升级，
继续为青川县的工业经济作出贡献。

融入绿色发展 青川煤炭企业归零

本报讯（王兴倩 魏建林 记者 刘
保刚）四川唐家河与甘肃白水江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接壤，接壤的山林岸线长
达 14 公里，两地管辖林区内有 5 个乡
镇 26 个行政村 3769 户 13576 人。双方
探索建立跨区域联防制度，共同构筑

“三张网”筑牢森林“防火墙”，确保
了岷山山系北部地区森林资源安全。

两地首先开启了“联动巡逻网”，
根据各自地理区位资源分布等情况，
在跨区域林区结合部地区共派 20余人
员值守，遭遇重大警情时，可联合指
挥巡防力量，缩短响应时间，形成堵
截违法犯罪的快速通道。同时设置巡
逻管控岗，让每一个进入森林区的人
上缴火源，降低火灾发生潜在风险。

同时，川甘两地共同建成了“应
急制动网”，双方共同在接壤的制高点

建设巡逻天眼，并接入各自的巡护监
测信息系统，遇到火情能够自动报
警，并设置人工一键报警，让指挥中
心能够第一时间获取火警信息。发现
森林火灾的一方及时就近组织力量控
制、扑救，并联系毗邻保护区，毗邻
保护区在接到消息后立即派出森林火
灾扑救应急分队，赶赴指定地点，联
合发生地开展灭火行动，灭火过程中
所需费用由火灾发生地解决。

在此基础上，他们还进一步做大
做强“全域宣传网”，各自做好辖区交
接部居民的宣传教育，引导群众检举
揭发一切破坏森林资源的违法犯罪活
动。截至目前，两地共同开展宣传教
育 18次，宣传人次达到上万人，宣传
教育率达到100%。

唐家河跨区域联防建设“三张网”

本报讯（王兴倩 记者 刘保刚）近
年来，青川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不断
引导当地群众念好“山”字经，做好“林”
文章，将习总书记“将森林成为水库、钱
库、粮库”的要求化为助推群众增收致
富的具体行动，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发展。

该县林业部门将全县350万亩森林
管护面积划区划片，将任务落实到林
场、管护站，将职责落实到人头，形
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全覆盖、
无死角”的布局，落实巡山路线，建
好巡山日志。他们将前期 143690.4 公
顷公益林数据进行了调整，把不合规
的调出，符合新增的调进，增加了
7488.7 公顷，调整后的公益林面积达
到 151179.1 公顷。同时，该县对卫星
遥感监测到的青川森林664个疑似变化

图斑进行了认真核查，对涉及老百姓
生产生活便道的图斑进行了手续完
善，将未批先占、无证采伐的行为移
交森林公安处理，着力培育全民的生
态价值观和环境保护意识，立足生态
资源，后发赶超，绿色崛起。

为帮助林区群众脱贫致富，该县
注重引导群众大力发展林业产业，先
后建起了9.1万亩的油橄榄基地、30.23
万亩的核桃产业基地、18.8 万亩银杏
风景林、3.2万亩山桐子，建起林下养
殖基地 3 个，发展森林旅游、“林家
乐”150 家，共有 7319 户贫困群众受
益。

据该县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县林业总产值实现26.2亿元，人均从林
业上获得收入3757元，帮助了七万老百
姓增收致富。

立足生态资源 作好林业文章
青川县在“山”字经、“林”文章上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