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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祥光 鄢怀林

9 月 13 日，朝天区东溪河镇新滩村
群众聚集村委会，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扶
持奖补资金兑现现场会。

“穷了一辈子，没想到这次既卖了猕
猴桃，又领取了奖补款，这日子越过越红
火。”今年54岁的村民李廷满数着刚到手
的 4000元猕猴桃种植奖补资金，笑容满
面。

新滩村是朝天区统计局的帮扶村，
为鼓励村民发展产业，提高脱贫致富的

“造血”功能，该局出台了《扶持新滩村做
大做强食用菌和猕猴桃产业以奖代补实
施办法》，从办公经费中挤出资金作“酵
母”，开展产业奖补扶持。

古稀老人点不清“奖金” 邻居帮忙数钱
13日上午，秋雨绵绵，赶往村委会的

新滩村群众从林间的烟云中渐行渐近，
仿佛置身仙境。9 时许，大家坐在会议
室，个个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因为
今天，他们将会领取到朝天区统计局带
来的产业奖补资金。

“乡亲们!静一静，我们统计局扶持新
滩村做大做强食用菌和猕猴桃产业奖补
资金兑现会现在举行。我念到名字就上
来，签字并领取产业奖补资金。杨其仁、
花运财……”该区统计局副局长张桂秀
不一会儿念完了 29户农户名单，共发出
奖补 67190元。受到奖补的 29户贫困户
喜气洋洋地站到台前，手里举起标有
4000 元、2500 元、2000 元等金额不等的
大红包，个个扬眉吐气。

记者在现场看到，76 岁的贫困户郑
大福老人领取了 2562元的产业奖补金，
数着手中沉甸甸的钱，老人笑得合不拢
嘴，由于年纪大，几次未能将手中的钱清
点清楚，为此，还让邻居的后生帮忙数
钱。

发展新产业 收益可翻10多倍
“党的政策好，帮扶干部也是真帮实

扶，如果莫得区统计局的奖补政策，我也
不敢发展这么大的产业。”近年来，该村
六组李廷满将家中仅有的10亩土地全部
种植成了猕猴桃，共计2500余株。

今年李廷满种植的猕猴桃，部分初
挂果，采摘了 2000 多斤，共计收益 9000
余元。他还领取了朝天区统计发放的发
展猕猴桃产业奖补资金 4000元，种植猕
猴桃初尝甜头，今年共计获利 13000 余
元。

“我们这山高坡陡，种传统作物辛苦
不说，还只能解决一家温饱。”李廷满和
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前种玉米、小麦等传
统农作物，除去成本，如果风调雨顺了年
底仅能收入2000多元。但种植猕猴桃不
一样，今年他的猕猴桃仅有 800株挂果，
待到2500株猕猴桃全部挂果并进入丰产
期后，每年至少可产8000余斤猕猴桃，按
照近年来猕猴桃市场价格测算，每年可
收入 30000 余元，是种植传统作物的 10

多倍。“种植猕猴桃不仅收益高，而且还
要比种地轻松。”李廷满高兴地说。

以奖代补激发内动力 贫困户实现增收
“通过奖励的形式，激发了贫困群众

内动力，大家发展产业的积极性更高了，
效果很明显。”朝天区统计局局长向虎林
说。

据介绍，2016年，该局为了充分调动
帮扶村群众发展特色产业的积极性，提
升特色产业整村发展水平，促进贫困村
和建档立卡贫困户快速增收、稳定脱贫，
该局通过多次调研，出台了《扶持新滩村
做大做强食用菌和猕猴桃产业以奖代补
实施办法》《扶持结对帮扶三龙村做大做
强畜禽产业以奖代补实施办法》，挤出部

分办公经费，奖励帮扶村内规模化种植
食用菌和猕猴桃、养殖生猪、土鸡、肉羊、
肉牛的农户。据统计，仅新滩村种植食
用菌从 2016年近 10万袋发展到了 20万
袋，今年可实现收入 80 万元；2016 年全
村仅有3000余株猕猴桃，现在发展到3.8
万株，今年实现收益 30万元。食用菌和
猕猴桃产业的发展，共带动新滩村 28户
贫困户增收。

“通过奖补激励群众干起来、动起
来，群众干得好、奖得多；不干不动，不给
奖补。”向虎林说，奖补资金的“酵母”作
用，有效避免了一味补贴造成的养懒汉
和扶贫资金使用效率低的弊端，把贫困
群众的心焐热了，观念更新了，产业发展
起来了，脱贫奔康的路子更宽了。

奖补资金作“酵母”“造血”催开致富花

本报讯（鄢怀林 文/图）9月15日，
由明月峡景区管理局和剑门关景区
联合举办的“煮酒论英雄 重走大蜀
道”——大蜀道旅游联盟、首届万人
汉服朝会活动在明月峡景区盛大举
行。活动当天，在明月峡景区举行了
一场隆重的拜月大典仪式。仪式包
含千人汉服行汉礼、千江明月祈福
典、千古传奇明月峡、千人齐诵《蜀道
难》四个篇章，吸引了无数游客驻足
观看。

下午3时，明月峡景区内，阵阵战
鼓轰鸣，身穿战袍盔甲的武士站立城
楼两旁，喜迎来自五湖四海身着汉服
的宾朋游客进入景区体验实景穿
越。景区内人山人海，热闹非凡。据
明月峡景区管理局统计，明月峡、雪
溪洞两景区当日共接待来自重庆、四
川、陕西、甘肃等地区的游客万余人
次。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这样的拜月
大典，真的是太震撼了。”游客黄女士
说，拜月大典这样的仪式，现在已经
很难看到了。景区举办这样的活动，
既弘扬了传统文化，又展现了景区特
色，还让游客“涨知识”，她感到十分
有意义。

据悉，此次游客汉服朝会活动已
于本月19日结束。

千名游客走进明月峡 穿汉服行汉礼齐诵《蜀道难》

本报记者 张敏

朝天区沙河镇秦岭村所在的山，海
拔最高的地方也不过 1300多米，山不高
但却分外险峻，环山而上的通村道路两
侧都是近乎垂直的悬崖峭壁，看着让人
分外惊心。世代居住在此的村民们都
说，他们这地方算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小
秦岭”。

2014年以来，朝天区审计局的帮扶
干部们就扎根在这“小秦岭”上，仆下身
子搞建设、一心一意促发展，曾经闭塞贫
穷的小山村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新型农
业更是焕发出蓬勃生机，乡亲们正阔步
迈向同步小康的美好未来。

秦岭村党支部书记郭友洪家的院坝
里，晾晒着一堆毛绒绒、花生模样的深褐
色荚果。郭友洪介绍说，这正是帮扶单
位近年来在秦岭村致力发展推广的特色
产业之一——油牡丹所结的种籽。

据了解，油牡丹是一种原产于我国
的多年生小灌木，耐干旱、耐瘠薄、耐高
寒，产油率高，油质优，被誉为“世界上最
好的食用油，”具有极高的观赏性和开发

利用价值。
“油牡丹浑身都是宝，新鲜花瓣可制

成牡丹精油、花露水，花蕊可以做茶，根
可以入药，籽可榨食用油，就连种壳也可
加工成上好的有机肥料。”据朝天区审计
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帮扶以来，该局与
村两委按照因地制宜发展产业的思路，
针对秦岭村平均海拔 800 米以上、山地
资源丰富等实际，经过多次考察和调研
后，看准了油牡丹的市场潜力，于是整合
扶贫资源，通过“合作社+基地+种植户”
的模式，在秦岭村的核桃林下发展了100
亩油牡丹。由于油牡丹花期较长，花型
美观，不但花开时节能吸引大量游客观
赏，后期产籽后，由合作社保底回收，还
可以直接为群众创造经济效益，助推当
地旅游业发展。

“100亩油牡丹进入盛产期后，每年
能够产籽 30000公斤左右，市值 20元/公
斤，仅种籽一项年收入就将达到 60万元
以上，在有力助推脱贫攻坚的同时，也促
进了乡亲们观念的转变，并实现了乡亲
们由普通农民向产业工人的转型发展。”
作为友洪种植专业合作社社长的郭友洪

心里有本明白账。目前，他正筹划着扩
大种植规模，适时建设一条油牡丹深加
工生产线，形成一个完整的油用牡丹种
植、加工、销售产业链条，以提高土地产
出，不断促进农户脱贫致富。

除了 100亩油牡丹今年开始产籽这
一喜讯，郭友洪还告诉记者，在他的种植
基地里，还有近 500 亩的魔芋 10 月份即
将进入采收期。按正常情况估算，500亩
魔芋产值可望实现200万元以上。

逐渐规模发展起来的特色农业产业
不仅促进了秦岭村农业产业结构的优化
升级，更是拓宽了群众的增收渠道。据
介绍，秦岭村146户农户就有100余户常
年在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务工，其中，22户
贫困户年户均增收超过10000元。

今年 66 岁的贫困户秦登学和他的
老伴儿都在基地里务工，谈起愈来愈高
的年收入，他满脸的皱纹仿佛都舒展开
了，“土地流转费用加上务工收入，我们
两个病哈哈的老年人一年也可以挣到 1
万多元。而且随着牡丹产籽，基地里的
活儿会越来越多，收入也会越来越高。”

“秦岭”深处 农业产业有了新模样
本报讯（代小琳）“看把你们累的，

真是多亏了你们，帮了我们大忙。”9月
12日，朝天区转斗镇转南村贫困户邓
国海连连向帮扶干部们道谢。

今年，老邓家种了 3 亩“扯兜子”
花生，全面进入采收期。可根据天气
预报，近段时间以阴雨天气为主，他和
老伴两人可急坏了。

正当着急的时候，对口帮扶老邓
家的朝天区机关事务管理局组织 10
多名干部到他家，帮助他收花生。他
们有的拔、有的背、有的摘……劳动场
面热火朝天。小半天后，3亩的花生全
部采收完毕，预计采摘花生 700余斤，
能为老邓带来收入4000元。

“走进地头和老乡一起干活，谈变
化谋发展，不仅拉近了干群关系，也鼓
舞着乡亲们脱贫奔康信心。”朝天区机
关事务局负责人介绍，自开展脱贫攻
坚工作以来，该部门引导家家户户发
展起了脱贫产业，截至目前，该村已发
展蜜蜂养殖户 8户，户户都有猕猴桃、
核桃、花生等农业产业支撑。

帮扶干部
助农抢收忙

千人拜月祈福仪式现场

新滩村群众领到补助资金喜笑颜开 本报记者 张玉伟 摄

鄢怀林

“从小就觉得军人很神圣，能成为
一名军人，保家卫国，一直是我的梦
想。”在开往藏区的火车上，即将入伍的
应征青年黄厚意满怀憧憬地说。

黄厚意，1994年生于朝天区曾家镇
白鹰村。今年7月顺利的考上了昆明理
工大学的研究生。但入学前夕，他作出
了一个令人意外的决定——参军入伍。

话别父母泪两行
“你到部队后一定要好好努力，安

心服役，为国家作贡献，为家乡争光
……”9月12日凌晨4时许，父亲郭鹏在
村口对即将进入部队的儿子黄厚意叮
嘱道。在转头上车的那一瞬间，两行泪
水已经落在了胸口。

天还未亮，话别父母后的黄厚意坐
上了姑姑的车，离开了家乡。在车里，
黄厚意打开妈妈为自己准备的包裹里，
保暖衣、鞋子，他最爱吃的油饼……以
及妈妈为他一针一线绣制的鞋垫。

在上火车前，黄厚意拨通了妈妈的
电话。“妈妈，我要上火车了。你们放
心，我在部队一定会好好学习，不会让
您失望……”电话里，黄厚意还嘱咐了
爸爸妈妈要保重身体。

出生军人世家
“我身边有四位亲人，都当过兵，外

爷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3 位舅舅至
今还在军营。”谈及从军原因，黄厚意
说，他从小就听外爷讲抗美援朝战争的
惊险，听舅舅们讲军营的故事，心中便
种下了“长大一定要当兵”的种子，特别

是看到探亲的舅舅们穿着一身绿色军
装，走路腰杆笔挺，说话嗓音嘹亮，举手
投足间尽显军人的英武气质，当兵的念
头愈加强烈。

今年 7 月，黄厚意从成都医学院毕
业。他不仅顺利完成了所有的专业课
程，而且长期担任学院各种赛事、活动
的策划人。大学四年，他以优异的成绩
先后获得“优秀大学生”、“优秀毕业大
学生”等荣誉称号。

“娃儿，你好不容易考上研究生，如
果去当兵，回来后就比别人更晚走向社
会，很不划算哟。”一些亲朋好友这样劝
说。在全国征兵网上填写完资料不久，
昆明理工大学的研究生入学证书的到
来，让黄厚意陷入两难抉择。

父母支持给勇气
对于儿子的犹豫，黄厚意的父母看

在眼里。一天晚饭后，两人来到儿子房
间，父亲意味深长地说:“儿子，你长大
了，只要能实现你的梦想，我都支持。”
他的父母亲文化水平都不高，当晚与孩
子的交流也和往常一样简短。正是这
次简单的交流，增添了黄厚意追寻“当
兵”梦想的勇气，他最终决定保留学籍，
先去部队锻炼。

儿行千里母担忧，马上要从军入
伍，黄厚意的父母显得万般不舍。

“当兵后悔一时，不当兵可能会后悔
一辈子。”听完儿子的话，看着他一脸坚定
的神情，父母点头支持了黄厚意的想法。

脱下学士服，换上迷彩装，在黄厚
意看来，人生最美好的青春应当在军营
绽放，军旅生涯的摔打和磨砺，会让人
生更加精彩。

朝天学子考上研究生却毅然入伍当兵

本报讯(段瑾怡 记者 张敏)还未到
岳海生的家，远远地便听见“喔—喔—
喔”此起彼伏的清脆鸡鸣声，为秋日里
清幽的小山村平添了几分生气。

今年46岁的岳海生，是朝天区沙河
镇秦岭村五组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上有
多病的老父老母，下有两个正在上学的
孩子，全家靠不到10亩的山地和他偶尔
在建筑工地干些零活赖以为生，由于长
期缺劳力、缺资金、缺技术，家里生活捉
襟见肘，十分困难。

怎样才能让岳海生一家顺利地摘
掉穷帽子、过上好日子？

“给钱给物只能解一时之困，发展
产业才是拔掉‘穷根’、稳定脱贫的‘金
钥匙’。”帮扶单位朝天区审计局下派的
驻村工作队和岳海生家的帮扶干部几
经合计，决定帮助岳海生发展前期投入
少、风险小、市场行情稳定、收益高的林
下生态土鸡养殖。

说干就干，2017 年，在驻村工作队
和帮扶干部的帮助下，岳海生贷了 5万
元贴息扶贫小额贷款，并把屋后的一大
片林地全部用篱网围了起来，建起了
1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养殖鸡舍。

林中不见人，只闻鸡鸣声。在岳海
生屋后的林地里，成群结队的土鸡，有
的在追逐、有的在觅食、有的在东张西
望……只见岳海生提了半桶玉米站到

鸡舍旁，娴熟地敲了几下桶壁，伴随着
“嘭嘭嘭”的敲打声，土鸡们迅速地从四
面八方的林中窜出，将他团团围住，等
待投食。

“在自然环境下散养，土鸡不仅能
够自由活动、捕捉虫子和啄食嫩草，还
能增强它们的免疫力，让它们变得更健
康、更美味。”看着这些毛羽油亮、冠顶
鲜红的土鸡，岳海生脸上满是喜悦的笑
容，他介绍，为了保证出栏土鸡的品质，
每天要定时给土鸡加餐，“餐谱”是麸
皮、玉米、豆粕等一些原生态饲料；除此
之外，每一批出栏的土鸡生长期都控制
在5个月以上、斤头5斤左右，口感也更
为筋道香醇。

据了解，今年2月，岳海生投放的第
一批1000只土鸡已相继出栏，一上市就
获得了众多好评。“平均每只能卖 50多
元，除去成本，纯利润在20元左右，它们
是我们家名副其实的‘致富鸡’。”指着一
林子活蹦乱跳的土鸡，岳海生大笑着说。

“朝天区今年要实现脱贫摘帽，我
这个贫困户也要靠自己的双手来脱贫，
不能拖了后腿。”岳海生还介绍，下一批
1000只鸡苗 9月底投放，正好赶上春节
前后上市，预计价格会更好。明年，他
准备利用这部分资金继续扩大养鸡场
规模，力争一年更比一年强，快速走上
幸福的小康之路。

生态“致富鸡”飞进贫困农家

本报讯（苟潇明）“在平时的自查中
有些潜藏的隐患难以发现，经过检查组
的现场专业指导，及时查出了存在的安
全隐患，并立即进行了整改，让我们受
益匪浅！”9月 17日，朝天区烟花爆竹专
营公司负责人李小良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自 7 月开始，朝天区按照
“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原则，组建了
由副区长任组长、相关单位为成员的 7
个检查小组，按照区政府领导分工，在
各自分管领域，开展了为期半年的安全
生产大检查。

检查期间，该区在区政府网站、微
朝天、朝天安全生产等微信公众号上开
设了安全生产专栏，定期推送检查中发

现的问题、处理意见、整改要求等情况，
并公布了安全问题举报电话、邮件地址
等信息，接受广大群众全面监督。

同时，该区安监局设立了安全生产
整改情况巡回检查小组 5个，采取突击
检查、随机抽查、回头看等方式，对隐患
问题整改情况进行专项巡回督查，对未
在规定时间内整改到位的进行全区通
报，并严肃追究责任。

据统计，目前，已检查企事业单位
75家、个体商户103家，发现排查隐患96
处、查处非法违法行为6起、关闭非煤矿
山5家、取缔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店3家；
已整改隐患89处，整治率达92%，对4家
整改不到位的企业进行了全区通报。

多管齐下 朝天区严查安全隐患

今年主汛期期间，朝天区部分地区遭受洪涝等自然灾害。为减少群众损失，
帮助群众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各保险经办机构按照区政府要求，及时开通理赔“绿
色通道”，实现应赔尽赔、快速理赔。截至目前，该区已完成各类农业保险赔付
605.2万元，涉及农户达18792户。图为朝天区平溪乡李家村群众签字领取政策性
农业保险赔付资金。 杨雄 本报记者 张玉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