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熊芙蓉

苍溪县五龙镇双树村经过市委组织
部和苍溪县财政局四年的帮扶，于2017
年底脱贫，脱贫后的村民有着怎样生活
和精神面貌？近日，记者走进了双树
村。

9月的双树村天高气爽。在双树现
代农业园的环形公路上行走犹如观光：
脆红李园黄纸（沾虫纸）翻飞，自成一景；
荷田次第垂蓬，鱼戏莲藕；苍松翠柏间，
是安置新区；玉米豆苗处，是崭新民居。
村民们摘南瓜、打核桃、掰玉米，笑靥里
盛满了丰收的喜悦。硬件扶贫成果已经
吸引外地企业投资，如须度民俗；本地村
民返乡创业，如自强农场。

村民 从未有过的爽心日子
磨盘石居民安置点，每家每户都把

自己屋里屋外、房前屋后收拾得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小区后排正在为老百姓修
建生产工具用房。

瓜果滚满地，蔬菜茂绿，却无粪臭。
“不用农家肥”？“全用农家肥”！用上之
后及时用土覆盖就不臭，不会招苍蝇。
在家的村民大多为爷爷奶奶辈，在家带

孙孙。“从来就没有过现在这种爽心的日
子”，忙时在自己家干活，闲时在不远处
的蔬菜大棚里务工，有车子来接去送，像
当年大集体生产一样，又在一起谈笑风
生，热闹，开心。每天60元，不多，足以维
持生活。每晚都要去村委会跳舞。

在记者看来，他们最为爽心的是有
着城市的居住设施，享受着城里人享受
不到的自然环境。

一位坐着轮椅的中年男子在每家农
户之间行走自如，上坡下坎只需按一下
椅臂按钮，小区的残疾人无障碍设施一
应俱全，轮椅也换成了升级版。他就是
双树村曾经的贫困户程德光，几年前在
外打工从建筑工地高空坠落，高位截瘫
丧失劳动能力。我跟着他来到了他家。
像其他村民一样，他家的两层小洋楼一
尘不染，宽敞明亮，居家设施齐全崭新。

“快请坐请坐”，女主人何连贤正在
新家的厨房里忙乎，听见有客人来热情
地招呼。锅碗瓢盆在她的手里上下翻
飞。不一会，一桌丰盛的菜品摆上了桌。

“忙了一下午吧？”“没有，烧天然气，
快得很”。

男主人程德光娴熟的转动轮椅，招
呼客人，在厨房和客厅周旋，从双门冰箱

取出啤酒饮料，斟满酒，说要与几位帮扶
干部喝一杯感恩酒。

记者惊异于女主人宛若常态的可掬
笑容。她说：“你没见过我哭”。有人打
断了我的问话，意思是不要在高兴的场
合提伤心往事，第一书记随即掏出一份
材料让我回去慢慢看，我瞟了一眼标题：

“笑对苦难 弱女子顶起一片天”。
推杯换盏中我终于得知女主人曾经

在烂泥路上拖拽老公的辛酸，第一书记
在烂泥路上为她家背运农产品上车的情
形；终于明白安排在他们家吃饭的深
意。晚饭后，女主人送客加入村民广场
舞行列。几位干部也被现场气氛感染，
与老乡一起扭动起来。

71岁的李德忠老人是村舞蹈队的发
起者、组织者和编导。他说广场舞是老
乡们在手机上自学。信号基站建起后，
双树村可与全世界对话。

村舞蹈队已会唱民歌、扭秧歌、打钱
棍，老百姓的红白喜事被邀请前去助
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节目。老人说还
差大鼓、电子琴、二丈一尺红绸。

“买吧，村上给报账”，第一书记当即
表态。

村民的需求升级了：转向了精神和

文化。

干部 培养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在双树村道路交叉口，项目所在地，

总能看到“我是第一书记”、“我是驻村工
作队员”“我是驻村农技员”的照片、姓
名、电话公示牌。

记者以双树村村民身份拨通了每一
位的电话，他们对咨询的问题都给以耐
心细致的解答。双树村已经脱贫，但第
一书记、市县镇三级驻村干部、队员却未
撤离，仍坚守岗位。从记者问及的相关
问题中得知，他们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进
一步提升和巩固脱贫攻坚成效，政策不
变、力度不减。并实行奖励奖补。对已
脱贫的贫困户，继续支持享受扶贫相关
政策，避免出现边脱贫边返贫现象。

市委组织部驻村工作队员李佳均、
苍溪县财政局第一书记梁栋两位年轻人
说，扶贫干部总有一天要撤，扶贫资金也
不可能年年都有，增强村民内生动力才
是关键。目前他们正着力于巩固“大园
区+小庭院”“企业+大户+农户”的可持续
发展模式；培养基层党员干部、精准示范
项目带头人，着手为村上建立一支带不
走的队伍，提升自身造血能力。

双树村村民：从未有过的爽心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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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扶贫羊的‘等靠要’思想迟迟卸不
掉；发展产业没几天就失去信心，只等扶贫
干部服务上门……如果这些精神上的毛病
治不好，啥样的扶贫好法子也难奏效。”今年
9月中旬，在偶然的一次采访中，青川县黄坪
乡群丰村党支部书记雍修平言语间透露出
一丝无奈与担忧，“其实精神贫困比物质贫
困更难治。”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近年来，
针对部分贫困群众在脱贫道路上出现的认
识上的偏差和陷入的“怪圈”，青川县坚持大
扶贫格局，注重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
围绕“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目标，坚持

“一建二树三增强”工作思路，紧盯脱贫攻坚
中“等靠要”“脏乱差”等突出问题,采用“中医
疗法”对症下药、靶向施策，破解农村“精神
贫困”难题，着力扶志扶智扶德，着重打通群
众脱贫致富的“任督二脉”，激发脱贫致富内
生动力，助力脱贫攻坚。

“脱贫致富不能等靠要，人只要勤劳，日
子再艰难也会熬出头，更何况现在党和政府
的政策这么好，我们自己也要争口气，靠勤
劳的双手把日子越过越好！”近日，在青川县
木鱼镇曙光社区 4组，正在庄稼地里收割花
生的赵玉权谈及自己的脱贫之路发出如此
感慨。

建立“道德积分”机制，激发群众
内生动力

青川县是典型的山区贫困县。2014年，全
县精准识别贫困村 79 个，贫困户 10323 户
31673人。近年来，该县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
最大的政治任务、最大的民生工程和最大的发
展机遇，施精准之策、下绣花之功，现已累计退
出贫困村49个，减贫7191户22364人，贫困发
生率降至4.29%。

曾几何时，有部分干部以为，舍得钱和
物，扶贫没难度。然而，随着精准脱贫攻坚
战的深化，贫困群众脱贫内在动力不足问题
愈发突出，甚至有的陷入了“坐等服务”的怪
圈不能自拔。这一问题不及时解决，不仅影
响脱贫攻坚进程，而且还会助长社会不良风
气，帮扶效果就很难实现可持续。

近日，记者来到青川县大坝乡大坝村已
脱贫的群众钟国斌家，家门口墙上悬挂的“五

好文明家庭”道德积分评比卡格外显眼，卡片栏上已对前几个季度的遵纪守法、
团结和睦、文明风尚、创业致富等几个栏目标记划“√”。钟国斌告诉记者，如今
在村里的群众都把道德积分评比当做一个家庭的“门面”，道德积分的推广让村
里的懒汉穷汉少了，大家在脱贫致富、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路子上你追我
赶，劲头十足。

通过道德积分激励机制来破除群众“等靠要”思想，是青川县实施“精神扶
贫”的一大亮点，是打通群众脱贫“任督二脉”的第一步。

青川在全县农村推行以“五个好”引领、“五颗星”量化、“10%”集体经济激励为
主要内容的农村道德积分激励机制，将农村群众生产生活、行为习惯，按照“遵纪守
法好、环境卫生好、家和邻亲好、勤劳致富好、道德风尚好”进行评比量化积分，让村
民参与道德建设，有镜子可照，有尺子可量，将抽象的家庭道德规范转变成具体、客
观、量化的评价标准，激发村民自立自强、崇德向上的脱贫内生动力。

如何推进道德积分激励机制建设？积分采取何种方法进行评比，既能公平
公正还能让群众信服？青川县精神文明办相关负责人给出答案。

据介绍，在“五星”考核评定量化家庭道德积分方面，该县坚持把星级评定和
道德积分有机统一，引导农民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提高。在星级评定
中，紧密结合“五好五星文明户”创建标准，充分发挥群众主体作用，在农户自评
和联户推荐的基础上，由乡镇、村组干部，党员和群众代表组成测评小组进行检
查评比。星级评定每季度开展一次，按照“1好1星、多好多星、5好5星”的办法评
星、授星，再按照“1星1分”的方式折合成家庭道德积分，分季度为每个家庭建立
道德积分台账，年度积分汇总作为评优奖励的主要依据。通过星级评定和积分
量化，将软实力变为硬指标，既让群众增强“养成好习惯、形成好风气”的自觉性
和主动性，又让群众增添“好人好报、德者有得”的荣誉感和获得感。（紧转A4版）

﹃
精
神
扶
贫
﹄
的
青
川
实
践

—
—
青
川
县
开
展
﹃1 2 3

﹄
精
神
扶
贫
行
动
综
述

本
报
记
者

刘
保
刚

江
琪

苟志 本报记者 徐凯 刘慷

“每天上下班我都路过东河，自从当
了河长，感觉就是不一样：现在每次路过
这条河，总是带着责任多看几眼，看看有
没有问题！”近日，2018年任苍溪县元坝
镇镇长，并担任辖区内东河辖区段河长
的付荣说。

像付荣这样的乡镇级河长，苍溪共
有 78名，覆盖全县所有 39个乡镇，他们
呵护着 27条流域面积 50平方公里以上
的河流。

“河长上岗，挖淤泥、清河道、防止乱
排乱倒，水质变样，家乡的江河水变清
了！”江河沿岸的村民感叹。

河长+警长 共护一江清水向东流
8月 18日上午 10点，苍溪县高坡镇

党委书记梁皓给镇派出所所长何汶瑾打
去了电话。两人一组，“河长+警长”出马
的每周例行巡河开始。

高坡镇共有4条河流经过，流经镇里
26个行政村、社区，存在着污水直排、水
葫芦漂浮等老问题。

清理上游冲来的水葫芦和漂浮的白
色垃圾，是严家村河道保洁员赵培富每
天都要做的工作。

“隔几天就有警车开进村，大喇叭也
宣传教育，河里垃圾这几个月少了不
少。”赵培富看到了河水的改变，“水变清
了，村里人也晓得不能再往河里乱倒垃
圾了。”

从以往侧重治安工作，到如今河道
警长担子的加重，何汶瑾感触很深：“警
车常在河边转悠，民警时常进村宣传环
保，警灯、警车常见，自然形成了对涉河
违法行为的强大震慑。”

在推进河长制工作中，苍溪创新推
出“河长+警长”机制，县、乡、村逐级实现
河长与警长的一比一选配，形成了严厉
打击涉河（湖）等违法行为和强化环保宣
讲教育的合力。

“通过公安机关加强执法检查，强化
与水利、环保等职能部门的协作配合，完
善执法联动、办案协调等机制，实现依法
管水、治水。”苍溪县水务局局长王晓东
介绍，河道警长主要协助河长，打击涉
河、涉水等破坏生态环境犯罪行为，为截
污治污、水域管理、清障拆违等河道治理
工作提供执法保障。

强化基层巡查 延伸河长制“神经末梢”
7月 12日，苍溪县遭遇 80年一遇洪

灾。上午 10点，亭子镇清河村的基层巡
查员张家春发现险情：从嘉陵江上游漂
来 10 个不明漂浮桶，如不处理后果难
料。他立即上报，不到两个小时，相关专
业部门赶到现场处置完毕，避免了一起
化学水污染事件。

河流治理，“问题在水里，根源在岸
上”。

自去年起，苍溪创新建立河道基层
巡查员制度，由河道所在乡、村两级按照
就近原则，选聘责任心强、熟悉河道情况

的人员做基层巡查员，签订聘用合同和
管理责任书。每人负责河道岸线3—5公
里，每天至少巡查一次，每月至少一次向
乡、村两级河长汇报巡查情况。

“河道基层巡查员相当于河长制的
神经末梢，可将河长制在基层切实得到
贯彻落实。”王晓东说，河道治理，只靠一
个人或是几个人是治不好的。河长再有
本事，也不可能一天 24小时盯着。在苍
溪，民间治水力量占了近一半。热心的
老百姓被聘为民间河长，环保人士和媒
体记者成了河道观察员，还有每天在水
上作业的河道保洁员，成了治水的最佳

“哨兵”。
据了解，该县27条河流28名河（段）

长均由县领导担任，均设有“四员一长”
的联络员、管理员、巡逻员、保洁员和警
长。在13个主要河流的重要区域设置远
程在线监测点，采取“人联+技防”的常态
化联动体系，部分乡镇也在重点地段安
装了在线监控设备。

今年以来，该县共排查排污单位200
余家，责令停产企业6家，关闭2家，责令
限期改正或限期治理企业 18家，移送司
法机关1起。此外，该县还为县河长办增
加了4名固定编制，每年专项拨出300余
万专项经费。

河流跨界区域治理不是“三不管”
河流跨界区域往往因管辖权的模糊

不清成为“三不管”地带，也成了治水的
一个薄弱环节，尤其市际间的河道因为

涉及两市(县)管辖，难度更大。
嘉陵江流经苍溪县和南充市阆中

市，因而两地交界处的嘉陵江段一度成
了三不管地带，尤其是存在跨界采砂现
象较为严重。

对此，苍溪县水务局河长制办公室
主任文东深有感触，“由于河道管辖一般
以河心为界，因而有的采砂船经常就像
捉迷藏，我们执法船只来了，他们就跑到
阆中界内，反之亦然。”

2017年，苍溪县和阆中市建立了联
席会制度，率先提出在嘉陵江段设立

“联合执法”和“跨界执法”的建议，
对非法越界采砂采取联合执法，巡河时
深入对方地域一公里，发现问题双方及
时解决。

要护好别人的水域，责任比较艰
巨。”苍溪县水务局副局长刘书华说，令
他高兴的是，在两地的共同管理下，嘉陵
江已经越来越规范，两地间的联系也越
来越紧密。

他们还开展“三无”船舶专项整治，
全县共清理“三无”船舶 471艘。查处河
道非法采砂案件15起，对全县25处砂石
加工场全面进行了环保达标整改，达标
率100%。同时，投入5000多万元新修和
整治了防洪河堤。

行走在苍溪大地上，该县从“见河
长”到“见行动、见成效”，把河长制向“河
常治”推向深入，随处可见水清岸绿的生
态环境。

苍溪

“河长制”重在“河常治”

牢记总书记重托 奋力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深入学习贯彻市委七届七次全会精神

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动妹”
邀请旅客在动车组列车上，品月饼
话习俗，开展主题互动活动。图为9
月 22 日，在动车组列车上，“动妹”
正在邀请旅客品尝月饼。

龚萱 本报记者 刘怀英 摄

中中我们的节日· 秋秋

9月20至24日，第六届四川农业博
览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行。苍
溪红心猕猴桃、苍溪雪梨等6类18个品
种在展会上亮相。

“苍溪红心猕猴桃果实美，口感好，
风味浓甜可口，营养价值高。”来自阿
里巴巴国际站的客商李灵说，“我专程
过来为公司选取一些适合做出口的高
端产品销往全球，苍溪红心猕猴桃是一
个不错的选择。”

在苍溪红心猕猴桃展台，前来品尝
购买鲜果的市民和客商络绎不绝，不少
客商品尝苍溪红心猕猴桃后，赞不绝口。

苍溪雪梨是苍溪县农特老品牌，清
脆汁多独特的口感，获得参展客商点
赞。现场展示的3.7斤“雪梨王”更是吸
引了不少客商“眼球”。

“这个广元苍溪雪梨，口感很好，入
口化渣，而且水分比较多，这也是我第
首次见到这么大的梨，有特色、有味道、
有品质。”前来观展的浙江游客彭巧莉
一边品尝着雪梨一边说。

“这次会展，我们带来了差不多3吨
产品，短短两天时间，就销出了 2 吨
多。”苍溪红猕王绿色果专业合作社负
责人张强按奈不住高兴的心情说，“展
会给我们合作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交
流平台。”

展会上，苍溪农特产品深受客商喜
爱，在广元推荐的4个农业重点项目中，
苍溪县的中药材百亿产业融合项目编
印在全省招商手册中，并在省级平台推
介。

本报记者 杨雨昆 摄

尊崇宪法 学习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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