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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菲菲 李建生

农为邦本，本固邦宁。长期以来，一
代又一代昭化人民胸怀农业强、农民
富、农村美的美好愿景，用智慧和汗水
描绘了一幅幅昭化“三农”事业迅猛发
展的绚丽画卷，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劳
动者之歌。

9月 20日，昭化区农业产业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大比武”暨庆祝首届“农民
丰收节”活动在元坝中学运动场举行，由
全区各乡镇干部、农技人员、种养大户等
组成的29个代表队900余人参加了此次

“大比武”活动。

八仙过海 各显神通
上午 8点 10分左右，“轰轰轰，轰轰

轰……”随着油锯轰鸣，茯苓种植技能比
赛正式开始。比赛现场，参赛队员们一
派紧张忙碌，却又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只 见 这 边 队 员 正 对 一 节 节 长 度 为
60-80cm的木料进行削皮、留胫，另一边

队员则忙着开槽挖窖，紧接着排木、接
种、覆膜、覆土、排水等种植工序一气呵
成。整个操作过程中，参赛队员们齐心
协力、团结合作，动作迅速、操作规范，最
后裁判严格按照评判标准对各项流程操
作情况进行了统计打分。

除了中药材种植技能比赛，“大比
武”现场还设立了猕猴桃嫁接、核桃嫁
接、猪前空静脉采血、土鸡品种鉴定等 7
个单项农业技能比赛项目，大家在各项
比赛中你追我赶、奋勇争先。

“报告裁判，射箭乡已完成核桃嫁
接！”核桃嫁接比赛现场，比赛也异常
激烈。从对叶芽的清洗、消毒到芽穗的
削取、接穗、绑扎，队员们各展技能，
熟练地操作着每一个步骤。在第一轮的
比赛中，射箭乡代表队率先完成所有操
作。

各参赛代表队在畜牧兽医技能竞
赛、果树嫁接技能竞赛、稻鱼综合种养技
能竞赛中上演了一场场精彩地“角逐
战”，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烈比拼，产生了

一批先进集体和个人，充分展示了昭化
区农业产业人才和“剪刀干部”良好的综
合素质和风采形象。

各参赛代表队纷纷表示，将以此次
“大比武”活动为契机，以赛促干，增加农
技本领，为实现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尊才爱才 重农崇农
近年来，昭化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

线，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重点培育特
色果蔬、优质畜禽、高效林业、有机渔业、
休闲农业五大产业集群，全力打造畜禽
水产、果蔬林药两大百亿产业链，全面建
成“两带三片”特色产业示范区。

农业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大比
武”暨庆祝首届“农民丰收节”活动旨在
凝聚爱农支农、振兴乡村的强大力量，为
丰收喝彩，为农民加油，为人才鼓劲，助
推全区农业产业发展再上新台阶。

“这次活动不仅为广大农技员提供
了一个切磋技艺的擂台、展示技能的舞
台，更是对我们基层干部、农技员农业技

能的一次检验，激励着各乡镇干部和农
技员学技术、练技术、用技术，在农业发
展中发挥才干。”昭化区大朝乡林业站站
长秦伟说，回去过后定将此次的所学所
获用于该乡茯苓、前胡、夏枯草等林下经
济产业发展中。

活动当天，该区还为农业产业人才
助力乡村振兴“大比武”活动综合奖获奖
单位、“农业技术能手”获奖代表、“优秀
剪刀干部”获奖代表、“2018年度创新创
业人才”获奖代表进行了颁奖，为东西部
扶贫协作龙泉·昭化产业发展“首席顾
问”颁发了特聘证书，为区乡村振兴人才
服务团授旗。

据了解，为了纵深培养一大批农业
人才，在全区农业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
兴“大比武”暨庆祝首届“农民丰收节”活
动期间，该区还邀请了浙江省相关行业
领域专家教授，集中赴该区相关乡镇、产
业基地开展技术支持、智力服务等活动，
不断加强农业人才队伍建设，促进农业
产业化发展。

产业技术“大比武” 比出本领促发展
——昭化区农业产业人才助力乡村振兴“大比武”活动见闻

王菲菲

“整得好！”“再来一首！”……9月 16
日上午十点，昭化区大朝乡松宁村七组农
户院坝里坐满了当地的老百姓，大家正聚
精会神地观看由川音·昭化文艺小分队带
来的文艺演出。歌曲、舞蹈、演讲等精彩
节目轮番上演，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精彩
处，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叫好声。

虽然天空下着蒙蒙细雨，却阻挡不
了文艺爱好者们送文艺进村的热情。据
悉，“飞入寻常百姓家——川音·昭化文
艺小分队”是由区委宣传部牵头组建，旨
在深入落实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精
神，引导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用高质量的文艺作品鼓舞社
会各界人士的斗志，小分队通过文艺演

出的形式，将党的创新理论、方针政策带
入寻常百姓家。

当天，文艺小分队先后走进大朝乡
松宁村、云台村、牛头村，把以脱贫攻坚
为主题的文艺作品送到群众身边，把区
委区政府的温暖和关爱送到百姓家门
口，为该乡的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凝心聚
力。

演出中，大家津津乐道的《只想跟你
走》、《把小康带回家》、《担当》等脱贫攻
坚组歌是由四川音乐学院老师结合昭化
区脱贫攻坚工作所创作，歌词内容接地
气，演唱者真情流露，春风化雨、润物无
声地将脱贫攻坚故事唱予百姓听，将党
的声音传至千家万户。在脱贫攻坚知识
有奖问答环节，老百姓更是积极参与，踊
跃发言，通过此形式，进一步加深了群众

对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工作的深入了解，
进一步增强了脱贫攻坚中群众的参与
感、干部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为今年该区
脱贫摘帽奠定了坚实基础。

“当年我 29岁，正是血气方刚、冲动
莽撞的时候……”在脱贫攻坚中涌现出
的符建林、郭正富等脱贫示范户通过现
身说法，将自己的人生际遇、生活改变娓
娓道来。《一片深情寄山乡》、《坎坷路上
有彩虹》等节目便是用身边人说身边事，
借身边事感化身边人，在让观众大饱耳
福的同时，起到了感化教育的作用，让当
地干群进一步凝聚思想共识、汇聚精神
力量、激发脱贫奔康内生动力，博得了在
场观众的热烈掌声。

活动当天，来自区委宣传部的驻村
干部、帮扶干部也分别为百姓送上了精

彩节目，与群众打成一片，在提振群众精
气神时拉近来了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在
起伏不断的掌声和叫好声中，将此次文
艺演出推向高潮。

“这种形式的演出确实好，老百姓通
过看节目不知不觉就学习了一些关于脱
贫攻坚、扫黑除恶、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
策、知识。节目里讲述的故事也是真实
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很受启发。”村民仲
成玉坦言，希望今后多开展些此类活动。

据了解，截至目前，川音·昭化文艺
小分队已先后走进柳桥乡柳桥村、分水
岭村，紫云乡金花村等地演出 11场次。
下一步还将深入王家、卫子、明觉等乡镇
的村社进行演出。近日，四川音乐学院
专家也将深入该区基层，为群众奉上文
化盛宴，助推脱贫攻坚。

川音·昭化文艺小分队走进大朝乡

王菲菲

“现在农村建设焕然一新，房屋修
得结实牢固，水泥路通到了家门口
……这么好的条件要是不把环境卫生
搞好，实在说不过去哟！”这是现如
今，昭化全区广大群众形成的共识。

今年以来，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省委十一届三次全
会精神，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助
力“中国生态康养旅游名市、创建中
国最干净城市”建设，昭化区持续开
展“美丽昭化·宜居乡村”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行动，狠抓“清脏、治乱、增
绿”，着力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全区掀
起了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打造美丽乡
村的热潮。

环境整治“大比武”
“比”出幸福新生活

“尤勇家每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
是打扫卫生，室内室外、房前屋后环
境卫生好，建议给予 10 分的道德积
分。”9月 17日上午 9点，昭化区柳桥
乡七组举行的清洁卫生评选活动中，
10余名村民代表齐集一堂，围绕邻里
间谁家卫生环境搞的好，谁家公益事
业参与好等五个方面内容展开评比，
并以评选小组走访调查和村民自评、
互评的结果为依据，按照一星到五星
给予评定，并纳入家庭道德积分。

“自从有了星级评定，家家户户为
了争要‘五颗星’、争当‘星级户’，
现在村里的环境卫生都有了很大改
善。”村民蒲开明说道。

户与户评只是柳桥乡加大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的创新举措之一，此外，
该乡还不定期组织各村各组的村民对
评选出的“好户子”进行参观学习，
使村民们养成讲卫生爱整洁的好习
惯。据了解，截至目前，该乡5个村29
个组房前屋后清杂理乱工作已全部完
成，河道清理完成 90%，同时，景区
治理、清除影响道路交通视线等工作
也正同步进行。

在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
昭化区结合家庭道德积分评定活动，通
过“户比户、社比社、村比村”和自评、互
评、经验交流等方式，找缺点、补短板、
学亮点，让人人讲卫生、村村爱整洁的
理念深入人心。

全民参与
村容村貌换新颜

破旧土坯房摇摇欲坠、狭窄的泥土
路杂草丛生、柴禾垃圾随意堆放，这些
长年遗留在明觉镇的“老大难”现象，近
来正被村里人努力地改变着——拆除
危旧房、硬化入户路、修建统一生产用
房、设立标识标牌、配置清运设备……

随着绿化好的宽阔村道，记者一
路畅通无阻地来到明觉镇五房村王大
鹏老人家里。房前屋后干净整洁，农
具家什摆放整齐，入户路两旁清洁美
观无杂草，让人眼前一亮。

拿着扫把正在清扫落叶的王大鹏
告诉记者，“以前自家房前就一个院
坝，想着反正光秃秃的啥也没有，就
懒得打理。现在全区都在搞环境整
治，我也不能拖后腿，不仅要搞好卫
生环境，我还准备建院坝护栏，到时

候再种些花草植被。”王大鹏的行为不
仅感染了周边邻居，还带动了全村共
建美丽乡村。

“全村对 326户农户环境进行了全
覆盖综合治理，通过规范微田园建
设、清杂离乱等，村容村貌得到很大
改善。”明觉镇党委副书记、镇长蒲卿
介绍，该镇还成立了农村人居环境综
合治理领导小组，通过制定工作标
语、宣传横幅 40余条、广播宣传 30余
次，动员全村干部群众约 4000人次参
与到环境治理中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关系到千家
万户的大事、实事，也是一项难度大、涉
及面广、周期长的工程。我们必须一村
一户抓好，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以
点为基、串点成线、连线成面，使一个个

“盆景”，连成一道道“风景”，形成一片
片“风光”，为美丽昭化增光添彩。”昭化
区相关领导说道。

在脱贫攻坚战中，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之
一，昭化区各乡镇从实际出发，动员
全民参与到环境卫生整治中来，不断
提高环境意识、文明意识和社会公德
意识，切实引导改变群众长期形成的
不良生产和生活习惯，改变农村面
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

目前，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推进
农村厕所革命、整治村容村貌……一
项项整治工作稳中有序地推进着，全
区上下掀起了“美丽昭化·宜居乡村”
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热潮。

建长效机制
打好环境整治持久战

初秋，行走在昭化的乡镇、村
落，干净整洁的街道无乱停乱放，平
整开阔的广场健身设备一应俱全，整
齐划一的水泥路直通村民家门口。“整
治工作人人参与 美好环境家家受益”

“全村参与建设 美丽整洁昭化”等宣
传标语随处可见……干群合力绘就的
美丽多姿的新农村画卷尽展眼前。

乡村喜人变化的背后，是昭化区
大力推进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带来
的成效。

该区立足村情、街貌、民需，按
照“村村有特色、面貌大改变”的思
路，把农村人居环境综合整治和新农
村建设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努力改
变农村“脏乱差”现象，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基础设施，还健全和加强管
理，实现农村可持续发展，齐心协力
打造美丽乡村，为老百姓留住鸟语花
香田园风光，不断增强全区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

为了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持久
战、巩固整治成果，让美丽乡村永久
弥新，昭化区还建立长效机制，不断
加强并规范村庄及农居环境卫生的日
常监管，完善农村环境保护志愿者和
卫生劝导员制度，成立专门的督查
组，采取明察暗访、定期通报、公开
曝光等形式，加大考核检查力度，强
化问题整改。

“对于暗访检查出的问题整改落实
情况，我局定期开展跟踪复查，对再
次发现的问题直接进行曝光，并严格
按照 《城乡环境综合治理考核办法》
实施问责。”昭化区城管分局治理办相
关负责人如是说。

美丽昭化 宜居乡村
——昭化区掀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热潮

本报讯 （黄丽华 记者 吴纹锋）
近日，记者获悉，昭化区以优化营商
环境为切入口，推行“一站式”服
务、“一窗口”受理，疏通中小企业登
记注册“中梗阻”。自去年12月份推行
以来，已完成 187个中小企业的行政
审批。

据了解，该区加强业务工作能力
提升，组织员工分批次参加省、市业
务骨干培训，掌握多证合一、全程电
子化登记等业务工作流程。目前，全
区已组织参加上级培训2次，涉及培训
人员8名，宣传累计5场次。压缩窗口
办理压时限，针对主件齐全，其他条

件和材料有所欠缺的中小企业落户申
请，建立项目容缺预审机制，审批窗
口可先行办理已有手续，待申请人在
规定时间内补齐欠缺材料后，由同一
窗口出具正式审批结果。目前，审批
时限由 20 个工作日压缩至 3 个工作
日。专网申报添便利，推行“互联
网+”政务服务模式，推进全省一体化
政务服务平台建设工作，设立自助服
务区，引导中小企业申请人通过电子
化系统办理工商登记等业务。目前，
已将无前置审批、企业名称核准与设
立登记为同一机关的登记时间由 20日
压缩至3个工作日。

线上线下同发力 行政审批再提速
昭化区疏通中小企业登记注册“中梗阻”

本报讯（王菲菲）为认真落实浙川
两省2018年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安排，
进一步深化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昭化
区两地妇联扶贫协作工作，9月13日，昭
化区首个龙泉·昭化东西部扶贫协作

“归雁工程”示范点在该区张家乡洞坪
村妇女居家灵活就业来料加工点现场
授牌并举行了捐赠仪式。

张家乡地理位置偏远，全乡有 5个
贫困村 410户 1363人，贫困程度极为严
重。为实现脱贫奔康，该乡于今年 8月
启动了来料加工手工穿珠项目，吸引在
家群众或在外务工者回乡创业就业，增
加经济收入。龙泉·昭化东西部扶贫协

作“归雁工程”示范点的成立将以张家
乡为起点，逐步向全区扩展，吸引更多
在外务工女性回到家乡，实现居家灵活
就业创业。

据悉，今年以来，东西部扶贫协作
推动了龙泉与昭化的深度合作，也为两
地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龙泉市妇联带
着对昭化妇女的关心关爱，着力“昭化
所需”，联合启动来料加工“归雁工
程”。昭化区妇联也将牢牢把握东西部
扶贫协作战略机遇，主动加强交流对
接，努力学习先进经验，做大做好“归雁
工程”妇女创业品牌，助力全区高质量
脱贫摘帽。

浙川扶贫协作示范点
在张家乡授牌

在首届“农民丰收节”来临之
际，9 月 20 日，昭化区举行了特色
农产品展销及农业产业发展成果
展。本次活动主要对近年来昭化
区农业产业发展所取得的主要成
果以及该区所产的水果、蔬菜、中
药材、肉制品等特色农产品进行了
集中展销。在展销现场，不仅全区
农业产业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受到
了广大群众的赞叹，品种丰富的农
特产品更是倍受青睐，市民们纷纷
前来品尝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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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模具、粮油、白酒、猕猴桃……
9月20日，“昭化造”产品亮相第十七届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会和第六届四川农业博
览会。

据了解，此次西博会与农博会同期
举办，持续 5天。本届西博会首次以“一
城双展”的模式举行，同时设立在两个地
方展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
展示中心和成都世纪城新会展中心。昭
化区参加西博会和农博会的“昭化造”产
品均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国际展览展
示中心展示。

镜头一：西博会昭化展位 三产融合
产品占主流

“快来看，这个食用油是央企生产
的！”

“猕猴桃酒味道甘甜，喝起来巴适！”
“这个涂料环保不含甲醛，好多钱一

桶？”
……
西博会开幕当天，热闹非凡，前来观

展的群众特别多。西博会广元展馆的昭
化展位上摆满了“昭化造”产品，这些产
品从食品饮料到机械电子，横跨了生活
家居到工业制造，前来了解询问的客人
络绎不绝。

“猕猴桃酒多少钱一瓶？现场买了

携带不方便，可不可以网购？”成都市民
杨燕对昭化区千村舍伊酒业参展的猕猴
桃酒格外感兴趣。

“这些猕猴桃酒是用我们在昭化的种
植基地种出的猕猴桃作原材料酿造的，从
农田、加工到餐桌，实现了三次产业融合
发展，所有流程都是最安全的，请您放心
购买。请扫一扫我们的二维码，就可以直
接在网上下单。”参展企业相关人员说道。

“快看，这里还有白龙系列白酒、武
媚娘系列白酒，我老公喜欢喝白酒，得给
他买一瓶回去尝尝。”杨燕完用手机扫完
二维码，又拉着同伴陪同她看白酒。

一旁的任先生则想通过“昭化造”产
品找寻商机。“我老家是巴中的，一直在
成都发展，这次参加西博会，根本目的是
想投资发展自己的产业。”任先生说道。

据了解，本次西博会昭化区共有7家
企业 37个品种参展。签约 1个项目，签
约资金达40.05亿元。

镜头二：农博会昭化展位 绿色成产
品主色调

开袋即食的魔芋、营养丰富的猕猴
桃、养心安神的茯苓……在农博会广元
展馆内的昭化展位上，这些美味的昭化
特色产品让聚集在展位前的消费者直呼

“安逸、巴适”。
“我在网上看到紫云猕猴桃获得了

国家绿色产品认证，品质好得很。今天

我买了好几盒，价格挺便宜，性价比高。”
60多岁的张桂蓉站在佳成农业的展示台
前，高兴地向记者说道。

“今天农博会开幕后的两三个小时，
我们成交额就有上千元。”佳成农业参展
商介绍，猕猴桃深受市民欢迎，最主要还
是因为品质高、生态。

在成都上大学的广元妹子仲丽君，
专程从学校赶到农博会广元展馆，尝尝
家乡食物的味道。“魔芋很爽口，包装小，
携带很方便，绿色无污染。”仲丽君说，没
想到家乡现在开发的零食还真不少，她
要多买些，带回学校分给同学吃，宣传一

下家乡的农产品。
据了解，昭化区精心组织了6家企业

10余个产品在广元馆展示展销。在展示
主题上，突出对紫云猕猴桃、生态放养士
鸡(蛋)、王家大米、昭化茯苓等农产品进
行全面推介。在产品展销上，注重细化
认证荣誉上墙、产品免费品鉴、“二维码”
营销、线上线下互动等务实举措。共向
本届农博会推荐农业项目 5个、总投资
46.43亿元。其中，昭化区猕猴桃产业发
展项目将在省级平台推介，总投资 16.83
亿元。1个项目还被列为大会签约项目，
签约金额1.35亿元。

“昭化造”农产品走俏博览会
——西博会农博会昭化展位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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