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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友军 本报记者 安元琴

“我们不仅自己栽植建园，还发动老
百姓栽植。只有大家都发展，才能形成

‘一村一品’的特色和规模，这样才能真
正脱贫致富、共同奔康！”年仅 36岁的小
伙子牛陈一开口，不由得让人刮目相
看。没想到，年轻的他竟有如此的深谋
远虑！

告别城市 回归土地
2003年，牛陈高中毕业，跟随同乡到

成都打工，进了一家电子厂，做些手工
活，工资只有几百元，除去房租和生活开
支后，所剩无几，逢节假日有时连回家的
路费都没有。

2004年，牛陈觉得这样打工实在没
有意义，便辞职回乡，在县城龙王沟做起
了副食品经营。此后，牛陈先后做过副
食和调味品批发、理疗产品经营，积累了
一定的经验。

2015年 7月，村上召开产业发展脱
贫攻坚会，通报县里拨付的涉农资金使
用情况，学习县里为促进返乡创业出台
的“六个一”工作机制，并号召大家集思

广益发展产业。
作为老党员，牛陈的父亲牛光金也

参加了此次会议。在回村的路上，牛光
金看见大片大片的好田好地竟然杂草丛
生、荒败不堪，连叹可惜。“何不把平整向
阳的荒地开垦出来，发展能带动大家都
愿意并能够发展的产业？”回到家，牛光
金把这一想法提出，全家人一拍即合。

“我妻子是重庆人，重庆江津的花椒很有
名气”，牛陈心里有了自己的想法。

开荒种苗 发展产业
2015年 8月，牛陈和父亲到重庆、绵

阳等地进行了深入考察学习，请专家前来
八庙镇涧溪村对土壤、气温等作了鉴定，
确定了种植花椒的路子。当年 9月，牛陈
和父亲回到老家，向村、镇两级表达了流
转土地发展产业的愿望，得到了当地的大
力支持。当年10月，牛陈与涧溪村群众达
成协议，流转了300多亩闲置的土地。

一切准备就绪，牛陈请来工程机械，
每天用工30多个，历时5个多月，终于在
2016年4月完成土地开垦。5月初，牛陈
和父亲从重庆江津引进良种九叶青花椒
苗3万多株，请当地群众打窝栽植青花椒

苗 200余亩。剩下的 100余亩于 2017年
4月份完成栽植。

据牛陈介绍，青花椒种植产业前景
很好，每亩产值在 1万元左右，前 3年属
于生长期，只有投入没有收入，待第 4年
青花椒才能进入高产期，产生可观的收
入。“我计划进一步扩大投入，力争建成
500亩的青花椒种植基地。”

致富一方 脱贫奔康
早在牛陈的花椒园垦荒时，有外地

老板前来商讨承包工程，但工地做工的
人和作业机械也是老板从外地带来。

“这样做，自己虽然省时省力，但对
当地老百姓却没有一分钱的好处。”牛陈
考虑到，村里在家的只有 200多人，大多
是老弱病残，有劳动力的不足100人。与
其把钱给外地人赚，不如自己请当地老
百姓赚，让他们也有点收入，这样对自己
的事业也有利。

牛陈婉拒了这位外地老板的合作邀
请，选择了吸纳当地群众务工。“这个月，
我已经挣了 3000多元了，锄草、用药、修
枝、施肥，活多着呢！”在园区打工的贫困
户牛文明介绍，由于工作时间的长短、技

术难度不同，在园区务工的群众每天的
工钱在 50—150元之间，“每个月怎么也
要做 20天工吧，工资少的有 1000元，多
的有3000多的呢！”

2016年 6月，牛陈注册建立苍溪县
志友青花椒专业合作社，遵循“以点带
面，逐步发展”的理念，带领当地群众种
植青花椒增收致富。目前，已发展社员
50多户，其中贫困户20户。

“牛老板不仅懂技术，还真心帮助大
家！”贫困户牛兴卓说，“他还给村里每家
每户免费赠送了3至5株青花椒苗，共计
2000多株，让大家试种。”接过牛兴卓的
话，牛陈接着说：“这样可先让群众初步
了解青花椒的习性，积累种植经验，为我
们今后采取‘基地+农户’的经营模式，帮
助引导老百姓 1户发展 1亩，实现‘一村
一品’规模发展打下基础。”

由于牛光金和牛陈父子的带动作用，
村里先后有数十户人家加入了青花椒种
植的“大军”。如今的涧溪村，家家户户门
前都有青花椒树，这青花椒种植，已经成
了村里的支柱产业，牛陈父子的青花椒
园，也被确定为党员精准扶贫示范项目，
牛光金还被评为市、县优秀共产党员。

誓把致富苗栽进千万家
——记八庙镇涧溪村返乡创业带头人牛陈

本报讯（邓玉满 白刚）日前，苍溪
县职业高级中学学生李坪被共青团四
川省委表彰，获 2018年度四川省“最美
中职生”称号。她也是我市唯一获此殊
荣的中职生。

自入校以来，李坪学习刻苦努力，生
活简朴，工作认真负责，乐于帮助他人，

先后获得军训优秀学员、歌咏比赛优秀
指挥奖、学校优秀学生干部、校园之星、
县级优秀学生干部等荣誉。前年，她在
全省第四届《中国梦·职教情》演讲比赛
中荣获省级一等奖；去年 4月，又荣获全
市《邮储银行杯》大中专学生《税法进校
园 知识圆梦想》演讲比赛三等奖。

全市唯一“最美中职生”花落苍溪职中

本报讯(刘紫艳 佘波)日前，苍溪县
纪委监委派出元坝片区纪检监察组和
苍溪县监察委员会派驻元坝镇监察室
正式挂牌，标志着苍溪基层监察干部开
始履职，也彰显出苍溪基层监督“探头”
和合力进一步发挥。

派出元坝片区纪检监察组，负责对所
辖 4个乡镇纪委和监察室纪检监察工作
进行监督、指导、统筹、协调，督促片区所
辖乡镇党委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初核反映片区所辖乡镇领导班子和县管
干部的问题线索、参与调查片区所辖乡镇
领导班子及县管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派
驻元坝镇纪检监察室与该镇纪委合署办
公，对公职人员涉嫌职务违法行为进行调
查，可以直接作出政务轻处分决定。

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切实向基层
延伸？

苍溪扎实开展镇纪检监察组织规

范化建设，在达到组织机构专业化、办
公设施标准化、监督执纪程序化、权力
运行透明化、考核奖惩制度化的标准
后，将分8个片区建立派出纪检监察组，
在 39个乡镇挂牌成立派驻监察室，在
803个村社配备监察工作信息员。

“向片区派出纪检监察组，向乡镇
派出监察室，既强化了派的权威，又发
挥了驻的优势，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
公职人员的监察全覆盖，攥指成拳形成
监督合力。”苍溪县委常委、县纪委书
记、县监委主任王永说，下一步，苍溪将
突出目标引领、问题导向，不断建立健
全县监委对派出纪检监察组和派驻监
察室的业务指导、综合协调和管理监督
等工作制度，划出履职“跑道”，规范履
职行为，构建县、片、乡、村“四位一体”
的监察体系，着力打通全面从严治党向
基层延伸的“最后一公里”。

苍溪构建“四位一体”监察体系

本报讯（范永权）日前，苍溪县召开
专题会议，对统一战线人士进行了廉洁
教育专题辅导。统一战线各界人士代
表80余人参加了辅导学习。

本次辅导通过系统的理论阐释、生
动的案例分析，从正确认识当前反腐败
斗争形势、正确认识纪检监察体制改
革、正确认识当前党外干部的政治身
份、正确认识遵纪守法与履职担当等四
个方面，对统一战线各界人士进行了廉

政教育专题辅导。
参训人员纷纷表示，这次廉政教育

专题辅导让他们受益匪浅，在今后的工
作中一定要旗帜鲜明讲政治，始终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决做到“四个服
从”“两个维护”,积极争做守纪律讲规矩
的模范践行者，围绕争创一流，自觉抬
高标杆，主动履职担责，努力实现本职
工作和自身建设质量“双提升”。

苍溪开展统一战线廉洁教育专题辅导

本报讯（赵仙荣 李明东）“通过派
出纪检监察组来牵头，协调片区内 4名
乡镇纪委干部一起办理信访，信访办理
的公信力明显增强了，老百姓的满意度
也极大提升了，这种办法还真管用。”日
前，苍溪县白驿镇纪委书记韩顺军在该
镇檬垭村信访办结交卷时感慨地对县
纪委信访室负责人说。

据悉，该县纪委监委派出元坝片区
纪检监察组主动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的
新形势，针对所联系片区纪检监察信访
历年居高不下、每年重复信访比重大、
仅靠所在乡镇纪委力量难于化解的实
际，主动作为，充分发挥片区内统筹协
调的职能作用，制定了《苍溪县元坝片

区纪检监察信访联合办理实施办法》。
该《实施办法》明确了启动联合办

理信访机制的五种情形：分别为重复信
访 3次以上的、反映问题多且工作量大
的、群众反映特别强烈的、调查处理阻
力非常大的、所在乡镇纪检监察干部需
要回避的信访举报。

自2018年以来，该派出纪检监察组
及所联系乡镇纪委共受理信访举报 57
件，其中启动联合办理信访 11件，给予
党纪政纪处分3人，诫勉谈话2人，重复
信访比上年同期下降 40%。通过积极
探索实践，该片区纪检监察信访联合办
理机制运行取得的成效正日益彰显。

苍溪县纪委监委派出元坝片区纪检监察组

建立纪检监察信访联合办理机制

本报记者 刘鸿博

近年来，苍溪县以满足基层群众文
化需求为出发点，积极探索公共文化服
务均等化标准化建设的有效路径，全力
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取得了良好成效。

完善服务网络
“自从工作人员上门给我们装了有

线电视，一家人每天晚饭后都会围在一
起看会儿电视。”东青镇东红村村民陈崇
厚告诉记者。

近年来，苍溪县围绕“四好”目标，重
点推进贫困村、边远山村广播电视“村村
响”“户户通”工程建设和农村广播数字
化改造工程。截至目前，有线电视光纤
网络覆盖全县所有乡镇，村（社）覆盖率
达 98.6%，全县有线电视总用户 13.5万
户，入户率70%以上。

“上高中的时候我周末都去县图书馆
看书，回老家之后因为路太远，就很少借书
了。现在每个村都有了农家书屋，藏书上
千本，看书很方便。”白鹤乡柏荫村的小伙

董淼刚上大一，喜欢阅读的他，假期每天都要
在村里的文化活动室看书。他介绍，在文化
活动室下棋、练书法的村民每天也有不少。

据了解，苍溪已建成国家一级图书
馆、文化馆各 1个，建成乡镇综合文化站
39个、村级文化活动室 719个，农家书屋
和社区书屋 802个，高标准建成“幸福美
丽新村（社区）”文化院坝90个，建成广元
市小康文化村73个。

“我们按照‘以点扩面、以线带片’的
原则布局全县的公共文化服务网点，构
建出县城‘15分钟文化圈’和农村‘十里
文化圈’，主要是为了全县居民能就近获
取自己所需的文化知识。”该县文广新局
相关工作负责人告诉记者。

推进服务方式转变
“在送文化下乡的过程中，我们把有

文艺特长、爱好的群众请上舞台，动员和
支持他们参与音乐、舞蹈、书画等各项活
动，激发群众的艺术潜能，支持帮助他们
创作反映当地风土人情的文艺作品，比
如为张王灯戏班收集整理曲牌，为石门

乡马全模的笋壳画提供创作建议等等。”
该县文化馆美术干部王廷兵介绍。

“注意脚步，一二三四……”在陵江
镇红旗桥村村委会院子里，文化馆舞蹈
老师正在教村里的学员们跳广场舞。教
学现场，学员们热情高涨，在舞蹈老师的
指导下，大家随着音乐的节拍，一起扭扭
腰、踢踢腿，跳起了还不太熟练的舞步。
这样的情景在苍溪的每个乡镇都能看
到，通过农家书屋、百姓大讲堂、文化共
享工程等方式，该县文化部门定期组织
文化艺术专业人员以中心场镇为教学
点，开展乡镇、村（社区）文化辅导员、文
艺骨干等现场教学和业务辅导。

挖掘本土文化潜力
“我就村头一愚公，人老人勤思想

红，从来人穷志不穷，浩然正气贯长虹。”
去年以来，苍溪县充分发动全县上百名
民间作家、文艺骨干、驻村工作队员，以
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以脱贫奔康、乡
村振兴、村规民约等内容为主的文艺作
品传播到全县每个村组。

漓江高跷作为该县漓江镇特有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经过文化部门的挖掘
打磨和精心编排之后，作为市级非遗项
目参加了今年全省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
展演，这是苍溪充分挖掘本土文化潜力
收获的又一硕果。

漓江高跷、云峰锣鼓、永宁火龙、石
门山歌，苍溪县持续挖掘本土文化资源，
加强特色文化品牌的保护和传承，使唤
马剪纸享誉川北、歧坪手工丝毯畅销欧
美。该县还通过举办“梨乡过年七天乐”
和民间文艺展演等活动，为民俗文化、地
域特色文化及其传承者搭建展示平台，
让群众既能感受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
又能积极参与并乐在其中。

“群众的文化需要在哪里，我们的文化
服务就在哪里。”据悉，苍溪每年举办“百姓
大舞台·文艺身边行”等文艺演出活动 100
场以上，还开展了“百姓舞台车”活动，深入
偏远山区、重点工程移民安置点，围绕脱贫
攻坚、拆迁安置等工作，将相关政策法规、
发展规划等融入艺术、搬上舞台，润物无声
地引导群众为脱贫奔康加油鼓劲。

着眼群众需求 推进文化振兴
——苍溪县开展文化扶贫工作综述

近年来，苍溪投入超过 1 亿元
资金，用于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建
设和培训运用，还积极引入国家数
字图书馆、东北师大学科备课工具
资源，并与多所名校合作，开通空中
课堂，实现优质资源本土化。此外，
该县探索出的“外引内联构建互联
网+学区深度联盟”的教育信息化
模式，成为全省首批教育信息化工
作试点县。下一步，苍溪将继续推
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实现
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
转变。图为永宁镇中心小学校的学
生在信息化课堂学习。

本报记者 刘鸿博 摄

近日，陵江二
幼组织开展全园教
师赛课、赵会琼名
师工作室骨干教师
示范课、同课异构、
技能练兵等活动，
旨在提升教师专业
素质，提高保教质
量。图为赵会琼名
师工作室骨干教师
示范课展示现场。

任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