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UANGYUAN DAILY

中共广元市委机关报 广元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93（代号61-110）

值班编委 徐 凯
广元新闻网网址
WWW.gyxww.cn今日4版星期一2019年4月15日

农历己亥年
三月十一

总第8212期

投稿信箱：gyzw2006@163.com 虚假新闻监督举报电话:3305936 编辑部电话：3305618 广告发行部电话：3307336 编辑：江涛 常力文 版式：吕梅 校对：唐华山

幸福就是天蓝、山青、水绿

本报记者 杨强

在刚刚过去的清明小长假，苍溪县
陵江镇镇水社区粮油种植大户杨亮亮难
得清闲，和家人一起游玩。

杨亮亮的好心情缘于该县在 3月初
召开的首次油菜籽订单会。杨亮亮以保
底 5.2 元/公斤加上 0.2—0.3 元/公斤的二
次返利的价格与商家签订了 500亩油菜
籽订单，让他再也不用为油菜籽的销路
发愁。

这，仅是该县坚持以农业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做大做强农业产
业的一个缩影。

一村一品 告别同质化
苍溪在探索特色农业发展过程中，

在尊重自身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坚持“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发展思路，
让人眼前一亮。

以红心猕猴桃为例，该县在海拔高、
适合高端猕猴桃生长的桥溪乡主打高端
猕猴桃生产；植被保持良好的龙洞乡重
点发展仿野生绿肉猕猴桃；具有传统种
植经验的云峰镇发展富含硒、叶酸等微
量元素适用于特定人群功能型猕猴桃
……这，正是苍溪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实现一个产业“错位”发展，走向成功的

生动实践。
诸多经验乃至教训表明，千篇一律

的产业形态不仅无法彰显自身特色，而
且容易导致产品积压，难以形成竞争力。

苍溪县立足实际，频出高招，在全县
39 个乡镇打造适合各地发展的农业产
业，进一步凸显农业发展特色化思路。
龙洞乡棋盘村的金丝皇菊观光采摘园，
建成投产后将带动周边56户158人增收
致富；黄猫乡三溪口建设的海沃德猕猴
桃产业园，年产鲜果 600余吨；石门乡中
梁村新建230亩集体水产养殖厂，将带动
39户贫困户致富增收……

“实现农业产业特色化必须依托传
统种植养殖经验，因地制宜，立足资源禀
赋，才能见到实效。”该县农业农村局负
责人范毅邦告诉记者。

科技驱动 “助跑”提质增效
近年来，苍溪县荣获省科技进步奖3

项，科技工作被省委表彰为农业科技创
新工作先进集体，科技对农业经济的贡
献率达到75％以上。

正是科技创新驱动，让有限的土地
发挥出了无限的价值。

中科院成都研究所博士生导师吴瑜
的“川育 25”“中科麦 138”新小麦品种试
验、紫薯栽培专家余金龙博士的 4000斤

亩产、绵阳农科院的小麦品比试验……
诸多新品种的选育正是该县为农业插上
科技腾飞翅膀结出的硕果。

近年来，苍溪与北大、川大等27所高
校和科研机构在品种选育、病虫害防治
等方面展开深度合作，县内构建起“县级
科技服务平台+乡镇技术指导站+村级科
技扶贫驿站”三级科技服务体系，建成县
乡村户四级科技扶贫示范体系，带动全
县农户发展“科技型”农业。

截至目前，该县农业实用技术普及
率达到 95%以上，推广新技术新模式新
品种500余项，实现成果转化20亿元。

“产品”变“商品” 企业农户均获益
一直以来，苍溪就是传统农业大县，

具有发展现代商品农业的先天优势。
如何实现农产品和市场的有机衔

接，解决农产品销路问题，最大程度发挥
土地效益？

近年来，苍溪的新型农业主体如雨
后春笋，破土而出，成为改造传统农业、
发展现代商品农业的有力抓手和载体。

苍溪县猕猴桃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是
该县猕猴桃深加工龙头企业。2016年至
今，该企业为做大做强猕猴桃产业，无偿
为贫困户发放树苗 2 万余株、专用肥 20
余吨，开展技能培训 500余人次、电商培
训400余人次。鲜果产量上升后，企业又
收购贫困村、贫困户猕猴桃鲜果 6000余
吨，兑现二次分红40多万元，实现了企业
与农户合作共赢，进一步提高了该县猕
猴桃产品商品化程度和市场占有率。

“对于散户来说，发展猕猴桃产业最
大的问题就是销路问题，猕猴桃鲜果不
易贮藏，我们现在直接把鲜果交到村里
的合作社，再由合作社卖向企业，每斤的
价格比零售要高 2-3元。”歧坪镇骑龙村
村民郑文祥告诉记者。

目前，该县累计发展龙头企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2052家，成为农产品商品化
的有力抓手。仅去年，该县农产品累计
参加国内外各类展示展销会共计 15次，
签订意向性供销协议 8000万元。其中，
猕猴桃、雪梨鲜果和深加工产品刚“出
炉”就被抢购一空。

壮大农业产业 鼓起农民“钱袋子”

4月11日一早，旺苍县纪检
干部来到东河镇红垭村，开展

“暖春访廉”活动。今年 3 月以
来，旺苍县纪委监委开展“纪检
干部清风行，接访化解到家门”
活动，为今年全县脱贫摘帽提供
坚强的纪律和作风保障。目前，
全县151名纪检干部已累计走访
贫困户1500余户，非贫困户2800
余户，召开群众坝坝会300多场，
培训村干部1100余人次，收集群
众诉求 1147 个，发现整改问题
300余个。

本报记者 陈绍海 摄

李恒惠

“有了先行的电力作保障，海螺水泥
不仅实现了环保优于国标，还将成功转
型升级成‘城市净化器’。”4月1日，在朝
天大巴口工业园内，海螺水泥有限公司
负责人鲁修奎指着即将建设的固废处置
项目说，该项目投运后，将日消耗城市废
渣 300 吨，变成优质水泥，既增加效益，
还保护环境。

改成袋除尘 除尘效率达99%
一直以来，提到水泥厂，大家的印象

是浓烟滚滚、灰尘飞扬。然而作为水泥
行业领军企业的广元海螺水泥有限公
司，颠覆了人们的传统印象。

“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
广元海螺水泥公司投产运营以来，共使
用粉煤灰、钢渣等工业废渣460万吨，余
热发电 8.57 亿千瓦时，节约标煤 105 万
吨，减排二氧化碳275万吨，对窑系统实
施低氮分级燃烧和脱硝技术改造，实现
减排氮氧化物 3500吨，上缴利税 8.87亿
元，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显著。

为贯彻落实国家节能减排要求，海
螺水泥扛起“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企
业责任，投资 2000 余万元，将窑头窑尾
电除尘改成袋除尘，新增污水处理器和7
台袋除尘装置。投运后，除尘效率达
99%，粉尘外排标准可达每立方 10毫克
左右，远低于国家排放标准30毫克。

值得一提的是，海螺水泥正在建设
年产 200 万吨的机制砂生产线，建渣或
尾矿都可通过破碎旋混工艺制成人工机
制砂，有效减少河砂开采带来的环境破
坏问题，缓解环保压力。

同时，依托水泥窑协同处置工业固
体废物技术，厂区内正在审批建设 2 条
生产线，年处理20万吨垃圾焚烧发电灰
渣、化工等行业生产的工业废物，以及城
市污泥等国家危废固废名录中的 24 种
废弃物，将城市废物“吃干炸净”，变废为
宝，有效解决工业生活垃圾处理占用大
量土地和二次污染等问题。

电力支撑 助力绿色崛起
“发展绿色循环经济，一刻也离不开

电力的支撑，新增的环保设施和固废、机

制砂项目用电负荷大，对电力的安全可
靠性要求也很高。”海螺水泥副总经理吴
显科说，在这些设备投运前，国网广元供
电公司超前做好电力规划，用最短时间
架设好了专用线路，减少企业后顾之忧。

以前，广元海螺水泥公司由 110 千
伏广铁线供电，该线路还要承担铁路牵
引站、变电站的供电任务，供电安全性和
可靠性得不到保障，停电检修等协调难
度大。3月3日至10日，国网广元供电公
司对海螺水泥的外供线路进行了改造，
从熊家变电站架设 110 千伏专线 2.1 公
里，新组立铁塔 2基，比原计划提前 3天
投用，增加企业产值2000余万元。

为支持海螺水泥绿色循环经济发
展，打赢“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国网
广元供电公司还主动对接，做好直购电
市场化交易服务，每年可为该企业节省
电费支出近千万元，助力海螺水泥在转
型升级中绿色崛起。强力推动绿色循环
经济的高质量发展，为广元建设中国生
态康养旅游名市作出应有的贡献，为“广
元蓝”添砖加瓦。

企业转型升级 环保技改护卫“广元蓝”

聚焦全面小康三大攻坚战·污染防治

新华社记者 杨柳 张辛欣

随着去年四季度以来各项逆周
期调节措施相继落地，当前我国经济
呈现出更多积极迹象。企业开工积
极的同时，紧紧牵住“创新”这个牛鼻
子，为经济发展聚集新动能、增添新
活力。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打造技术创
新团队、增强技术创新能力，构建开
放、协同、高效的共性技术研发平台
成为各行各业不约而同的选择。北
汽氢燃料汽车进入第四阶段研发，进
一步改善环境适应性问题、降成本、
延长电池寿命，令产业化前景可期；
三一重工孵化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树
根互联通过大数据监测，实现对工业
品的运维和管理，提升工业利润；晨
阳水漆推出植物基儿童漆，利用易降
解的可再生植物，让涂装更环保……
这些新技术、新材料、新业态等方面
的突破，给生产方式、产业格局带来
新变迁。

勇于创新、乐于创新、善于创新
的氛围愈发浓厚，还源自一系列政策
落地增强了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信
心。去年以来，政府着力减税降费，
今年更承诺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
不增，企业负担轻了，创新发展后劲
更足；着力缓解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
题，精准有效支持实体经济，让企业
有钱生产、有钱创新；深化“放管服”
改革，着力优化营商环境，让企业集
中精力抓生产、搞创新；厚植“双创”
土壤，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让人人皆
可创新，创新惠及人人。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
新者胜。创新之路不总是一帆风顺，
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出现，坚持创新
引领发展，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社会
创造力，涓涓细流就能汇成大海，筑
牢实体经济根基，“创”见未来。

创新点燃发展新引擎

时评时评新华新华新华

本报讯（记者 唐彪）“5 月 8 到 10
日，我们将首次在复旦大学举行专场推
介会，重点对广元灰鸡、土鸡蛋等原生
态食材进行现场展销和推介……”4 月
13日，周六，向建正在为广元灰鸡即将
进入上海高校进行的展销活动而忙碌。

90后小伙向建家住朝天区汪家乡，
2017 毕业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大
学期间，细心的他发现：上海人为了买
到纯正的土鸡蛋，会大费周折跨省找亲
戚帮忙……毕业后，向建放弃大城市的
高薪工作，回到老家开办养鸡场。他选
择被列入国家地方鸡遗传资源目录、剑
门关土鸡主打品种——广元灰鸡，在山
地散养。

在四川农业大学、朝天区、团市委
等单位的支持下，2018年，向建将 3000
只广元灰鸡卖到了上海。今年向建计

划将包括广元灰鸡在内的 20余种广元
优质农产品推向复旦大学、同济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等20余所高校。

“截至 3 月底，我已经拿下了 4000
只广元灰鸡的销售订单。”向建说，由他
创办的土鸡专合社今年将吸纳 30多户
群众参与其中，带动养殖广元灰鸡 3万
多只。“大学里，我是国家资助政策、创
新创业的受益者，在读期间两次获得国
家励志奖学金，并有结对创业导师进行
指导。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将努力
创业助力家乡脱贫奔康。”

“通过合作社把广元灰鸡卖到上
海，农户每只鸡至少能增加纯收入20元
以上。”向建表示，今后将采用“土鸡专合
社+养殖户”模式，扩大广元灰鸡养殖规模
以及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销售渠
道，努力带动更多父老乡亲增收致富。

90后小伙把广元灰鸡卖到上海

4月13日上午，利州区东坝街道办事处莲花村朱家沟，广元康养示范产业园
工地，正在进行园内公共基础设施及配套项目建设。

广元康养示范产业园占地面积2901亩，由四川金杯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投资
40.37亿元建设，建设内容为广元市中心医院医养结合项目、全龄智慧康养项目
（康养社区）、四川康养职业技术学院项目。力争2023年全部投入使用。

本报记者 刘怀英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欣）4 月 12 日，我
市召开创建第六届全国文明城市生态
环境保护工程和城市市容管理提升工
程分指挥部会议，要求各成员单位要认
清形势，细化举措，形成合力，推动各项
创建指标落地落实。

会议指出，创建工作启动以来，全
市区域生态环境质量和市容环境不断
改善，但也要清醒看到，这种成效还仅
仅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各成员单位要
认清创建形势，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
思想认识“紧”起来，履职尽责“动”起
来，作风纪律“严”起来，全力以赴推动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会议强调，全国文明城市是一项系
统工程，测评内容多、标准高、领域宽、
程序严，各单位必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
题导向，咬定目标不放松，持续用力、久

久为功，细化工作举措，补齐创建短板，
特别是要围绕生态环境保护突出专项
整治，到今年底，力争人均公园绿地面
积达到12平方米以上；围绕城市市容改
善加强精细管理，坚持常态整治、常态
监督、常态推进；围绕问卷调查强化宣
传教育，进一步强化市民文明意识、提
高市民文明素质；各县区要严格落实属
地责任，主动作为，让群众感受到实实
在在的变化，不断提高市民支持率和满
意度，从而推动各项创建指标落地落
实。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完善工作
机制，形成创建合力，上下协调，全民参
与；夯实责任，齐抓共管；倒排工期，挂
图作战；强化考核、动态管理，确保2019
年全市创建工作达标达效。

副市长方万云出席会议。

力争年底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12平方米
合力推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项工作取得实效

新华社西安 4月 14日电（记者
李一博）4月13日，在《黄河大合唱》首
演 80 周年纪念日，由陕西省委宣传
部、延安市委宣传部等单位联合主办
的“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
立 70 周年暨纪念《黄河大合唱》首演
80周年”系列活动在延安鲁迅艺术学
院旧址举行。时隔80年，激荡昂扬的
《黄河大合唱》在鲁艺重新唱响。

由冼星海作曲、光未然作词的
《黄河大合唱》，分为8个乐章，以黄河
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讴歌了中华
民族坚贞不屈、顽强抗争的英雄气
概。1939年在陕北公学礼堂首演，80
年间在海内外中华儿女中传唱不断。

当天，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旧
址，由鲁艺合唱团、宝塔合唱团等近
千人组成的群众合唱队伍与西北民
族大学合唱团、澳大利亚纳维塔黄河
合唱团演员们演唱了《山丹丹开花红
艳艳》《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歌唱祖
国》等经典歌曲。随后，西北民族大
学合唱团、澳大利亚纳维塔黄河合唱
团为现场近千名观众演唱了气势磅
礴的《黄河大合唱》，令现场气氛达到
高潮。

《黄河大合唱》首演 80 周年
纪念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