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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三金”土地项目建设，需征收广元市利州区东坝街道莲花池社区一组

赵家河沟部分集体土地，需对征地范围内的坟墓进行搬迁。请各坟墓相关权

利人相互转告，并于 2019年 7月 26日前到莲花池社区协商处理搬迁补偿事

宜，逾期未联系的，由市征拆办和东坝街道登记摄像固证后统一搬迁。

联系电话：15883528798 13808129225
广元市土地房屋征收拆迁办公室

2019年7月18日

迁坟公告

本报讯（记者 王梓菡）从广元港出
发的1000吨重晶石矿粉继5日抵达重庆
果园港后，经过近十一天的航程，于17
日上午 11 时，顺利抵达此行的第二站
——江苏省太仓港，他们在这里再次

“换乘”，登上海船继续“通江达海之
旅”。

“我们是从6号下午5点从果园港出
发，这次长江段运输采用了快班班轮，加
上两次过闸都很顺利，因此这趟只花了
接近11天。”据民生物流有限公司部门经

理邓波介绍，货物在抵达果园港后，被分
装至20英寸的33个集装箱内，转运至航
旭 6037 号出发，经过约 2300 公里的运
输，“观赏”了宜昌、武汉、南京等城市，

“体验”了葛洲坝、三峡大坝船闸后，顺利
抵达太仓港。

“我们选择太仓港作为中转港，主要
是为了让江船和海船可以在同一个码头
完成对接。”邓波告诉记者，下一段航程
中海船新其盛 69号停靠点是这里，因此
为了方便货物转运，就将航旭 6037号停

靠点设置在太仓港。据了解，太仓港地
处长江和沿海开放交汇处，具有通江达
海的区位优势，历史上曾是明代著名航
海家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

“20号下午5:26分船离开太仓港，预
计在22日晚上货物就能抵达营口港。”邓
波告诉记者，太仓港距离长江入海口引

航锚地仅68海里，再经东海、渤海就直达
目的地营口港——辽东湾经济区核心港
口。货物抵达营口港后，他们将委托拖
车公司，直接为货主配送货物。“拖车公
司将带着我们的指令，到码头提箱，码头
放行后，就能把货物配送到货主手上
了。”邓波说。

广元港，曾经百舸争流；果园港，我国最大的内河水、铁、公联运枢纽港；太仓港，郑和
七下西洋的起锚地；营口港，辽东湾经济区核心港口

首航千吨货物今日将完成江海之旅

千里嘉陵第一港通航记系列报道之七

日前，赵家坝煤矿机关
管理人员正在对主排水泵电
机进行防爆检查。

7 月以来，广旺集团公
司赵家坝煤矿面对持续时间
长、降水量大的强降雨天气，
加强+340、+115两个水平主
排水系统的检查和维护力
度。该矿健全了主排水系统
的管理制度，建立应急响应
机制，层层落实管理责任，分
别为每台主排水设备确立了
维护人员，加强了主排水泵、
排水管路、供电系统的管理
力度。

姚荣华 摄

本报讯（王奇章 记者 王梓菡）
受连日强降雨天气影响，昭化区道路
受损严重。区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公
路防汛应急预案，抢通保畅。截至7月
19日上午 11点，昭化区养护段累计投
入抢险人员 100 余人次，机械设备 10
余台次，累计清除垮方600余立方米。

连日强降雨导致昭化区境内国道
212线、国道 542线以及虎陈路、广永
路、宝红路、进港路等多处出现山体
滑坡、路基垮塌。

昭化区交通运输局立即启动公路

防汛应急预案，一是迅速组织一线工
人，调配机养中心机械设备，对道路
落石、淤积塌方及时清理；二是要求
各养护站对危险路段和桥涵进行隐患
排查、对堵塞的涵洞、边沟进行疏
通，并设置相关警示标志，提醒车辆
缓慢通行；三是养护段组织工程技术
人员及桥梁工程师，实地考察水毁情
况，确定恢复抢修方案；四是密切关
注雨情变化，对危险路段、桥涵和易
滑坡地段实行 24小时专人观测，并现
场指导过往车辆安全通行。

昭化区

积极做好公路防汛应急工作

脱贫奔康交通三年大会战

本报讯（文大荣 记者 赵敬梅）
近日，利州区疾控中心经过精心筹
备，率先在疫苗和预防接种综合管理
信息平台建成了疫苗温度冷链监控和
疫苗追溯系统，走在全省前列，实现
了覆盖全区所有疫苗采购、供应、仓
储、物流和接种等全环节全过程温度
可监控，信息追溯的综合管理新模
式，从源头上保证疫苗绝对安全。

目前两套系统运行正常，省时省
事省力。区疾控中心主任刘永杰说：

“疫苗管理必须从源头抓起，安装疫苗
冷链监控和追溯系统后，使每一支疫
苗都有了唯一的身份证，而且我们还
可以在办公室随时监控到全区各预防
接种门诊每一台冰箱的温度和每一支
疫苗的去向，真正建立起疫苗可追溯
机制，真正能够保障每一支疫苗安
全，真正做到了让群众放心接种疫
苗。”大石镇卫生院院长李广平说：

“以前的温度监测全靠工作人员手工记
录，耗时费力人工成本高，难以保证
监测数据的持续性和真实性，而且该
管理方式缺乏完整的报警机制，冷链
设备在非工作期间发生故障无法知
晓，从而造成疫苗报废和经济损失，
更会影响到预防接种的安全和效果，
无法及时避免重大疫苗安全事故。现
在这套系统有了自动报警装置，只要

冰箱温度或电源出现异常，工作人员
手机就会立刻收到预警铃声或短信，
我们再不用担心疫苗安全了。”前来给
孩子打预防针的家长张欣激动的说：

“我们娃娃打预防针的环境不但好，而
且现在疫苗管理更加科学智能化，给
娃娃接种疫苗更放心了。”

该项目建设初期，区疾控中心经
过多次论证，在区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全区冷链监控系统于今年6月底建
成并正式启用，运行后区疾控中心和
社区（乡镇）操作人员可以利用手机
APP 或电脑适时全程无死角查看冷链
设备的温度情况。且每套设备配有三
级联系人，即接种门诊工作人员——
单位分管领导——单位主要负责人，
当冷链设备温度异常时，后台会将异
常信息以短信或电话铃声形式发送给
联系人并逐级上报，直至异常情况得
到解决。疫苗追溯系统建立了覆盖生
产、流通、消费等全流程。该系统主
要功能有：疫苗计划报告和审批、出
入库管理、库存管理、账务管理、统计分
析、系统设置等。可以适时查询该批次
疫苗在区内的流转路径、各环节流转时
间、流转数量以及对应的储存温度是否
安全等信息。是一项能有效防范非法
疫苗流向市场，不合格疫苗误用接种等
危害民众健康的生命安全工程。

利州区

疫苗管理再添新举措

本报讯（侯建 记者 欧阳亚丽）
一颗爱心点燃一份希望，一个善举改
变一生航向！近日，在朝天区中子镇
会议室召开了捐资助学座谈会。区政
协委员、成都朝天商会会长、四川金
点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文波专程从成
都返乡，捐助中子镇贫困学子。

座谈会上，文波同贫困学生张爱
玲及家长交谈，从学习到生活，细细
关心询问。张爱玲 12 岁时因家庭变
故，长期以来由爷爷奶奶抚养，如今
爷爷奶奶年事已高，生活困难，无法
从事体力劳动，全靠爷爷一人干农活
勉强维持生计。今年中考张爱玲以575

分的好成绩被广元中学录取，学费没
着落成了爷爷奶奶目前最头疼的事。
在了解到张爱玲家庭的实际困难后，
文波现场捐赠了 1000 元助学资金，并
承诺每学年为其提供 18000 元助学资
金，直到张爱玲高中毕业。他同时表
示若张爱玲考入重点大学，他愿意继
续资助至大学毕业！他鼓励张爱玲，
不要被困难压倒，不要向困难低头，
不要向命运屈服，要积极向上、努力
学习、奋勇拼搏，长大后做个对社会
和国家有用的人，不辜负爷爷奶奶和
大家的期望，将爱心传递下去。

朝天区中子镇

学费没着落 爱心人士来帮助

本报讯（罗小林） 笔者日前从苍
溪县中土镇获悉，该镇以土地增减挂
钩项目工作为契机，采取多条措施，
强力推进此项工作。

强化宣传。利用各种会议、宣传
标语、广播电视、电话、微信等形式
进行相关政策、操作程序的宣传和讲
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组织
镇、村、组干部和群众代表到项目实
施好的乡镇参观学习，使项目工作顺
利实施。

强化领导。镇人民政府成立了以
镇长任组长，纪委书记和分管领导为

副组长的领导小组，实行镇、村、组
干部包村包户责任制，并抽调对农村
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成立三个攻坚
突击队，逐村逐组逐户进行落实。

强化奖惩。各村组分别签订责任
书，层层落实目标任务，完成情况与
目标考核绩效挂钩，超任务的进行重
奖。强有力的措施确保了全镇增减挂
钩项目工作有力、有序、有效推进，
截至目前，全镇共完成复垦面积260余
亩，新建安置点 13个，安置农户 90余
户，为助推脱贫攻坚和农村人居环境
的改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个攻坚突击队
助力中土镇土地增减挂钩项目快速推进

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盛夏时节，重庆市渝北区乌牛村的
800余亩“仙桃李”进入采收期。村民们
正忙碌地采摘、搬运，丰收的喜悦挂在
他们的脸上.

而在十几年前，乌牛村还被当地人
称作“扒手村”。“那时候村里穷，游手好
闲的人多，盗窃案件时有发生。”乌牛村
党总支书记阙兴国告诉记者，“村里七
成以上的土地撂荒，杂草丛生。”

如今，村民们安居乐业，还成了重
庆市“三变”（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
农民变股东）改革的示范村。

乌牛村的振兴是从发展产业开始
的。2008 年，乌牛村开始发展养猪业，
最多时养了 4000多头。但因为环保不

达标，三年后养猪场被关停。
“靠山吃山，我们最好的资源就是

脚下这片土地。”阙兴国回忆当时的选
择。乌牛村土壤肥沃、降雨充沛。经过
多次考察论证，适合种植“仙桃李”。这
种水果由本土“大型青脆歪嘴李”选育
嫁接而成，和桃子一般大小的李子甜美
多汁、口感爽脆，多年来都能卖上好价
钱。

产业选定了，乌牛村引导农民通过
“土地入股”的形式参与。很多村民犯
起嘀咕：“土地全部投进去，要是挣不了
钱怎么办？”

“基地管护也需要劳动力，你们可
以到基地就业。”村干部们挨家挨户答
疑。

2013年，乌牛村以“合作社+公司+

农户”的模式，试种了 300亩“仙桃李”。
今年 49岁的村民王文兰回忆说，“我们
家一共有11亩地，一开始只拿出了5亩
入股。”那时候，王文兰夫妇主要靠在城
区里卖卤菜挣钱。

很多村民都和王文兰一样，只愿意
拿出部分土地先试试看。

看着李子树一天天长大，管护也规
范，基地还能提供就业。愿意“土地入
股”的农户越来越多，种植面积不断扩
大。

王文兰夫妇也放弃了城里的小生
意，回到基地务工，并把剩余的6亩土地
全部入股。“既能照顾老人、孩子，又能
在家门口打工挣钱。”

2018年，夫妻俩在基地打工和分红
的收入总共达到了八九万元。王文兰

掏出手机，给记者展示他们一家到广西
桂林、北海等地游玩的照片，“我们现在
也能像城里人那样出去旅游了。”

“以后会更好！”坐在一旁的杨大可
说。他是 2018年底乌牛村引进的几位
年轻人才之一，他们懂技术、会管理、善
销售。

他们的到来让乌牛村的“仙桃李”
产业发展得更快更好。修枝、整形、刷
白、施肥；装太阳能杀虫灯、铺防草地布、
引进水肥药一体化设备，“仙桃李”的成
长条件和科学化种植水平不断改善。

培育 100 亩不同种类的李子苗，可
以售卖也可以自用；增加无花果、大果水
晶梨等36种水果，打造“四季有果”的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乌牛村的产业链条
不断拓展，乡村振兴的底气越来越足。

产业振兴乌牛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