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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广华 本报记者 郭桂花

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穿山绕岭，蜿蜒
串联起一幢幢青瓦白墙的农家小院；一
辆辆来往穿梭的机动车，似跃动的音符
打破了大山的沉寂；田间地里，绿荫成
行，不时传来欢声笑语……“高坡村这几
年变化太大了，多亏老李啊！”近日，站在
修缮一新的村委会前，广元市利州区大
石镇高坡村党支部书记李奎激动地向记
者夸赞道。李奎口中感谢的“老李”，就
是前不久受省委表彰的利州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派驻高坡村第一书记李新林。

摸清村情，立誓改变“伤心路”
“哎呀，太危险了！笫一次到高坡

村，爬陡坡，过急弯，躲落石，只能坐摩托
上山。”谈起 2013 年 10 月到高坡村的情
景，44岁的李新林至今心有余悸。

海拔1500余米的高坡村是大石镇最
贫困的高山村，有 9 个村民小组 800 余
人。这里曾是村民眼中的穷山恶水，“黑
风嘴”“手爬崖”“老虎口”这些吓人的小

地名可见一斑。
“唯一的一条毛坯路不通车，每次卖

肥猪都要请人抬到5公里外的场镇上去，
人工费得花三分之一。这些年在半崖上
摔死的肥猪有 10 多头吧。”李奎无奈地
说，公路成了大家的“伤心路”。

“山高坡陡粮难种，土地瘠薄枉流
泪。上山九十九道拐，下河二十四道脚
不干。”50 多岁的村民李奇义编的顺口
溜，更让李新林感受到群众对路的渴望。

怎么改变现状？“要致富，先修路，路
不修好我不回城！”在摸清村民们最急切
最盼望的事情后，上任初的李新林在村
民大会上当众表态：愿做脱贫路上的铺
路石。

带头奋战，合力打通“希望路”
高坡村当务之急是硬化 7公里通村

主干道，建成“希望路”。但劳力去哪里
找？全村留守在家的不到200人，且多是
老弱病残；210万元资金又从哪里来？李
新林犯难了。

“再难也不能让老百姓失望！”李新

林暗下决心。在他的奔走下，村子采取
“村民投劳，包工方垫支，资金统还”和
“村民筹一点，财政拨一点，帮扶单位挤
一点”的办法拉开了公路建设大会战：
2013年10月，7公里村道全面硬化完工；
2014年3月，一条长2公里的硬化组道全
面竣工；当年 8 月，5 公里跨区村道硬化
……

“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奔头，苦战四
冬春，公路修到村，高坡变了样，致富有
了门。”前不久，李奇义又编了一段顺口
溜表达村民们的喜悦之情。他掏心窝子
地说，李新林早出晚归，经常忙到下午 2
点才吃午饭。老百姓看到他这决心，投
工投劳的积极性高涨，干劲更足了。短
短几年，村子换新颜，实施易地扶贫搬迁
38户；硬化村组道路 26公里，村卫生室、
农家书屋、文化健身广场等一应俱全。

盘活资源，众手铺就“幸福路”
“真没想到，车子可以开到家门口，

以前要爬坡上坎几个小时才能到家。驻
村的李书记真是个实干家！”提到李新

林，高坡村务工返乡的村民李玉国不禁
竖起了大拇指。

“是啊，老李给大家办了很多实事，
不光是让村子变美了，老百姓的钱包也
鼓起来了！”村民鲁正荣感慨道，以前自
己想靠养猪致富，但缺钱。李新林听说
后多方“化缘”筹到建材和资金，帮他盖
起了猪圈。“再等个把月，这些猪儿卖了
可赚 10万块呐。”看着满圈的肥猪，鲁正
荣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有了路，不仅是鲁正荣的猪儿养得
欢，脱贫后的高坡村资源陆续被盘活，产
业发展齐头并进：成立了5家种养殖专业
合作社，带动 20余户贫困户发展种养殖
业，解决了他们持续增收的问题；流转撂
荒地 60 亩种植山葵，村集体经济从 1.98
万元提高至15万元；种植有机蔬菜50余
亩、核桃 10000余株，实现房前屋后产业
化、庭院化……

“下一步，村上将对3550余亩土地实
施整理，做大做强特色产业，吸纳更多的
村民入股致富奔小康。”谈及未来，李新
林信心满满。

甘做脱贫路上铺路石
——记利州区大石镇高坡村第一书记李新林

本报讯（邱婷）9月 12日，在芳香南
山景区建设现场，各种机械设备有序运
转着，施工人员正按照预定工期计划对
整个景观区进行花草树木栽植，现场呈
现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

芳香南山景区总面积约 8 平方公
里，沿和平、元山、建设三村山顶旅游公
路呈带状分布。景区以康养旅游、休闲
度假旅游为核心要素，以中央公园、花
卉博览园、农旅观光园、无花果主题公
园、红色文化园、元山观为核心景区，融
合川北民居、宗教文化、红色文化、农耕
文化，是聚康养、度假、文化、体验、商贸
等功能于一体的开放式景区。

按照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标准
打造的龙潭乡芳香南山景区自建设以
来，各相关部门密切协调配合，为项目
建设提供“无障碍”服务，全力确保芳香
南山景区建设工作高效率、高质量推
进。7月中旬开始，施工现场每天安排
400 人力以及 30 至 50 辆机械进行不间
断作业，确保项目高效有序推进。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经完成了花
卉博览园的花卉种植、中央公园整个
景观区种植，可供游客观赏。另外，
游客中心的室内外装修以及景观种
植和公共广场的铺贴工作也已经到
了收尾阶段。

芳香南山景区建设正全力推进

本报讯（吴艳 王秀梅）“网上预
约方便太多了，要节省很多时间。”9
月10日下午，前来办理税务备案登记
业务的市民何明晶体验了一次线上排
队的便利。

为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政务服务便
民利企，利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了一
系列便利化服务“组合餐”，如工作日午
间不“打烊”，双休日、节假日业务照常
办，还可以通过网络预约、电话预约、现
场预约等方式，提前进行业务预约，确
保非工作时间也能办事、办成事。

“我平时上班很忙，以前过来办事，
排队要花很长时间，现在提前预约了，
按照预约时间过来直接就办理，这对上
班族来说非常方便。”前来办事的张菊
告诉笔者。

据悉，群众或企业办事均可提前在
“利州政务”微信公众号平台，通过“微

信办事”栏目按操作指示进行在线预
约。预约时，只需填写姓名、电话、证件
号码，并选择预约部门、办理事项和预
约时段，便可按时直接去办理。

除了提供预约服务等，为满足80岁
以上老年人和重度残疾人业务办理需
求，利州区政务服务中心对进驻大厅的
所有服务事项进行认真梳理，发布了26
项“特殊群体”预约上门服务事项，其
中，针对老人上门服务事项 16项，针对
残疾人上门服务事项10项。同时，配合
推行网上办理、延时服务、邮政寄件等
多项便民服务举措，通过多项服务组合
叠加的方式，帮助特殊群体实现办事不
出门的目标，获得群众一致好评。

截至目前，办事清单中已有24个部
门 103个入驻服务事项纳入预约服务，
政务大厅已预约办理各类审批事项
1000余件。

利州区政务服务中心推出预约服务

便民利企“服务之门”全敞开

本报讯（蒲春玉）近日来，利州区司
法局积极开展民营（外来）企业营商环
境大走访大服务及法治体检活动，为民
营企业做实事、做好事。该局加强与区
民营办、工商联的沟通协调，统筹整合
律师、司法所长（助理员）、工商联工作
人员等 20余人，分成五个工作组，深入
15家民营（外来）企业，开展营商环境大
走访大服务及法治体检活动。

活动中，组织律师开展涉企政策
法规宣讲，重点宣传省委省政府、市
委市政府关于优化营商环境的相关
文件精神，宣传《关于印发四川省促
进创业投资持续健康发展实施方案
的通知》《关于推动构建亲清新型政
商关系的意见(试行)》《四川省人民政
府关于推进“5+1”产业金融体系建设
的意见》等近期出台的支持民营（外

来）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等，通过对
政策措施的法律解读和舆论引导，坚
定企业在广发展信心。

工作组与企业进行“面对面”互动
交流，宣传政策，按《民营企业法治体检
标准》和《民营企业法治体检工作指
引》，详细了解企业在治理结构、合同管
理、劳动用工等方面的实际运行情况，
听取企业对“放管服”改革落实等的建
议和意见，对企业的风险点进行分析，
耐心解答企业负责人提出的法律疑难
问题，为促进企业法治、善治积极建言
献策，切实为民营（外来）企业解决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的难题。

发放调查问卷，了解和收集企业在
获取政府服务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此次活动受到相关企业经营管理人员
的欢迎和好评。

营商环境大走访大服务活动受欢迎

本报讯（童蓝鸥）“来来来，搭把手，
把这根管道挪一下。”9月 16日，笔者在
在宝轮镇苟村看到，村民们正忙着对污
水处理池的管网进行填埋作业。

“这批管网是该村最后一批，建成后
将能解决 149 户 500 余名老百姓的生活
污水排放问题。”村民李成福告诉笔者。

利州区坚持把建设生态宜居的美
丽乡村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有力
抓手，大力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
行动，在宝轮镇苟村，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工作试点中，当地有效整合资源，不
断提升村域环境质量，让乡村更美，更
宜居。

“原来洗了东西的水都是随意泼在
房前屋后，门前的河沟每到夏季就是黑
黢黢的，苍蝇蚊虫比较多。”李成福说，

“现在好了，统一规划安装了污水排放
管网，修建了污水排放处理点。”

该村的生态排污系统建成后，每户
村民的生产生活污水将能通过管网统
一排入生态排污池。经过科学过滤后
的水可以用于果蔬园区生态灌溉以及
养鱼，达到循环再利用的效果。目前，

生态排污池正在抓紧安装调试，预计在
本月底前全面投入使用。

在人居环境整治行动中，曾经卫生
堪忧的农村厕所，同样也是该村着力补
齐的一块短板。

“原来的厕所就是几块板子搭起
的，里面养猪，外面就是厕所。”村民贾
清祥说，“现在厕所修的就比较漂亮了，
没得苍蝇蚊子，也没得臭味了，很干净，
还可以洗澡，跟城里一模一样。”

据悉，自该村启动旱厕改造工作以
来，该村以政府补贴和农户自建相结合
的模式，大力推行农村厕所改造。截至
目前，全村 110余户旱厕已基本改造完
毕。除此之外，苟村还大力推广户分
类、村收集、镇转运的垃圾回收处理模
式，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用好公益性岗
位，实行每月考核制度，形成小规模组
团式生态化的农村人居整治形式。

如今的苟村，已彻底根除了垃圾乱
扔、污水乱排的陋习，四面青山环抱，庭
院郁郁葱葱，道路宽敞整洁，湖水清澈
明净，一幅村净、路平、地绿、人美的美
丽乡村新画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宝轮镇苟村推进厕污共治 美丽乡村新画卷徐徐展开

近期，市、区市场监管局联合开
展了2019年消费品质量安全“进社
区、进校园、进乡镇”宣传教育活
动。工作人员先后在宝轮镇、嘉陵
街道等地，通过发放宣教资料、即时
接受咨询投诉、开设质量安全宣讲
小课堂等方式，宣传质量安全知识，
引导广大消费者，尤其是老年和学
生消费群体科学、理性消费，有效推
进消费品质量安全社会共治氛围的
进一步形成。

安慧 摄

丁心岚 王仕国 本报记者 郭桂花

“现在健康扶贫政策就是好，小病不
出村，大病有报销，基本上不用到处跑。”
9 月 17 日，记者一走进利州区金洞乡清
河村卫生室，就听到前来测量血压的村
民张心国聊到这几年村里的变化。

作为健康扶贫的受益者，清河村张
心国深有感触。妻子以前意外摔倒造成
了创伤性关节炎，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
每当犯病时，要走很远的路到乡卫生院
拿药，更不用说用药花销给家里带来的
经济压力。如今，不仅看病近，还能刷医
保卡报账。康复后的妻子去年和他一起
外出打工还挣了不少钱。

“以前乡亲们有病能拖就拖，能扛就
扛，实在不行就在我这儿找点药，或者走
几个小时山路到乡卫生院找医生。”村医
罗玉春接话道，那时他家里的医疗设施
设备也只有简单的血压计、体温表，就连

基本药品也不齐全，许多诊疗服务不能
开展，十分不便。“你看现在，啥都是齐的
哟，连处方都是在电脑上开，药品、耗材
都原价卖给村民。”罗玉春指着亮堂的村
卫生室高兴地说。

记者环顾清河村卫生室发现，除
了高压灭菌蒸汽锅、紫外线消毒灯、输
液床等诊疗设备和各类常用药以外，
还有智能健康管理检查系统、脉搏波
血压计、红外线身高体重秤、电子肺活
量计等设施设备一应俱全的“健康小
屋”。罗玉春说，村民们随时可以到

“健康小屋”自主检查身体健康状况，
方便得很，即便是农忙季节，也随时有
人来“光顾”。

清河村党支部书记郑炳先介绍，村
子医疗服务条件的改善得益于精准扶贫
工作的深入开展。2016年，利州区冲刺
脱贫攻坚，全面加强村卫生室标准化建
设。作为偏远贫困村的清河村，当时有

86 户贫困户，其中因病致贫的就有 25
户，想要脱贫摘帽，健康扶贫成为必开的
脱贫“处方”。在健康扶贫政策支持下，
村子很快建起了标准化村卫生室、“健康
小屋”、并配备了村医，确保贫困群众健
康有人管、患病有人治、治病能报销、大
病有救助，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提供了强
有力的健康医疗服务保障。

在清河村卫生室的墙外，张贴着
罗玉春坐诊时间、电话号码和去向公
示。“村里谁家有高血压、糖尿病等慢
性病我都一清二楚，这档案盒里面装
着的。”翻着村民们的健康体检档案，
已 57岁的罗玉春自豪地说，他从医 33
年了，每年还要参加市、区、乡（镇）举
办的乡村医生培训以提升业务水平。
为了更好地服务全村群众，他星期一
到星期五上午坐诊，其余时间开展基
本公共卫生服务和巡诊，力争做个尽
职尽责的健康“守门员”。

“健康扶贫就是好，看病不用到处跑”
——利州区金洞乡清河村见闻本报讯（吴艳）近日，上西街道女

皇路社区举行了以“践行初心使命，
争当文明先锋”为主题的志愿服务助
力广元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动仪式。

活动当天，通过创文知识抢答的
方式，进一步宣传了创文的意义和作
用，并引导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以
文明为标准衡量自己的行为。同时，
百余名志愿者还组织开展了形式多
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大家深入各小组
为老人理发、免费体检、整治街道卫
生、清洗卷帘门、发放创文宣传资料
等。

据悉，自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
开展以来，女皇路社区通过入户宣讲
广泛提高居民对创文的知晓度，加大
环境整治力度，推进垃圾分类让辖区
更加干净整洁。此外，还充分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成立了党员特色志
愿服务队伍，深入小区、街巷、楼院开
展活动，增加城市温度。

百余志愿者争当文明先锋

蒋军 王亚

自全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
教育活动启动以来，河西街道党工委以

“为民服务解难题”切题，以“治水”入手，
一开始就狠抓调查研究，认真检视整改，
确保主题教育应民声见真章。

河西街道地处广元城西结合部，属
于城市规划区、但不是建成区，1万多居
民饮水一度面临“城市覆盖不了、农村保
障不了”的困境，群众呼声强烈。

街道党工委以“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之机，组织联系对接村的
干部，组成课题调研小组，分赴 10余吃
水问题突出的村组，挨家挨户进行实地
查看、走访，全面摸底，听取群众意见和
建议。

水源缺乏、水压不足、水质浑浊……
这是经过几天的走访调查，从江南社区
姜家岩，到杨家浩村张家山，再到郑家沟
村大小王沟，群众普遍反映存在问题，个
别时段还存在大肠肝菌、总氮超标，而人
畜饮水基本靠小二型水库和沉水井、雨
天积水。

因此，“改水”成为群众的强烈呼声，
也是街道党工委的一致决心。

“一组一策”定方案
到底怎样改？调研小组通过深入调

研、集思广益，针对不同村组实际来制定
方案。

郑家沟村大小王沟地处山区，农户
居住分散，集中供水工程成本高，接入城
市管网不现实。所以，经过全村干部群
众“一事一议”后，因地制宜对水源地老
水井进行维修扩建，决定投入 10 余万
元，新建20立方高位蓄水池1口，新建水
质过滤池1口，更换输水管道3800余米，
保证水量水质。

江南社区则经过与天台山供水公司
协商，采取财政补贴一点、企业出资一
点、村组和群众自筹一点“几个一点”办
法，实行村企合作共建饮水管网，接入天
台供水公司管网，下一步整体并入城市
供水管网，让群众享受到安全的自来水。

同时，街道党工委还积极向广元城
投公司争取饮水项目资金，将杨家浩村
八个组全部纳入城市供水管网改造，经

过与市供排水管理中心、上西自来水公
司协商，先采取铺设主管网、总表制的方
式解决群众即期饮水问题，并长短结合
规划实施一户一表改造。目前，供水主
管网正在抓紧安装之中。

一枝一叶总关情
现在河西辖区内，部分地方还存在

饮水、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问
题。比如，怎样持续保证郑家沟水库水
源的水质、部分村社区入户路还没有全
覆盖、龙泉社区道路还建滞后等问题，需
要街道组织力量抓紧落实解决。

河西街道党工委始终牢记初心、
使命，主动回应群众呼声，深入查找问
题短板，把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纳入
检视问题清单。目前，街道党工委已
制定集中学习教育计划 1 份，班子成
员确定调研课题 8 个，班子和领导干
部建立即知即改检视问题清单16个，
着力从思想根子和作风效能方面检视
整改，以实际行动着力解决群众最关
心最急切最现实的问题，让群众感受
到党的温暖。

把群众的事情放在心坎上
——河西街道解决辖区人畜饮水问题实现主题教育良好开局

本报讯（丁心岚 王仕国）“这几
年，村里的变化太大了，家家户户住
上了小楼房，水泥路铺到家门口”。9
月 12 日，利州区金洞乡洛阳村村民
左翠英感叹道。

笔者了解到，在金洞乡各村，不
少村民和左翠英有同样的感受。近
年来，金洞乡持续改善农村人居环
境，焕然一新的乡村新貌和日渐兴旺
的产业极大提升了村民生活的幸福
感。

据了解，今年以来，金洞乡为全
面推进人居环境整治，采取了一系列
举措：按照村民能接受、经济适用的
要求，加快推进“厕所革命”；以“村收
集、乡转运、区处理”的生活垃圾处理
模式，强化垃圾处理和回收再利用；
严格落实“河长制、库长制”，加快污
水设施建设进度，狠抓农村生活污水
治理，不断提升美丽乡村品质。同
时，该乡坚持质量兴农、绿色兴农，一
方面抓好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
和无害化处理，鼓励农户大力发展绿
色农业，另一方面以良好的生态环境
吸引更多的工商资本、技术人才参与
到乡村振兴之中。目前，金耳、香菇、
木耳等食用菌产业以及乡村生态旅
游业已成为当地农民着力打造的产
业“新引擎”。

金洞乡:环境美了，产业旺了

近日，在宝轮镇石桥社区智慧居家馆内，该社区居民排队拿着旧书本、矿泉水
瓶、啤酒瓶等可回收物品到该社区换取积分，全力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广元。
截至目前，利州区已建成居民区智慧居家垃圾分拣点136个，智慧居家馆97个。

本报记者 刘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