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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杨平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敏 文/图）田野春潮涌，实干正当时。连
日的细雨，阻挡不住朝天区大滩镇群众发展
壮大集体经济的热情与干劲。

“土壤湿润度刚好，果树苗栽下去成活
率高。”放线、打窝、施肥、栽苗、覆膜、整形，4
月 14日，在横梁村一座小山顶上，50余亩的
撂荒山地正被群众们陆续载种下从湖北引
进的“纽荷尔”脐橙树苗。

据了解，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中，地缘相
邻、主业相近的白鹤、茅寨、横梁三村合一为
横梁村，下辖429户1376人，地域更加广阔、
资源优势更加凸显、新的“两委”班子配备更
加强劲、发展动能更加充沛。

但如何才能将地理和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业优势、经济优势以及发展优势，带领横
梁村踏上发展快车道？横梁村“两委”班子
坚持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为党
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广听民意、广纳良
言、广集群智，迅速厘清了“在已有的火龙果
产业基础上，继续发展特色小水果产业、壮
大集体经济，带领群众致富奔小康”的发展
思路。

立说立行，苦干实干。在组队到重庆奉
节、湖北宜昌考察学习，并邀请专业技术人
员到村实地勘察指导后，来自湖北南之橘苗

木种植有限公司培育的优良脐橙品种“纽荷
尔”终于落地横梁村。

“‘纽荷尔’是早中熟品种，喜酸性土壤、
喜阳光、适宜在海拔800米以下的地方栽植，
我们村的气候和地理特点都非常适合它生
长。”横梁村党支部书记赵全刚介绍，最关键
的是这个产业前期投入小、易管护、见效快
且收益可观，三年即可初挂果，进入盛产期
后亩产值将达 4万元左右，一年即可收回全
部成本并盈利。

合了地域面积，再走活产业发展一盘
棋，人心就合了！

开着小三轮、不厌其烦地在泥泞的山路
上一趟趟运送着果树苗，今年已经63岁的横
梁村五组群众吴天文，乐呵得像个孩子。“有
了产业，那就是好得很！”忙里偷闲，吴天文
跟记者唠起了嗑，他家这次流转出去了五亩
撂荒山地，一年能收入一千多元；他本人在
小水果基地务工，一天能挣 100元；以后，每
年还能享受村集体经济分红。“像我这样的
老头子，一年下来少说也得整个万把块。”吴
天文朗声笑道。

热火朝天的劳动现场，闻讯而来的风雷
村、敬忠村“两委”班子成员，一边挽起袖子
和横梁村群众栽种果树、一边认真地学习

“取经”。赵全刚告诉记者，大滩社区、回龙

村、文安村、业成村等其他好几个村（社区），
也都通过电话进行了“预约”，要前来考察学
习产业发展经验。

用为群众办实事的实际成果、群众的评
价，来检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

扎实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基层的困难
事、群众的烦心事；

聚焦就业、教育、社保、医疗、住房等民
生问题，通过召开座谈会、发放调查问卷等
形式面向社会开展“开门问计”活动；

切实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制定
待办事项清单，形成一批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改善民生的措施和
机制；

组织开展“党员先锋示范岗”创建活动，
实行流动挂牌制度，推动党员“亮身份、树形
象、显作用”；

……
荒山栽上“致富树”，幸福生活有门路。

据了解，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大滩镇
以“心系群众办实事，立足岗位作贡献”为主
线，按照把“问需于民工作抓细抓小、把服务
为民工作抓紧抓实、把永久惠民工作抓常抓
长”三步走工作思路，扎实推动“我为群众办
实事”活动走深走实、见行见效，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满意度持续提升。

荒山栽上“致富树”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河道环境差，一到下大雨就容易引发洪
灾。”“村里有两个断头路，出行很不方便。”

“到园区劳作需要绕行，希望修座桥，解决出
行问题”……4月 9日，朝天区麻柳乡举行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我为群众办实事”座谈
会。青翠的麻柳树下，群众代表纷纷“找
茬”，干部们一一耐心解答。

据悉，为扎实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提
升广大党员干部工作能力和水平，麻柳乡
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为切入
点，用心用情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
的问题，助推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落地生
根”、初见成效。

“办实事这个活动好啊，解决了我们老

百姓的烦心事。”在座谈会上，黄小村村民
孙德清提出的“黄小村小山河各种杂物堆
积造成堵塞，在夏季容易引发洪灾”的问
题，在座谈会结束后，麻柳乡干部就迅速深
入黄小村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制定了相关
解决方案，孙德清对此感到很满意。

记者在小山河看到，几名工人已开始对
河道的杂物垃圾进行清运。“小山河的环境
卫生问题关系着群众日常生活的舒适度和
幸福感，刻不容缓，所以我们立即组织了人
员对此进行了整治。”麻柳乡党委副书记龙
路强表示，接下来，将加快进度，积极推进
河道治理，同时加强对群众的宣传教育，提
高群众的环保意识，营造水清景美的生态
宜居环境。

“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
来，敞开大门、俯下身子，倾听来自群众的声
音。”麻柳乡把“我为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围绕重点工作及群众
关心关注的急、难、热点问题，立足本职，有
一办一，主动治理、未诉先办，切实解决群众
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让群众生活得安
心、舒心。

麻柳乡党委书记苟开举表示，下一步，
将继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主
动搜集整理百姓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
题，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办实事、办好事，
真正把工作做在人民心坎上，用群众的获
得感、满意度来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效和
成果。

以学促干解难题 为民解忧办实事

本报讯（郑永蓉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
者 刘旭）听党课，悟初心；参观红色教育基
地，传承不朽革命精神。党史学习教育开
展以来，朝天区发改局不断丰富形式载体，
紧紧围绕“学习党史知识、思考党史真谛、
领悟党史力量、践行党史精神”，教育引导
全体党员干部融会贯通学党史、继承和发
扬党的优良传统、切实增强党员干部责任
感和使命感，有效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
走深走实。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
领，遵守党的章程……”在广安市邓小平故
里，全体党员肃立在邓小平铜像前，面向鲜
艳的党旗，重温入党誓词，表达了对伟人的
敬仰和深切怀念。庄严的誓词回响声中，
每一个党员干部的心灵再次得到净化，为
人民服务的光荣感、责任感和使命感进一
步增强。

“一张张讲述着战斗故事的照片，一件
件历经沧桑的文物，仿佛把大家带回了枪
林弹雨、硝烟弥漫的战争岁月，令人震撼。”

走进重庆市渣滓洞、红岩魂陈列馆，大
家一边参观，一边认真聆听讲解员的介
绍。革命先辈的英勇事迹，犹如催人奋进
的号角，大家纷纷表示：“将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坚持秉承党性严以修身、严以律己，
找差距、抓落实，以为群众办实事的能力检
验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效……”

专题讲座上，朝天区委党校副校长梁
智以“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为题，从重大
历史节点、重要革命人物、重大革命事件、
重大会议召开四个方面深入浅出地讲解了
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主题鲜明、内容丰
富、饱含深情，引发了全体党员干部的共
鸣。

一次难忘的红色之旅，让党员干部心
灵受到触动、精神接受洗礼；一场生动的党
史学习教育专题讲座，更加坚定了党员干
部的理想信念。全体党员干部纷纷表示，
要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扬好革命传统和优
良作风，紧紧围绕区委“123456”执政兴区
总体思路，扎实做好各项工作，用实际行动
筑牢对党忠诚的思想根基，切实把党史学
习教育转化为做好发展改革工作的强大动
力，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100周年。

“红色之旅+党史课堂”
洗涤初心履征途

本报讯（张乃文 广元日报全媒体记
者 张敏）近日，四川省林业和草原局发布
第二批四川省翠竹长廊（竹林大道）、现代
竹产业基地、竹林康养基地和竹林人家等
名单，朝天区二专线翠竹长廊入选第二批
四川省翠竹长廊（竹林大道）名单，两河口
笋用竹基地入选第二批四川省现代竹产业
基地名单。

近年来，朝天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的理念，按照“建基地、搞加工、创品
牌、促融合”总体思路高质量推进竹产业发
展，在全区水土条件较好的区域，优先选择
巴山木竹、方竹等乡土竹种，构建起“两线
多点一环三射线”竹林风景线和“三区一园
一心”笋用竹产业发展战略。同时，坚持三
产融合发展，全面发展竹工业、竹旅游、林
下经济；大力培育笋用竹精深加工企业、专
合社、竹产大户；积极培养乡土竹业创新人
才队伍；竹产业发展要素进一步集中，产业
活力进一步显现。

下“竹”功夫，铺展景美民富新画卷。
截至目前，朝天区已建成全长 25公里的国
道108线百里翠竹长廊（一期工程），形成了
大塘子、望云铺、楼房沟等5个竹景观节点；
建成两河口省级竹产业基地 1个、面积达 2
万余亩，新栽笋用竹 0.7 万亩，抚育改造巴
山木竹 2万亩；引进笋用竹精深加工企业 1
家、新型经营主体 2个，新建笋用竹专合社
3 个、粗加工点 7 个；培训“竹业人”1800 余
人次。2020 年，全区竹产业年综合产值达
1000余万元，人均收入800余元。

朝天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一
步，该区将按照“做大一产，做强二产，做靓
三产”的思路，继续推进两河口省级现代竹
产业基地建设，新建竹基地 2万亩，抚育改
造 3万亩；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扶持壮大笋
用竹产业加工环节，补强精深加工短板，加
快新型经营主体培育；启动国道108二专线
百里翠竹长廊二期工程建设，打造一条“路
是林中穿，车在景中行”的靓丽风景线。到
2025年，全区优质高产笋用竹总规模达到5
万亩以上，产量达2500吨，实现产业综合产
值3000万元以上，人均收入3500元以上。

下“竹”功夫
铺展景美民富新画卷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鄢怀
林）近日，2020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选结
果揭晓，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通过该
局官网发布了《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关于
2020 年国家体育产业基地评选结果的公
示》，曾家山滑雪场获评“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项目”。

据了解，本次评选共评出 13个国家体
育产业示范基地、33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单位、33个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其中，
曾家山滑雪场是集滑雪、戏雪、避暑、休闲、
度假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高品位体育旅游
度假项目，该项目以配套服务、运动项目、
安全环境和风光景色等方面的综合优势，
获得各方认可，并获得“国家体育产业示范
项目”这一殊荣。

近年来，朝天区高度重视冰雪旅游产
业发展，以旅游消费需求为导向，大力开发
与冰雪旅游相配套的休闲度假新业态产
品：投资 1 个多亿元建设曾家镇旅游商业
步行街，打造以酿酒坊、织染坊、麻柳刺绣
体验馆等为业态的原乡民俗风情小镇；配
套养生文化主题公园、主推曾家山养生菜
系的川北美食城等休闲度假项目，着力提
升旅游产品供给能力；积极引导当地群众
开办农家乐，招引企业建设精品民宿、康养
酒店、度假公寓等旅游住宿，构建特色冰雪
旅游产业体系，冰雪旅游产业已成为拉动
全区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曾家山滑雪场获评
“国家体育产业示范项目”

猕猴桃花授粉忙 群众致富有“秘方”

本报讯（唐釦 赖霜 广元日报全媒体
记者 刘旭 文/图）眼前，正值猕猴桃花授
粉时节。4月17日，记者走进朝天区云雾山

镇石门村现代农业猕猴桃产业园，淡黄色的
小花挂满枝头，随风摇曳，阵阵花香扑鼻而
来，沁人心脾；果农们正忙着采集雄花、提取
花粉，细心地为猕猴桃进行人工授粉，忙得
不亦乐乎。

“猕猴桃是石门村的主导产业，现发展
规模近 800亩，有力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
富。”云雾山镇石门村股份经济合作联合社
负责人郑大海介绍，该园区采用“党支部+集
体经济公司+园区+农户”的产业发展模式，
吸纳该村60余户群众加入园区，辐射带动全
镇 200 余户农户种植猕猴桃，年户均增收 1
万元以上。

“猕猴桃是雌雄异株的作物，靠自然授
粉的方式结出来的果子不理想，辅助以人工
授粉的方式，可以减少畸形果，还能提高挂
果率和果品质量。”郑大海对于这片猕猴桃
可以说是费尽了心血，亲自拉线搭架、除草、
施肥、修枝、授粉。记者问起猕猴桃种植技
术，他更是如数家珍。

据悉，该园区主要种植的是红心猕猴
桃，由于当地生态适应性良好，适合猕猴桃
产业发展，结出来的果实品质优良，每逢收
获时节，便被抢购一空。“去年有20多个果农
老板前来收购，园区收益达 500多万元。”郑

大海告诉记者。
特色产业的发展不仅壮大了集体经济，

更是带动了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石门村群众李廷福在外务工多年，四年

前回到家乡种植猕猴桃。“我现在种植了7亩
左右，去年收入5万多元。”李廷福介绍，除了
种植猕猴桃，他还抽时间打零工，一年下来，
收入在 8万元左右。“在家乡发展产业，不仅
挣了钱，还照顾了家人，一举两得。”

近年来，云雾山镇为拓宽群众增收渠
道，采取“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大力发展猕猴桃产业，先后建成石门、中
坝、陈家、鲤鱼等四个猕猴桃产业示范园
区，辐射带动全镇群众发展猕猴桃产业
2000余亩，产值达 1000余万元。如今，猕猴
桃已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产业。

产业兴旺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前提和基
础。云雾山镇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
继续围绕“生态农业重镇、食用菌之乡”的
发展定位，巩固食用菌、蚕桑、生猪等农业
特色优势产业；进一步发展壮大以猕猴桃
为主的特色小水果产业，推动小水果产业
发展由数量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
变；探索性发展农业观光产业，促进产业升
级，多渠道提高群众收入。

本报讯（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鄢怀
林）4月12日，惠风和畅。见到朝天区医疗
保障局回访工作人员一行时，沙河镇望云
村70岁的老人赵吉珍，正和家人在院坝里
的樱桃树下笑着品尝今年甜蜜的樱果，精
神矍铄的模样一点也看不出重病在身。

“医疗救助政策真好！9万余元的住院
费我只出了 2 万余元，连四分之一都不
到！”赵吉珍话语之间，充满了对党和政府
的感激之情。据了解，赵吉珍一家原本系
建档立卡贫困户，本人长期患有关节炎，老
伴胡明忠患有高血压，小孙子胡云杰患肾
衰竭。但近年来，在各级帮扶力量的大力
帮助下，他家享受了医疗扶贫救助政策，并
发展了蔬菜、土鸡、生猪等种养殖业，加之
长子胡云波外出务工，收入相对稳定。
2017年，他家不仅成功摘掉了贫困帽子，日
子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今
年1月17日，由于身体不适，赵吉珍在广元
市人民医院确诊急性髓样白血病，先后住
院两次，医疗费用共计 92954.16 元。虽然
医疗费用数额巨大，但根据今年朝天区医
疗救助政策，赵吉珍合规可报住院费用高
达80240.94元，基本医疗报账47124.56元，
大病保险报账 18991.89 元。此外，朝天区
城乡居民医疗救助还报销了 6100.4元，合
计报账和救助金达 72216.85 元，赵吉珍自
己只需负担的费用仅20728.31元。心里头

“大石”落了地，出院后的赵吉珍身体恢复
良好，对未来生活充满了信心。

“一场大病，短期内便可让小康之家重
返贫困线，就有可能让已脱贫户一夜返
贫。”朝天区医疗保障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以来，朝天区医疗保障局持续推进医
疗救助民生事业发展，进一步加大医疗救
助力度，修订完善了《广元市朝天区医疗救
助管理办法》《广元市朝天区特殊困难群体
医疗救助基金管理办法》，进一步明确医疗
救助对象、救助标准和申请程序；切实加大
医疗救助政策宣传力度，确保医疗救助政
策深入人心；持续开展集中申报，督促乡镇
医保站积极组织符合两个办法救助条件对
象主动申请，每月汇总上报并通过医保局
审批后及时发放。

用心用力用情为群众办实事，让医保
惠民政策惠及千家万户，朝天区医保人用
行动努力践行为人民服务的诺言。据统
计，一季度，朝天区共计开展各类人员医疗
救助 1800余人次，发放医疗救助金 87.6万
元。

一季度
医疗救助惠及1800余人次

群众栽种脐橙树苗

群众为猕猴桃花授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