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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周俊

清明前后，正是羊肚菌的丰收季。4 月
10日早上 9时许，沿着旺苍县嘉川镇寨梁村
的一条小路，菌农马红梅小心翼翼地走进大
棚内，平整湿润的菌田里，羊肚菌个个都撑
开小伞，鲜嫩肥厚，长势喜人。棚内6名妇女
正戴着手套，忙着用小刀采摘羊肚菌。“每亩
产量 400斤——500斤，按照市场均价 300元
——400元/公斤计算，每亩收益7万元以上不
成问题。”马红梅掰着指头算起了丰收账。

“以工代赈是我国扶贫开发的一项重要
政策和参与式扶贫的重要手段，自1984年实
施以来，支持贫困地区建设了一大批农业农
村中小型公益性基础设施，在改善贫困乡村
生产生活条件、增加贫困群众工资性收入、
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
用。”旺苍县发展和改革局局长李开生介绍，
近年来，旺苍创新“553”以工代赈模式，巩固
脱贫成果衔接乡村振兴试点，在改善农村生
产生活条件和发展环境、提高农村群众工资
性收入水平、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激发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等方面，发挥了
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家门口建起产业园
嘉川镇寨梁村是一个仅有349户人家的

小村，以夏秋种植粮食为主。按照产业致富
发展思路，前几年，该县在村里实施以工代
赈示范工程项目，县农业农村局与村两委经
多方调研后，将目光锁定在培育羊肚菌这个
不与农争时、不与粮争地、周期短、效益高的
食用菌上。建立起20余亩羊肚菌种植基地。

马红梅说，村里发展羊肚菌，就可以在
家门口务工，收入也较高，还能学习种植和
管理技术，一举两得。

今年 35岁的马红梅，她母亲生病多年。
她一边照顾母亲，一边靠传统种养植度日。
她丈夫在附近打点临工，全家收入不高。
2014年，她家年收入仅 2万余元，2015年，她

被村里评为建档立卡贫困户。
如何在山乡中找到一条增收脱贫新路

径，始终困扰着当地干部群众。“以工代赈项
目实施，为我们发展绿色产业带来了机遇，
也为群众增收脱贫带来了希望。”李开生说。

据介绍，通过创新实施“553”以工代赈
模式（即：抓实“五个关键”，夯实以工代赈实
施保障；创新“五项代赈”，增强以工代赈综
合效应；探索“三大机制”，保证以工代赈长
效惠农。），以项目实施为平台，以产业发展
为渠道，让群众参与到建设、管理、运营和发
展中来，多形式多渠道获取收益，拓宽了群
众增收的路径，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积极性，
加快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

寨梁村通过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先后建
立脆红李、藤椒、羊肚菌产业示范园区，新修
产业路10余公里。

通过项目实施，马红梅回乡后2年就种植
了2亩羊肚菌，短短几个月，就让她看见了种
植羊肚菌的“钱”景。“清明前后我一共采摘了
300多斤羊肚菌，几天就收入2.4万元，全年收
入10来万元，不成问题！”马红梅高兴地说。

该县通过以工代赈，着力产业扶持，突
出引导项目区易地扶贫搬迁农户新发展黄
茶580亩、绿茶150亩，改造提升茶园420亩，
新发展核桃 210 亩、猕猴桃 160 亩。项目区
群众实现年人均增收1000元以上。

三产融合 叠加增效
“爱在茶乡，人走茶不凉。茶恋青花，香

醉四方。走遍天下，还是最爱米仓……”4月
12日，在该县木门镇三合村方田塝上的葱绿
茶园里，歌声嘹亮。来自旺苍三合村一组61
岁茶农杜光碧，和十余名采茶女们一起身挎
小背篓，轻盈巧手在茶树上翻飞。

杜光碧一边忙着采茶，一边介绍：她丈
夫肢体残疾，老两口常年在家务农，年收入
仅 2000余元，以工代赈项目实施后，修建入
户路，还对房前屋后的院坝进行硬化。目
前，家中3亩土地全部流转给茶叶公司，并且

两口子长期在茶叶基地做工，新增年收入
15000元左右。

今年鲜茶开采以来，该村迎来了新一轮
的旅游热潮，逛茶山、赏茶艺、品香茗……来
自四面八方的游客，陶醉于一场关于“茶”的
盛宴里。因为一片茶叶，使得三合村从曾经
的“空壳村”中蝶变，去年全村实现集体收入
5万元。

近年来，旺苍县在以工代赈示范项目实
施的高阳茶产业基地、东凡四星级现代农业
园区、黄洋——东河万亩黄茶产业示范园
区，坚持“茶叶+”融合发展，积极开发茶叶衍
生新产品，充分挖掘旺苍厚重的汉唐文化、
茶工艺非物质文化和高阳千年贡茶园独特
品质，着力培育茶园观光、茶事体验、茶餐品
鉴、茶叶养生等新业态，实现以项目区茶叶
为基础的三产融合、叠加增效。

据该县农业农村局负责人李斌介绍，去
年，旺苍发布了“东河记忆——广元黄茶”文
创旅游项目，将建茶叶博览馆，建设 10条茶
叶生产线，延长广元茶产业链条，提升广元
茶叶产品附加值。

去年，旺苍县紧紧围绕代赈项目实施区
的特色产业发展进行重点扶持，出台了《旺
苍县茶产业发展扶持措施十五条》《旺苍县
旅游产业发展扶持办法》等系列扶持政策，
茶产业、文旅产业发展分别设立1000万元的
扶持基金，重点扶持农业及文旅融合发展。

“十三五”期间，旺苍累计实施以工代赈
项目 17 个、完成总投资 7727 万元（其中，以
工代赈资金 4752万元），带动项目区发展特
色产业 7000 余亩，助力年人均增收 600 余
元；实现项目建设务工就业 1300余人、发放
劳务报酬 769万余元，成功助力 15个贫困村
退出、902户3040名贫困人口脱贫和10个村
创建为省市乡村振兴示范村，为巩固脱贫攻
坚、衔接乡村振兴发挥了重要作用。下一
步，该县将持续巩固以工代赈工作成效，积
极谋划“十四五”以工代赈工作，进一步推动
群众致富奔康，促进乡村振兴。

“553”模式
激发贫困群众致富内生动力

□康勇

“滕大爷，在家没？我来看望下你，最近
身体还好不？”连日来，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旺苍县将党史学习教育与为民办实事相结
合，坚定为民之心、强化为民之能、付诸为民
之行，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推动党
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滕彩中是旺苍县东河镇卸甲碥社区居
民，今年已经70岁，儿女在外工作，滕大爷一
直在家照顾正在读高中的大孙子。虽然亲
人不在身边，但滕大爷的日子很是温馨。每
天来和滕大爷聊天的是旺苍县东河镇卸甲
碥社区工作人员，按照菜单式服务，社区工
作人员进行包户服务、上门服务，滕大爷正
是社区工作人员赵新蓉的联系对象。

“针对辖区这种特殊群体，像老年人和
残疾人，我们开展了菜单式服务，由我们的
志愿者、党员志愿者和社区干部进行认领，
由我们定期上门服务。”赵新蓉说。

“社区的干部，对我们老百姓确实好，经

常上门嘘寒问暖的，还教我们老年人不会做
的事情，交水费、电费。”滕彩中说。

东河镇卸甲碥社区拥有居民 5056 户、
13000余人。辖区学校多、老旧社区多、人员
流动性大。该社区按照网格化治理体系加
菜单式服务模式，针对辖区困难群众社区党
员干部分片进行认领，通过上门服务解决群
众实实在在的困难问题。

为了更好地服务居民，当地还通过社区
亲民化改造，向居民“敞开大门”，实行人性
化、亲民化改造，让社区去“高冷”，服务群众
有“温度”。“按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话说，接地
气，的的确确为老百姓也做了很多实事，特
别是工作人员，对人的礼节礼貌，以及社区
整个的文化氛围，都充满生机活力，我们也
非常愿意为社区的建设做一些贡献。”卸甲
碥社区居民俞水泩说。

如今当地的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不仅仅
是老百姓办事场所，更是日常社区居民聚会
的阵地，在这里社区居民经常和社区干部一
起畅谈，积极为社区建设献计献言。

“通过亲民化服务改造过后，老百姓已经
把我们服务中心当成了自己第二个家，他们
有高兴事、烦心事、糟心事，都愿意到我们社
区，到我们便民服务中心，一起来交流、一起
来沟通。”旺苍县东河镇卸甲碥社区党委书记
郭旦说，“下一步，准备把服务更加延伸，从现
在这种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主动上门为
老百姓提供更优质、更良好的服务。”

同时，当地社区还坚持“办公阵地最小
化、服务空间最大化”，新增亲民办公区、阅
读休闲区、风采展示区等，舒适的家居、亮丽
的色彩、温馨的布局大大提升了社区的亲民
感和品质感。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我们全面开展社
区亲民化服务，接下来还将进一步延伸服务
触觉，为老百姓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旺
苍县东河镇组织宣传委员马利说。

据统计，该镇已完成亲民化改造 7个社
区，今年年底余下的5个社区也将完成改造，
实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把事情办好，畅通服
务群众“最后一米”。

家门口就能办好事情 服务群众“零距离”

本报讯（赵东 康勇）“多亏了政府的关
心，我这日子才能过下去啊！你们总是把我们
家的事情当作自己的事，太谢谢你们了。要不
是你们及时帮我们申请各种好政策照顾，都不
知道我们家现在是什么样子。”每当谈起自家
这些年来的遭遇及享受的关爱，来自旺苍县
木门镇化龙村的陈德勇总是由衷地感叹。

陈德勇身体残疾，妻子又体弱多病，儿
子正在上学，全家仅靠妻子在外打零工维持
生活。这些年一直享受低保政策，去年妻子
病情加重后，他们家生活更困难了。今年春
节慰问时，当地镇政府人员上门走访时，发
现陈德勇自理能力越来越差，相关人员联系
县残联，进行视频办证，后又帮助他们提高
低保分类施保金额，帮助申请残疾人重度护
理补贴和免费的轮椅，并叮嘱村干部要时刻
关注这个家庭情况。

今年3月，陈德勇妻子病情再次严重，本
人承担巨大的生活压力，导致身体精神状况

越来越差，儿子无人照顾，全家生活起居要
靠其七十多岁的老父亲照顾。当地民政部
门得知情况后，尽力帮助将他们家纳入符合
条件的政策保障范围。

考虑到陈德勇子年幼，本人重残，妻子
病重，孩子符合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政策，和
陈德勇家里人商量后，帮其申请了每月生活
费 1100元，并再次按规定上调低保标准，同
时定期走访，鼓励孩子好好读书，告知其以
后上大学还能享受更多的惠民政策补贴。
来自政府的安慰鼓励让这个一次又一次遭
受打击的家庭重拾起了生活的信心。

连日来，旺苍县民政局在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中，坚定信念、统一行动，始终把“我为
群众办实事”作为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最终
落脚点，坚持深入基层为群众排忧解难，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我为群众办
实事”实践活动为切入点，听民声、解民困，
践行“民政为民、民政爱民”的初心和使命，

筑牢兜底保障的坚固防线。
为持续守住民生保障底线，确保保障对

象应保尽保、应救尽救、应退尽退。3月以来
旺苍县坚持以党史学习教育为抓手，在全县
范围类开展民政保障对象大排查和做好困
难群众兜底保障工作，组织党员开展“民政
为民、民政爱民”和“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引领党员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联
系群众，为困难群众排忧解难，解百姓所需、
办百姓所急，做好“暖心实事”，不断提升党
和政府关爱困难群众的温度，不断增强困难
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实实在在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果。

共排查全县 26137 户低保家庭，及时将
符合条件的 113 户 167 人新增为低保对象，
发放城乡低保资金 1297万元。排查 9608名
残疾人，新增478人，排查出因临时性等重大
困难灾害的 338 人，及时发放临时救助金
54.5万元。

群众冷暖放心头 民政兜底解民忧

本报讯（杨海波 陈彦）“你们单位是否
召开党委（党组）会议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
安排部署？是否制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
中心组学习计划？是否制定‘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方案？”

连日来，旺苍县组建6个专项督导组，对
全县各乡镇、县级各部门（单位）党组（党委）
党史学习教育推进情况进行全覆盖督导，以

“督”促“学”，大力推动全县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
在督导工作中，督导组采取实地检查、

查阅资料、听取汇报等方式，对全县各级各
部门（单位）党史学习教育安排部署、专题学
习、资料征订、专题调研、为民办事等工作推
进情况进行专项督导。对督导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及时提出整改建议和意见，并要求
各级各部门根据督导反馈情况，建立问题整
改台账，强化工作举措，明确整改时限，及时

整改销号。
据了解，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旺苍

县严格对标对表中央和省委、市委相关部署
要求，强化组织领导，压紧压实责任，细化工
作举措，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始终坚持高标
准、严要求，切实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推动全
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坚决做到
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不断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各项工作落地落实。

以“督”促“学”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完善防止返贫工作机制

旺苍县建立阻击返贫基金
□康勇 唐飞

“针对侯某某的特殊情况，村两委介绍他
本人到成都务工，每个月可以获得4000元的工
资收入，由于其妻子照顾生病的孩子不能外
出，村里又为她落实了1个公益性岗位，落实了
2000元的产业发展补助，帮助她建起了家庭小
产业，同时，协调北京旺苍商会给予侯某某大
儿子每月 500元的教育资助，通过这些措施有
效的阻止了该户返贫，后期我们还要按照县上
新出台的政策对该户进行动态监测确保稳定
消除返贫风险。”旺苍县高阳镇双午村支部书
记赵永朗说。

今年以来，旺苍县始终坚持将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当前重
要任务，结合党史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通过深入调研、重点指导、创新机制等一
系列措施，强力推进有效衔接各项重点工作。

“为全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
接乡村振兴，根据相关会议精神，我县结合全
县农村低保对象、农村特困人员、农村易返贫
致贫人员，以及因病因灾因意外事故等刚性支
出较大或收入大幅缩减导致基本生活出现严
重困难的人口实际，制定了农村低收入人口

‘特惠政策包’。”该县扶贫开发局督查考核股
负责人曾东普说。

“今年 3月，全县统筹住建、卫健、民政、工
会、教育、农业、人社等部门的扶持政策和措
施，围绕住房安全、医疗保障、教育资助、产业
发展、就业创业、社会保障等6个方面研究出台
了二十五条举措常态化帮扶农村低收入人
口。每条措施对应每一个部门，切实构建起了
系统长效的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
制。”该县扶贫开发局副局长谭刚说。

“以前实施的项目大多存在后期管护不到
位，现在通过扶贫资产确权登记进一步理顺了
资产权属关系，明确了资产管护责任，项目资
产更能发挥他们的效益了。”嘉川镇党委书记
石宝剑说。

“今年，旺苍县制定出台了《旺苍县扶贫资
产管理办法（试行）》和《旺苍县扶贫资产确权
登记工作实施方案》明确了扶贫资产确权登记
工作步骤和时间节点，对全县 2014-2020年以
来投入各类扶贫资金形成的扶贫资产进行确
权登记，制定完善扶贫资产后续管理办法。”县
扶贫开发局负责人李伟表示。

截至目前，全县已完成资产确权登记6236
个，涉及资金 30.9亿元。通过确权进一步明确
了资产管护主体和责任，确保了扶贫资产保值
增值，提高了扶贫资产效益。

据了解，今年以来，旺苍县持续将防止返
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作作为巩固脱贫攻坚成
果的重要抓手，深入调查研究，结合县情实际，
制定出台《旺苍县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工
作方案》、《旺苍县强化返贫致贫监测阻击十条
措施》和《旺苍县返贫致贫阻击风险基金管理
办法》，筹集 300万元资金，建立了阻击返贫基
金，建立完善了防止返贫工作机制。

截至目前，针对返贫致贫风险对象共精准
落实帮扶措施 1059 条，加派帮扶干部 660 名，
并广泛组织发动红会、商会、协会、企业、新型
经营主体、致富带头人、爱心人士等社会力量
开展“点对点”帮扶，全县无一例返贫致贫现
象。

目前，完成了一季度防止返贫动态排查、
制定了农村低收入人口“特惠政策包”、完成了
70%的扶贫资产确权登记，推动了全县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
作落地落实。

本报讯（康勇 张晓德）四月的旺苍，
满目翠绿，繁花盛开，明前细雨润无声，
正是采茶好时节。民间向来有“明前茶、
贵如金”的说法，每年清明前夕，各路茶
商都要抢囤“明前茶”，这也正是各类茶
叶经营主体信贷资金需求的旺季。

该县三山茶叶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茶
叶种植、生产、加工、销售为一体的省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由于今年春
季雨水比往年整体偏多，鲜叶收购价格
和人工采摘成本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上
涨，导致企业流动资金出现困难。

三山茶叶有限公司负责人罗旭东
说：“前段时间，确实把我急惨了，地里的
茶叶见风见雨就长，厂里的新设备派不
上用场，我就卡在中间，实在是难。”

“银行得知三山茶叶公司情况后，第
一时间上门对接，并主动联系市农担公
司，最终在3个工作日内成功向该企业发
放乡村振兴贷款200万元，有效缓解了企
业的燃眉之急，保证了企业正常的春茶
收购。”广元市贵商村镇银行旺苍支行负
责人赵玉钧说。

同三山茶叶公司情况一样，四川米
仓山茶业集团有限公司也是一家集产业
科研、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
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2021年 3月
该企业先后有2笔、1990万元贷款面临到
期，而此时又恰是春茶收购的高峰期，一
刻也离不开钱。旺苍农商行在了解到该
公司董事长希望能够续贷的愿望后，在
短短两个工作日内便完成了贷前调查、
贷款审批等一系列环节，如期为企业办
理了无还本续贷业务，极大缓解了企业
的资金压力。

“今年以来，人民银行旺苍县支行紧
密围绕县委、县政府关于加快构建“1+3”
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的决策部署，指导全
县银行机构积极支持‘米仓山茶’全产业
发展。”人行旺苍县支行负责人戚思勇
说。

旺苍地处四川盆地北缘、米仓山南
麓，是中国名茶之乡、全国有机产品认证
示范区。现有各类茶产业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近 4500 家，其中国家级龙头企业 1
家、省级龙头企业 2家、国家级示范农民
专业合作社2家。2020年，全县茶园面积
达22.5万亩，实现茶叶产量7200吨，综合
产值25.5亿元以上。

据统计，仅 2021年 1-3月，旺苍县就
累计新增茶产业贷款投放近 4000 万元，
直接支持 65户茶产业经营主体，为加快
建设百亿茶产业集群，助推乡村产业振
兴贡献了旺苍金融力量。

金融“及时雨”
解渴“米仓山茶”

本报讯（王攀 唐雪琴）“领导，我在
医院住了一个多月了，没等到老板一句
回话，医药费花了不少，家里也负担不了
这个，听说司法局可以帮忙调解，我也不
想把这个事情闹到法院去，拜托你们帮
助我和老板协调一下，帮我拿到医药
费。”旺苍县东河镇某小区物业工作人员
唐某因多次和用工单位协商未果，来到
旺苍县司法局申请调解。

工作人员在调查后，了解到详细事
情经过。今年 2月 6日，唐某在工作过程
中不慎从人字梯上摔落，肋骨以及其他
部位多处骨折。事发后，该小区物业负
责人冯某立即将唐某送到医院进行治
疗，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其身体逐渐
康复。 出院后，唐某及家属与物业公司
老板就唐某的医疗费用赔偿等一事，多
次协商均未达成一致意见。百般无奈的
情况下，唐某找到旺苍县司法局东河司
法所，递交了调解申请书，希望能在司法
所的帮助下，拿到自己应有的赔偿。东
河司法所接到唐某的调解申请书后，立
即开始走访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后，便组
织双方当事人到该小区物业办公室就赔
偿事项进行协商。

调解过程中，小区物业负责人冯某
表示：“我们没有推脱的想法，该我们负
责的肯定要负责的，只是目前运营比较
困难，确实很难一次性拿这么多钱出来，
希望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伤者唐某及家属向物业公司提出一
次性解决各项赔偿费用7万元，然而物业
公司负责人陈某称赔偿金额过高，公司
现正处于经营困难时期。看到这种局
面，调解员首先耐心向双方当事人解读
了《劳动法》、《工伤保险条例》等有关规
定，明确伤残等级赔偿范围和标准，对物
业公司在唐某受伤后，第一时间及时联
系医院进行治疗，并支付了全部医疗费
用，肯定了物业公司积极主动作为和解
决问题的诚意。经过调解员耐心细致的
讲解，多次“背靠背”的协商，最终双方当
事人达成调解协议，物业公司同意赔偿
唐某各项费用合计5万元，双方当事人自
愿在赔偿协议书上签字。唐某表示和物
业公司有故旧情义在，目前也负担不了
律师费，通过调解事情能尽快解决，省
事、省力、省心。

工伤赔偿起纠纷
多次调解化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