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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旺苍县黄洋镇双安村一角，远望园
区，这片过去的采煤沉陷区，如今已是稻浪阵
阵、绿浪滚滚。农业园区机耕道蜿蜒延伸，似
笔走游龙，记录着这里老煤矿的转型“突围”。
近日，记者前往该村进行探访，看到昔日的废
弃矿山变身为“绿水青山”，采煤沉陷区治理初
见成效，沉陷区长出一片片碧芽。

“曾经的采煤沉陷区，生长出一片片碧
芽；曾经位于沉陷区的村落，搬迁至风景优
美、生态宜居的新址；曾经的矿区村民，变身
为生态产业工人，有了稳定收入；曾经的传统
煤炭产业，转变为‘绿色矿山+现代农业’融合
发展的绿色产业。”该县负责人说，旺苍是四
川省煤炭主产地之一，随着煤炭资源的枯竭
和政策性关井压产，留下589.1平方公里采煤
沉陷区亟待治理。今年，全县围绕“两山理
论”、着力生态修复、聚力产业建设、致力产城
一体四个方面规划采煤沉陷区综合治理项目
22个，总投资达 70余亿元，走出一条资源枯
竭地区绿色转型道路。

“没想到这种树，还真种出了点‘意思’。”
看着两边山包上满眼的黄绿色，一大早就来

黄茶园“上班”的双安村村民赵德成乐得合不
拢嘴，“从去年开始，在村里租赁山林100亩、
流转土地150亩，发展黄茶园，到2022年投产
后，产值预计能达到270万元。”

“搞旅游的‘绿色经济’比原来矿上的‘黑
色经济’还要来得实在！”赵德成说。42岁的
赵德成，刚参加工作就在黄洋红兴煤矿，开了
多年的绞车，又赶上了那几年的好时候，煤矿
的高收入惹得不少亲朋好友眼热。后来，红
火了几十年的矿上冷清了下来，企业急需找
出路，职工也急需要找出路。可路在哪里？
各煤矿努力寻找着突围方向，旺苍县也在大
力探索着转型发展的路子，生态、环保既是发
展的前提，更是发展的目标。

几年过去了，原先的采煤沉陷区和矸石
山上建起了千亩茶园、建起了果园，禽畜基地
里存栏鸡 1.2万只、羊 3800头……以生态治
理、家禽养殖、茶果蔬种植为主导的园区在黄
洋镇初步形成。

不久，茶树便见到了回报，资源经济转型
生态经济，不仅收获了绿色，更收获了效益，原
来矿上的200多名职工也找到了致富经。

煤矿“断掉”的资源产业链，如今重新接
上了生态循环产业链，通过植被恢复，过去的
采煤沉陷区建成了以生态农业、生态林业为
主题的绿色生态产业体系，绿色产业在改善

生态环境的同时，更带动着相关产业发挥出
了综合效益，实现了老煤企“地下转地上、黑
色换绿色”的产业转型，也让采煤沉陷区变成
了瓜果飘香、家畜成群的城市“后花园”。

生态环境好了，人居环境也不例外。从
旺苍采煤沉陷区驱车前行约 7公里，就到了
东河镇福临村。记者在这里看到，绿树掩映
中，设计美观的小楼和农家别墅整齐排列，学
校、医院、超市等设施一应俱全，村民更是用
上了清洁环保的天然气。

如今的福临村，村集体固定资产达 150
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15000余元。村党
支部书记辜满朝说：“下一步的规划就是朝着
绿色发展的方向，无论是绿色人居环境也好，
绿色产业发展也好，我们都是向一个绿色的
发展目标靠拢的。”

当地政府表示，福临村的成功转型是当
地推动绿色产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缩影，接
下来他们将依托绿色矿山打造工业旅游项
目，把“地下乌金”向“地上绿金”转变这条路
继续走下去。

“在‘十四五’期间，旺苍县将努力推动产
业布局从地下转为地上，推动产业结构由黑色
变为绿色，推动采煤区域由包袱变为财富，推
动地貌形态与沉陷区变为风景区，走好生态优
先与绿色发展之路。”该县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报讯（康勇 文/图 编辑 肖志元）近日，
为进一步推进浙江萧山—四川旺苍东西部协作
工作，多渠道拓展旺苍县农产品营销渠道，搭建
农产品销售平台，四川旺苍农特产品专卖店正
式在浙江萧山区揭牌并开业运营。

今年以来，随着萧山区与旺苍县签订东西
扶贫协作战略框架协议，两地把协作帮扶工作
作为最大的政治任务，两座城市无问东西，跨越
大山大河开展结对帮扶，成为了兄弟城市。此
次专卖店的相关工作由萧山区商务局具体落实
推进，旨在通过萧山的商业载体功能，以打造扶
贫产品店铺方式，搭建萧山区与旺苍县沟通协
作的桥梁，让大山深处的旺苍农特产品跨越千
山万水，走进萧山区的千家万户。

据悉，四川旺苍农特产品专卖店主要销售
旺苍县当地农产品企业、专业合作社和众多农
户家的初级农产品，有木门醪糟系列、鑫天宝
调味品系列、木门茶叶、枣林皮蛋、天麻、高山
土蜂蜜、高山菌菇类、腊肉腊肠等。

旺苍农特产品专卖店在浙江萧山“安家”

本报讯（康勇 张晓德 编辑 肖志元）
近日，笔者从人行旺苍县支行获悉，截至9月
末，该县各项存款余额191.54亿元，各项贷款
余额 109.26亿元，全县存贷款规模突破 300
亿元大关，达300.8亿元。各项贷款比年初净
增 16.17 亿元，再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
19.01%，同比多增3.76亿元，超全国7.11个百
分点。

“今年以来，人行旺苍县支行坚决贯彻县
委、县政府各项决策部署，坚持稳健的货币政
策，努力为全县经济社会恢复发展创造良好
的货币金融环境。”人行旺苍县支行行长全斌

介绍说，“全县存贷款规模再破 300亿元大
关，显示出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托底作用进一
步增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成效明显”。

据了解，今年 1-9月旺苍金融运行主要
存在以下特点：项目贷款担纲主角，贷款增量
再创新高，今年 1-9月，全县累计投放G542、
人居环境改造、固废处理等项目贷款近 7亿
元，带动全县各项贷款4月末首破100亿元，9
月末全县存贷款规模再破 300亿元大关，各
项贷款比年初净增达16.18亿元（不含小贷），
同比增长 19.32%，各项贷款增量再创历史新
高，增速创近三年新高。

货币政策精准发力，惠及更多市场主
体。全县实现去年新增 5000亿支农再贷款
和一万亿扶贫再贷款政策有序退出，今年
1-9月，全县累计收回支农（含扶贫）再贷款
资金6笔、0.46亿元。新放支农再贷款资金4
笔、1.35亿元，用于地方法人金融机构扩大涉
农信贷投放，直接支持近150户农户、龙头企
业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公存款持续倒
挂，各项存款增速放缓，受房地产开盘和财政

“零余额账户”政策影响，今年1-9月，全县实
现各项存款净增 10.6 亿元，低于去年同期
10.71亿元。

三季度 存贷款规模突破300亿元

“乌金”变“绿金”
采煤沉陷区的突围路

■围绕“两山理论”、着力生态修复、聚力产业建设、致力产城一体四个方面规划采煤沉陷

区综合治理项目22个，总投资达70余亿元，走出一条资源枯竭地区绿色转型道路。

■在村里租赁山林100亩、流转土地150亩，发展黄茶园，到2022年投产后，产值预

计能达到270万元。

■如今的福临村，村集体固定资产达15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5000余元。

金融宣传
惠及千家万户
本报讯（唐福升 编辑 肖志元）为提高

社会大众反洗钱意识，切实践行社会责任，
履行宣传反洗钱及防范非法集资义务，10月
19日，由人行旺苍支行组织，工行旺苍支行
承办的“依法经理国库、弘扬红军精神、关心
革命老区、服务千家万户”集中宣传日活动
在旺苍县继红广场举行。

活动现场，人行旺苍县支行和辖内 6家
金融机构通过发放宣传资料、设置咨询台、
现场解答等方式向市民宣传国库以及国债
相关知识，讲解相关知识法规，开展反假币、
反洗钱、征信、防范通信网络诈骗等热点金
融知识宣传。

“以前我只听说过国库这个概念，但是
国库具体有什么作用，与我们老百姓有什么
关系却不是很了解。今天的活动让我们了
解了国库知识，长了见识还得了礼品，希望
以后多举办这样的活动。”市民杨文国说。

中国人民银行旺苍县支行行长全斌表
示，他们将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军精神，始
终秉持国库为民的理念，坚持改革创新，优
化服务手段，普及国库知识，努力推动“国库
便民、国库惠民”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通过此次宣传活动，进一步提高了广大
市民对国库工作的认知程度，有效提升了他
们对洗钱的辨别能力和自我防范能力，拉近
了金融机构与市民之间的距离，取得了良好
的宣传效果。

下一步，人行旺苍支行将组织辖内金融
机构继续认真落实人民银行相关工作要求，
充分履行责任与担当，建立起反洗钱社会宣
传的长效机制，全力以赴防范各类金融风
险，为打造全县良好的金融环境贡献力量。

活动当天，人行旺苍县支行和辖内 6家
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还来到旺苍县红军城，为
城内居民、商铺发放宣传折页，宣传国库知
识。

据了解，本次宣传活动共发放金融知识
宣传资料 2000余份，现场接受咨询 300余人
次。

干部上门服务
调查询问走心
本报讯（苏窈玉 编辑 肖志元）“您

好，我们是旺苍县纪委监委的工作人员，想
跟您了解一些情况，您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反
映或看法都可以和我们说说……”今年来，
旺苍县纪委监委收到巡察移交的系列问题
线索后，立即组成核查组，走街串户深入调
查。

为不断夯实纪检监察工作，近年来，旺
苍县纪委监委找准职责定位，聚焦主责主
业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经前期
排查发现，部分重要证人系个体工商户、群
众，且该部分重要证人因家庭、工作、个人
身体等原因无法到县纪委监委办公区接受
询问。县纪委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上门
服务”，进一步提高了工作效率和群众满意
度。

熊某系某文物保护单位看护人，因其独
自一人照顾年幼的两个孙子，无法到县纪委
监委办案点接受询问。为推进核查工作，经
与熊某沟通后，今年 6月 28日，旺苍县纪委
监委第五纪检监察室负责人带队，前往约定
的马家梁社区会议室，对该问题线索的重要
证人熊某进行询问，谈话结束后将其送回家
中。

“作为基层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守共产
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
时刻牢记忠诚的政治要求，时刻保持廉洁自
律的作风，时刻充满担当作为的激情，实事
求是处理每一个问题线索，认真细致开展每
一次监督，用心用情做好每一次谈话，从点
滴做起，从细节做起，以锲而不舍、精益求精
的精神忠诚履职。”该县纪委监委负责人邹
贵平表示。

今年以来，该县纪委监委在全县开展纪
检监察干部“走百村、访万家、察实情、解民
难”活动，已经走访、回访320户，发现各类问
题 974个。针对走访发现的问题，县纪委监
委督促相关单位、责任人立行立改，并明确
整改时限，将责任落实到人，确保问题整改
落实到位。截至目前所发现问题已全部得
到解决，有效助力全县乡村振兴工作和信访
稳定工作进一步取得实效。

党史宣讲
“声”入人心

本报讯（康勇 编辑 刘学）自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以来，为进一步推动学习活动“声”
入基层、“声”入群众、“声”入人心，川陕革命
老区旺苍县结合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活用
资源，创新形式，让宣讲无时不在、无处不有，
将党史知识送到广大干部群众身边，让党史
学习入脑入心。

“我们把党史知识融入到文化生活中去，
以金钱板、钱棍、舞蹈等艺术形式进行宣传，
让群众更容易接受。”东河镇红城文艺团队员
冉苹说。

在旺苍县各乡镇、社区活跃着众多民间
文艺团体，他们将党史知识融入互动性、趣味
性强的文艺节目内容里面，让广大群众在欣
赏文艺节目的同时接受党史学习教育。

“这种方式我们很喜欢，作为革命老区的
群众，我们也要做好党史宣传，当好宣传员。”
东河镇治城社区居民刘林艳说。

“我们集中组织新乡贤、知客、乡村文化
能人，打造‘小快灵、精准实’的‘轻骑兵’宣传
队伍，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述百年党
史、红色故事，让群众喜欢听、听得懂、记得
住。”旺苍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干
部杨海波说。

据了解，除了文艺宣传队，该县还组织广
大党员干部、基层群众代表等组成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小分队，深入各行业各领域开展形
式多样的宣讲活动，真正让党史学习扎根到
广大干部群众当中。

截至目前，旺苍县共计组织大小宣讲队
伍400余支，开展党史教育宣讲4000余场次，
通过集中宣讲、分散宣讲等多种形式，引导党
员、干部、群众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钩藤为村民致富
立下大功”

本报讯（康勇 徐杰 编辑 刘学）“全村
有40多户村民种植了50亩野生钩藤，其中弱
劳力就有25户种植……”旺苍县九龙镇大竹
村三组村民吴长斌高兴地说，经过多年的努
力，他们成功将山里的野生钩藤移植培育。

近日，笔者在大竹村看到，新建的大竹高
标准钩藤产业园里，翠绿的钩藤长势茂盛，形
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下地细看，一根根
枝条上“镶嵌”着一个个小小的金钩，显得十
分奇特。据介绍，该园面积达300亩。

钩藤别名大钩丁、双钩藤，具有清热平
肝、活血通经、息风定惊的功效，可用于治疗
头晕目眩、惊痫抽搐、肢体麻木等心脑血管和
神经系统疾病，对由高血压引起的头痛、头
晕、失眠、心悸、耳鸣、便秘和肢体麻木等均有
较好的疗效。

“这就是钩藤，我种了 2亩，按照目前药
材行情，1亩可以实现收入 2000多元。”钩藤
种植户吴长斌介绍道。

“钩藤为村民致富立下大功！”村支书简
绪成说，种植钩藤对土壤要求不高，管理也简
单，每年只需施两次肥，特别适合留守在家的
妇女和老人种植。今年，该村有40多户村民
种植钩藤50亩，可实现收入10万元以上。

近年来，九龙镇通过招商引资、返乡人员
创业、发动群众等方式,创新探索“公司+基地+
农户+专合社”模式，大力引进资金3000余万
元。今年新发展钩藤、艾草等中药材2600亩、
黄茶700亩、笋用竹260亩、八月瓜300亩。

“下一步我们将打造集种植、加工、包装、
销售于一体的钩藤精深加工生产线，不仅要带
动群众加入种植行列，还要帮助他们实现就
业。”九龙镇党委副书记、镇长杜小平介绍，钩
藤种植成本低、风险小、市场需求大、技术要求
低、产值高，已被列为该镇产业发展重点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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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绍海 编辑 刘学

木瓜村，位于旺苍县北部山区天星镇，是
全县最偏远的乡村之一。木瓜村小90%的学
生是留守儿童。今年之前，李德清是木瓜村小
唯一的教师，从1984年到2021年，他在该校坚
守了38年。

从代课教师到唯一教师，坚守只为初心
一张乒乓球桌，两个篮球架，前不久记者

来到木瓜村小，操场上的体育设施一览无余。
该校现在只有一、二两个年级，共 14名

学生。李德清教一年级的 5个孩子，刘红梅
教二年级的 9个孩子。刘红梅也是木瓜村
人，也是李德清曾经教过的学生，今年到木瓜
村小担任代课教师。在这之前，李德清一个
人同时教两个班级。

“以前一堂课 40分钟，要分为两段。”李
德清说，前 20分钟给一个班级上课，后 20分
钟给另一个班级上课，在一个班级上课的时
候另一个班级的孩子们就做作业。

1981年，李德清高中毕业回到家乡，被选

进村委会班子。3年后，李德清放弃了村委会
的工作，去村小当代课教师，他那时就抱着一
个信念，“希望木瓜村的孩子们有好的教育。”

李德清刚入职时，木瓜村小有学生近200
名，教师有6名。但由于条件艰苦，一些教师
相继离职。后来，因为集中办学，木瓜村小学
只保留了一、二年级。

代课教师生活清贫，起初每个月工资只
有25元。直到2000年，在从业16年后，获得
大专文凭的李德清成为一名正式教师。2014
年，李德清的最后一名同事退休，学校只留下
他一个人，带两个班级。直到现在，李德清在
该校坚守了38年。

让学生少奔波，亲自给学生做饭
木瓜村的孩子们上学都要走很远的路。

中午，李德清就做饭和孩子们一起吃。2014
年，他又和妻子商量，一起给孩子们做饭。

就这样妻子给孩子们做了 3年饭，后来
妻子到旺苍县城帮女儿带小孩，做饭的任务
又落在了李德清一个人身上。

李德清还种了一些蔬菜，操场旁边，就有

他种的黄瓜、豆角。
跟其他学校上午发营养餐不同，每天下

午3点，李德清开始煮鸡蛋，给学生分发营养
餐，他说：“孩子们放学后还要走路回家，吃些
东西，走路才有劲。”

“我陪伴了孩子，孩子们也陪伴了我”
38年，李德清教了 20多个班级 500多名

学生，其中有100多名学生后来考上大学，还
有2名学生分别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有
20多名学生如今也成为光荣的人民教师。

除了教书育人，李德清还尽力帮助困难
学生。10多年前，他把自己节余的2600元钱
捐给了家庭困难的学生。

从业38年，李德清先后被评为广元市首
届最美乡村教师、四川省师德楷模、全国模范
教师等。

今年 58岁的李德清，两年后就要退休。
问及退休计划，他说：“还要再干几年。村里
学生越来越少，但是只要有孩子愿意在这里
读书，我就要留在这里。在学校，我陪伴了孩
子们，孩子们也陪伴了我。”

“我陪伴了孩子们，孩子们也陪伴了我”
——全国模范教师李德清坚守村小3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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