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赵斌）昨（5）日，记者从梓潼县委宣
传部了解到，6月 22日，在中国两弹城，梓潼县将举
行庆祝氢弹爆炸 50周年暨“两弹精神”展陈基地共
建系列活动。

两弹城不仅是我国核武器研制的第二个基地，
也是实现原子弹氢弹小型化、新型化的重要指挥机
构。今年 6月 17日，适值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50周年，举行相关庆祝活动犹为重要。为大力弘扬

“两弹精神”，加快推进“文旅兴县”工程建设，把两
弹城创建成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今年
以来，梓潼县积极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青海原
子城、山东荣成等相关部门进行了多方对接，并达
成有关共识。

据了解，此次活动将以“铭记历史·基地共建 、
弘扬‘两弹’精神”为主题，由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
中共梓潼县委、梓潼县人民政府主办。活动当天，将
分别举行庆祝活动开幕式及两弹精神歌诵展演、参
观两弹精神四地共建成果展及献花仪式、从氢弹突
破看自主创新论坛、两弹精神基地共建座谈会、两
弹精神宣讲等系列活动，100余嘉宾将应邀参加有
关活动。

50周年
系列活动弘扬“两弹”精神

□本报记者 赵斌

梓潼县长卿镇周全勇一家，看似一个普
通人家，却又不同于一般家庭，这个家有 7位
老人。周全勇和妻子蒲丽蓉共同赡养着七位
老人，几十年如一日，把几位老人照顾得无微
不至。近日，周全勇家庭当选 2017年“全国最
美家庭”。

孝老爱亲把七位老人当父母奉养

周全勇1972年出生于盐亭县黑坪镇双碑
乡飞跃村三组，8岁时被收养。1993年，周全勇
与妻子蒲丽蓉恋爱结婚，落户长卿村，随后夫
妻俩便与岳父、岳母生活在了一起，共同担当
起照顾二老的责任。他待两位老人如自己的亲
生父母，自己省吃俭用，却舍得为老人开销，平
时买了什么好吃好用的，都是先送到老人手
里，小到平日的衣食起居，大到偶尔的生疮害
病，他对两位老人家的照顾始终细致周到。

与此同时，他的妻子蒲丽蓉还有一位患
一级残疾的二爸，一直未婚，周全勇看着老人
孤苦伶仃，也主动承担起照顾这位老人的责
任。平时吃穿用度都照顾得无微不至。2014
年，他还把二爸家的房子翻修一新，接上了自

来水，添置了新家具，让老人住得更舒适。
对待妻子的长辈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养

父母更是如此，事必躬亲。每天，他都会打电
话给养父母嘘寒问暖，还经常将老人接到家
里，共同生活。

此外，与其他从小被收养的人不同，周全
勇并没有忘记自己的亲生父母，同样承担下
了对他们的奉养之责。他时常回到盐亭老家
去看望他们，带去自己的一片孝心。闲暇时也
会将老人接到家里，让老人共享天伦。

周全勇总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而我
有七宝，是多么幸福。我做的也不多，只是希
望他们能住的舒服一些，活得开心一点”。

夫唱妇随 返乡创业带头致富

家庭是船，事业是帆，帆儿推动船行，船
儿扬起风帆。周全勇的妻子蒲丽蓉也是一个
贤内助，他平时忙于村里的工作，家里的一切
事情无暇顾及，为了不让他被家中事务分心，
妻子主动承担了照看小店、做家务、种菜等很
多事情，家里家外操持得有条不紊。在生活中
他们互相照顾，互相信任。周全勇有了妻子的
理解与支持，安心放开手脚大干事业。2004
年，周全勇结束在外务工返乡创业，自己学技

术，做制种、养殖，他有创业精神，也有经济头
脑，热心带着村民一起致富。2006年，他当选
为长卿村团支部书记，后来成为村主任，他一
边踏实干工作，一边为全村的经济发展出谋
划策，带领村民开办家庭农场。2013年，他的
家庭农场已经办得红红火火，家庭收入提高
了，生活质量也得到提升，成为了村里致富带
头人，也给村民探出了一条致富路。

言传身教 养出邻家夸赞的好孩儿

周全勇夫妇养育了一个儿子，在教育孩
子方面，周全勇夫妇重在言传身教，做好行动
的表率。他们教育孩子，没有什么大道理可
讲，他们认为任何事情只有当父母的做到了，
才有资格要求孩子。他们尊老爱幼，肯于吃
苦，勤俭持家，任劳任怨，一言一行，儿子都看
在眼里，潜移默化中，儿子养成了待人有礼
貌、乐于助人、尊老爱幼的良好品德，学习上
也十分上进，一直是乡邻们夸赞的好孩子。

周全勇一家用尊老的一颗孝心、创业的
同舟共济、育人的言传身教，演绎了家庭最温
馨的幸福，这个“十全十美”的大家庭，诠释了
平凡的伟大，朴实的珍贵，以及幸福的最真实
内涵。

“3+7”就是十全十美
——记“全国最美家庭”梓潼县周全勇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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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 乡 传 真

“手把青秧
插满田，低头便
见水中天。”当
前正值水稻栽
插时节，在梓潼
农村广袤农田，
随处可见农民
犁田插秧的繁
忙景象。据悉，
今年，梓潼县可
望实现 20 万亩
水稻满栽满插。
（彭彬本报记者
赵斌摄）

□本报记者 赵斌 文/图

聚力忙招商
集聚集群优势企业入园

4月21日 ，梓潼·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投
资恳谈会暨签约仪式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的
100余名客商应邀参会。本次活动签约项目 8
个，签约金额16亿元，达成合作意向10余项。

5月 18日至 19日，清华大学企业家协会
年会在重庆举行。期间，梓潼县县长贺旺向与
会企业家推介了梓潼·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
一期建设项目、中药材生产加工项目、梓潼凤
桔种植及深加工产业化项目等10余个优势特
色项目，诚邀清华大学企业家合作。同时，贺旺
还特别介绍了入驻绵阳台商产业园和绵阳生
物医药产业园的项目，可享受专业特色园区
专项优惠政策，受到与会清华大学企业家广
泛关注和一致好评。

作为国家中医药工作先进县，目前，梓潼
已培育生物医药企业 8家，年产值 15亿元以
上，在绵阳生物医药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同
时，梓潼还有惠全香料、均益魔芋、金辉生物、
合力植化等生物医药加工企业以及信得华
西、一康生物制药、辰洲生物制药等成品药生
产企业 7家。另外，东鑫谷维素等在建项目也
将在近日投产达效。

近年来，梓潼大力开展招商引资，不断强
化对外合作。与成都天河中西医科技保育有
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以平台共建共享共用

和商务合作为主要方式，在梓潼成立四川生
物医药技术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梓潼分平台。
与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科技大学等院校建
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在教育科研、人才培训、
产业招商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制定了《绵阳
市生物医药产业园招商引资优惠政策暂行办
法》《梓潼县工业投资项目代办制实施办法

（试行）》，大力开展招商引资工作，从项目引
进、签约、落地到开工建设实行“一站式、一条
龙”的优质服务。

“瞄准国内生物医药产业高端前沿，今年
以来，短短几个月，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三赴
成渝，精准招商，声势之大，动作之频繁，实属
少见！”梓潼县经开区经发局副局长王晔说。

聚力强基地
万余农户赚“中药财”

初夏时节，走进许州镇三胜村一组葛根
基地，挖掘机忙个不停，一幅幅丰收美景尽收
眼底。种植户蒋志彦给记者算了一笔帐：他是
合作社成员，种了三亩葛根，除去成本，每亩
有四千元收入，他在葛根基地务工，一年有一
万八千元的收入，仅此两项，他一年收入就在

三万元左右。
三胜村葛根基地，仅仅是梓潼县中药材

基地发展的一个缩影。今年初，梓潼县十二届
二次党代会提出“抢抓机遇建好生物医药产
业园，鼓励支持桔梗、丹参、葛根等中药材规
模化种植，大力发展中药材种植基地”。从而，
在全县再次掀起了中药材基地建设新高潮。

梓潼地处四川盆地西北部，北亚热带山
地湿润季风气候区，适宜发展中药材种植。历
史上，梓潼盛产桔梗、丹参等数十种中药材，
可以说是一座中药材资源的宝库。

近年来，梓潼县紧紧围绕建设绵阳生物
医药产业园，充分依托医药公司和专业协
会，加快建设中药材基地。目前，梓潼中药
材基地成功入选全国科普示范区基地，国家
质检总局正式批准对梓潼桔梗实施国家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据统计，全县共有 11000
多户农户种植中药材，建立桔梗、丹参、杜
仲等中药材基地 5 万多亩，年产量达 3 万余
吨，产值 4.69亿元。

同时，梓潼具有深厚的中医文化和悠久
的历史传承。远有“文昌帝君”化身张亚子，
悬壶济世、造福桑梓。近有“国医圣手”蒲辅
周，救人无数、蜚声中外，素有“中医之乡”

“中药材之乡”之盛誉。据《梓潼县志》记载：

1949 年以来梓潼共有师承渊源可考名中医
284 人。收集整理成册中医验方秘方 100 余
方，民间验方260余方。

聚力兴产业
未来三年打造百亿产业园

初夏时节，走进梓潼县经济开发区成都
路，记者看到，投资上亿的绵阳生物医药产业
园标准厂房区，场地平整已进入后期扫尾阶
段，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及相关的配套设施
建设项目预计本月底全面开工建设，年底将
基本完工。同时，园区内，还有一座总投资3.53
亿元的工业污水处理厂，也正在开工建设之
中，预计明年投入使用。

梓潼县经开区，属省级经济开发区，是梓
潼县工业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产业集聚的主
战场。2016年3月，被省台办批准设立“绵阳台
商产业园”。同年9月，被市委、市政府命名为

“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目前，入户企业 79
户，其中规模企业 36户、科技型中小企业 43
户。去年，实现规模企业产值102.8亿元、营业
收入100.1亿元、利润2.2亿元。

近年来，梓潼县以两个“一号工程”为引
领，园区大力引进培育生物医药产业，积极纳
入科技城“一核三区多园”重要组成部分，现
已培育了一康生物制药、信得华西、合力植
化、金辉生物等一批生物医药支柱性企业。其
中，原料药加工企业 5户，成品药生产企业 5
户。去年，实现总产值 6.41亿元，占全区工业
总产值的6.4%。

与此同时，梓潼县还编制完成了《绵阳生
物医药产业园区发展规划（2017-2025）》，明
确了 1平方公里的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核心
示范区，确立了以中药饮片加工、成品药生
产、医疗器械三大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重点。制
定了生物医药一二三产业与产业培育、聚集、
升级相融的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发展路线
图。规划到2020年底，入园生物医药企业达到
30户，其中年销售收入超过5亿元的旗舰企业
5户，总产值达到100亿元以上，利润8亿元以
上，上缴税金 2亿元以上，累计提供就业岗位
2000个以上。

今年，绵阳生物医药产业园计划培育亿
元以上产值的药品骨干龙头企业1户，招商引
进生物制药项目 5个，预计实现产业产值 10
亿元以上，增长35%。

“三聚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新高地
——梓潼抢抓机遇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综述

本报讯（林中伟 记者 赵斌）记者日前从梓潼县
农业局获悉，截至目前，全县42.5万亩小春农作物实
现颗粒归仓，预计增幅达到5%。

据了解，为了切实抓好今年小春生产，梓潼县通
过“早谋划、早宣传、早准备、早行动”，组织 4000多
台各类收割机，帮助群众收割小春农作物，有效解决
农村劳动力严重缺乏的问题，同时也有助于秸秆还
田，减少因焚烧秸秆带来的环境污染。与此同时，还
以县级部门、乡镇、村社党员和部分青年、群众为主，
组织 1000多个“抢收队”，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根
据群众需要帮助缺劳户、劳弱户和种植大户抢收，有
效解决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题。

42.5万亩
小春农作物颗粒归仓

本报讯（林中伟 记者 赵斌）记者日前从梓潼县
水务局了解到，按照“备得足、调得出、用得上”的总
体要求，今年，梓潼县财政再次调拨 10万元资金，
采购和储备防汛物资，弥补去年的损失和补足，确
保安全度汛。

据悉，今年，梓潼县防汛物资主要采购了麻袋、
编织袋、彩条布等物品，并及时分发到各乡镇和水库
管理站。同时，相关部门和乡镇抽调人员，对重点区
域防汛物资储备、落实防汛工作经费、制定防汛措施
等情况进行严格检查，为防汛抢险提供坚强保障。

10万元
备足物资防大汛

提示核心

近年来，梓潼县抢抓生物医药
产业发展的战略机遇，依托绵阳生
物医药产业园建设，集聚集群医药
产业优势企业，培育创新型龙头企
业，全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新
高地。目前，生物医药产业正一路高
歌猛进，独领风骚。

据统计，2016年，生物医药产
业实现总产值 6.41亿元，占梓潼经
开区工业总产值的6.4%。

本报讯（林中伟 记者 赵斌）“我今后会更
加努力，争取考得更好，你很辛苦，保重身体
哈，拜拜!”5 月 31 日上午，在梓潼长卿小学，
董欢用学校的留守学生亲情电话，给远在广
东珠海打工的父亲打去电话，汇报在校学习
表现情况后，一脸笑容，十分开心。

董欢家住白云镇长春村七组，就读于梓潼
长卿小学六年级一班，是一名农村留守学生。
唱歌跳舞，历来是孩子们过“六一”的好方式，
然而，在梓潼县，近年来，拨打留守学生亲情电
话，走进视频聊天室，向远在他乡的父母汇报
学习生活情况，表达对父母的思念，已成为梓
潼留守学生最喜欢的过节方式。

记者现场看到，在梓潼长卿小学，8部留
守学生亲情电话主要安装在校门口、楼梯旁和
学生寝室旁，便于学生与家长随时沟通。“我现
在学习还可以，就是英语不咋的。以后会更加
努力，考上一个好初中。”董欢说。

在学校视频聊天室，五年级学生龚嘉诚
正通过视频与远在他乡工作的父母亲聊天。
龚嘉诚父亲在广东省东莞市打工，每隔一段
时间，他都要通过学校留守学生亲情电话或
者是走进视频聊天室，与父亲交流。“我们现
在正在复习，这周过了，还要复习两周，6 月
20号考试。我的愿望是考个好初中，以后考个
好高中，然后考个好大学。希望你们在外边保
重身体，保护好自己，祝工作顺利！”龚嘉诚对
父亲如实说。

随后，走出聊天室，一脸喜悦的龚嘉诚告
诉记者，每次节假日前，他都要给父母汇报一
下学习情况，包括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愿望，让
父母在外安心的工作，保护好自己，注意照顾
好自己的身体。

据介绍，梓潼长卿小学现有小学生 639
人，其中，留守儿童395人。为保证这些留守学
生快乐成长，学校建起了留守学生之家。包括
亲情电话、视频聊天室、留守儿童影剧院等方
面，为留守学生搭建学习交流的平台，让留守
学生享受到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快乐。

梓潼县长卿小学副校长陈益军告诉记
者，学校通过亲情电话、视频聊天室、留守儿
童影剧院、留守学生才艺展示等活动，让留守
儿童在学校学习间隙，过得充实而富有意义。
同时，也让留守学生的父母能够了解子女在
校情况，也使他们在外边能够放心、安心的务
工或工作。

梓潼是一个典型的丘区农业县，农村留
守儿童超过六成。近年来，梓潼县通过多部
门合作，在全县建起 46个乡村少年宫，20个
留守儿童之家，129 部亲情电话，40 多个视
频聊天室，让农村留守儿童在家过得舒心，
在校过得开心，享受到与其他孩子一样的学
习与生活。

亲情电话
撑起留守儿童一片蓝天

本报讯（林中伟 记者 赵斌）日前，记者在梓潼县
东石乡上清观水库看到，水库内早已蓄满了水，从水
库中放出的水在沟渠中畅通无阻，正欢快地奔向田
间地头。

据了解，在今年大春供水前，梓潼县采取“以奖
代补”、“以工代赈”等措施，切实做抓好水毁工程修
复，以减少送水过程中的损失。同时，涉农部门积极
组织各地组织群众在有流水的溪沟河流上增扎沟
堰，增开引水沟，尽量引水入库、入塘、入堰、入池，储
备水源，并做好提水设施设备的检修，为提蓄水做好
保障。另外，还积极协调武引供水，为储蓄水源提供
有力补充。

截至目前，全县已储蓄水10523万立方米，放水
超过1000万立方米，为保证今年大春生产实现满栽
满插提供了有力支撑。

10523万立方米
全力蓄水保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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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王林记者赵斌）去年以来，梓潼紧抓重
点人、重点事、重点问题，扎实开展县委巡察工作，两
轮巡察发现问题179个，向县纪委移交问题线索8个。

改进组织形式，巡察力度升级。去年以来，梓潼
县适当增加巡察单位数量、压缩巡察间歇、优化巡察
流程，采取“一托二”等方式开展常规巡察，加速推进
巡察工作全覆盖。

改进队伍建设，充实巡察队伍。去年以来，梓潼县
从“人手短缺”到“专兼结合”“优化结构”，建立巡察工
作人才库，从纪检、组织、审计、财政等系统抽调大批
优秀干部参加巡察，容量从最初的 29人增加至 109
人，巡察人才库的扩充升级，有效充实了人员力量。

聚焦政治巡察，坚持问题导向。去年以来，梓潼
县严格按照中央、省委巡视工作和市委巡察工作要
求，制定巡察内容。特别将落实县十二届党代会精神
情况加入巡察内容，实实在在地让“政治巡察”为政
治服务，把震慑效果延伸到经济、民生等多个领域。

改进管理方式，约束巡察干部。去年以来，梓潼
县改进巡察干部管理方式，从完善制度体系着手，加
强对巡察干部的监督和管理，出台《梓潼县委巡察机
构保密制度（试行）》和《梓潼县委巡察工作“十不准”
纪律要求》等规章制度，严格纪律要求。同时，还积极
探索对巡察干部的考核制度，对巡察干部实施“痕迹
管理”，建立巡察工作纪实制度，严格记录每个巡察
干部每天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情况。

179个问题
推进巡察工作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