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江油市首套“不停车超
限检测”系统于日前正式开工
建设，预计 2018 年初投入使
用。此次试点建设的“不停车
超限检测系统”项目位于S205
线九岭段，集动态称重、车辆抓
拍识别、超限车辆 LED 显示、
视频监控、信息处理和统计分
析等功能于一体，可有效减少
对合法运输车辆的检查干扰，
同时可对行驶公路的车辆进行
24小时数据分析，实现对超限
车辆的“精确”打击。

（岳浩宇杨星月）

● 近期，江油集中组织
开展“严厉打击危害肉品质
量安全违法违规行为‘百日
行动’”。本次严打行动采用
突击方式，全覆盖检查 22 家
定点屠宰企业及其肉品流通
环节。通过本次集中检查，规
范了定点屠宰企业及其肉品
流通环节，消除了安全隐患，
威慑了违法行为，保障了全市
食品卫生安全，让广大市民吃

上了放心肉。 （江文）

● 近日，经过业主申报、
乡镇初审、休闲农业协会推荐、
专家评审和公示程序，四川国
程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等 10 家
单位被认定为江油首批市级示
范休闲农庄。据介绍，此次认定
的农庄为江油市范围内产业基
础良好、服务环境优良、经营管
理规范、体验参与性强、示范带
动能力突出的单位，能在一定
范围内形成良好的典型示范和
品牌带动效应。 （江文）

● 近日，由江油市农牧局
在平通河取水口观音滩处开展
了平通河流域增殖放流活动，
共投放华鲮、裂腹鱼、鲢鱼、鳙
鱼等不同各类鱼苗91万尾。此
次增殖放流活动，对促进平通
河水生生物资源、维护渔业生
态、完善种群结构、改善水域环
境，增强全社会养护水生生物
资源意识，全市生态文明起到
积极的促进作用。 （江文）

江油快 讯

县域·江油 32017年12月11日 星期一
主 编 李 俊 组 版 骆晓菲 总校对 袁利红

本报讯（黄楠虎 王淑梅
文/图）近日，江油公安交警深
入校园，开展了以“尊法守规明
礼、安全文明出行”为主题的交
通安全宣传活动（如图），提升
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法制意
识和文明意识。

当日，授课交警用通俗易
懂的语言，结合日常生活常识
及身边事例，借助道具、图片等
工具，通过穿插提问、模拟情
景、做小游戏等方式，充分调动
小朋友们积极参与其中。现场，

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围着交警叔
叔、阿姨问这问那，欢笑声、掌
声不断，氛围十分活跃。

活动中，江油公安交警新
“上线”铁骑叔叔们，还为孩子们
表演了摩托车特技表演，孩子们
一个个看得目瞪口呆，拍手叫好。

为加强孩子们的自我保护
意识，江油公安交警还特邀江
油公安巡特警，模拟了一次处
置应急突发事件的情景剧。“迅
速、果断、有力”处理过程深深
烙印在孩子们心中。

“安全”进校园
师生笑开颜

□潘镛

今年 10 月，江油市职业中学汽修专业
教师李杰参加在成都举办的主题为“弘扬
工匠精神，共享创新发展”2017 年成德绵
攀西高技能人才交流赛，他凭借顽强的拼
搏精神、精湛的维修技能，从 75 名选手中
脱颖而出，一举夺得了“汽车维修工”项目
一等奖，获得奖金8000元。

李杰，35 岁，2005 年从四川理工学院
工业设计专业毕业后到江油矿机技任教。
2011 年春季学校整体合并到江油职中后，
学校安排他教授汽修专业课程。作为汽修
门外汉，他立即行动起来“拯救自己”！

他开始猛钻教材，不懂就虚心请教；还
买来如《汽车发动机电控技术》《汽车美容
与装饰》《汽车文化》《轻松看懂汽车电路
图》等许多汽修方面的书籍，一头扎了进
去；同时，他还积极参加汽车维修技能训
练，通过亲手操作、反复验证，从而解决了
不少实际问题。

“改教汽修课程的开头几年，除了看
书，一有空就到 4S 店去学习，自己边学边
教，真是忙得不亦乐乎。”李杰说，他几乎跑
遍了江油的4S店，江油一些较有名的汽车

维修店都是他经常爱去的地方。遇到疑难
杂症还经常到绵阳、成都等地去请教学艺。
他还通过自己或带学生参加省内外的一些
培训比赛活动进行学习取经。

通过艰苦努力，李杰在汽修方面，无论
从理论知识、操作技能，还是教学水平，都
有了很大提高。教学上也游刃有余了，但是
他对于汽修专业的热爱和强烈的职业责任
感，使他一刻也未停止学习，他一如既往地
孜孜以求、诲人不倦。

今年 9 月，当李杰接到要参加 2017 成
德绵攀西高技能人才交流赛的通知后，他
立刻投入到赛前紧张的准备阶段。他利用
学校的教学实操车反复拆卸、检查、测量、
组装和汽车故障诊断。“那天在比赛现场，
每一轮5辆相同的科鲁兹轿车，5人同时上
场，每人都必须通过数控铣工、汽车维修
工、变电运行值班员三项比赛。比赛主要是
故障诊断，要求选手在规定时间内找出问
题，排除故障，发动汽车。”李杰沉着应对，
打破常规思维，迅速找出了问题，以最短时
间发燃了汽车，夺得一等奖。正是他身上具
有的这种对技术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才
使他取得了成功，从而应证了“操千曲而后
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的道理。

“工匠”是这样炼成的
——记 2017年成德绵攀西高技能人才

交流赛汽车维修项目一等奖获得者李杰

□范灵知 涂伟强本报记者廖伯逊

11月15日，四川省“中国社会扶贫网”
推广暨扶贫移民宣传工作培训会在江油市
召开。江油作为县级市代表在会上交流了
构建社会扶贫大格局“1335”模式的经验。
所谓“1335”模式，就是构建“一张网”、实
施“三级联动”、强化“三大力量”和开展

“五大行动”，把贫困户的需求利用“中国社
会扶贫网”与社会资源精准对接，探索出了
一条脱贫攻坚的新路径，奏响了社会扶贫
的大合唱。

中国社会扶贫网是全国唯一具有政府
公信力的社会扶贫公益网络平台，江油抓
住四川“中国社会扶贫网”推进试点县（市）
这个难得的机遇，秉承“只要有利于贫困群
众的事情都要全力落实、只要与脱贫攻坚
相关的工作都要争创全省一流”的理念，主
动作为，让 77 个贫困村，建档立卡贫困人
口12268户34776人借助互联网优势，逐步
摆脱贫困。江油的做法引起了全省 21 个市
州、161个有脱贫攻坚任务的县市区的高度
关注。

构建一张互联网
爱心在阳光下连接

雁门镇斑竹园村是省级贫困村，曾经
卖不出去的黑木耳、茶树菇、短裙竹笋等

“山货”，如今“摇身一变”，成了洋气的“寻
山记”品牌商品，搭上“电子商务”的快车，
网上销量达到1.2亿元。

斑竹园村地处江油北部山区，“特色山
货”外销十分不易。“尽管这些年加快交通
等基础设施建设，条件有所改观，但‘特色

山货’的外销却一直不甚理想。”斑竹园村
第一书记高党红说。

窘境，倒逼有志人士思考如何打造一
条“精、准、快”的销售路径？

改变的机遇说来就来。江油将“中国社
会扶贫网”与江油市委市政府门户网站及
江油发布等官方微信公众号实现信息共
享，与贫困户手机实时对接，第一书记、驻
村干部、农技员、家庭医生、村级管理员等
电话号码存入贫困户手机，实现连接互通、
多元共享。

网络扶贫的一张大网全面铺开。四川
中和云易农业机械有限公司董事长江宗和
从“中国社会扶贫网”了解到斑竹园村这一
情况，来到村里实地了解后，给出了解决方
案，并捐助了产业发展急需的2台除草机。

像这样“一举多得”的事例，在江油力
推的“互联网+社会扶贫”中不胜枚举。今
年，通过“中国社会扶贫网”的爱心电商平
台，组织118家企业对口帮扶77个贫困村，
为贫困群众提供就业岗位 600 余个，累计
投入帮扶资金2200多万元引导产业发展。

过去，爱心人士和贫困户直接对接大
费周章。如今，只需登录“中国社会扶贫网”
的网页或APP，贫困户就可以发布需求，爱
心人士可以发布倡议，在教育助学、医疗救
助、危房改造、产业发展、转移就业、技能培
训等方面实现线上成网、线下成网的“无
缝”对接。

手指轻轻一点
爱心在阳光下传递

“今后有什么需要，都可以向我反馈，
我会帮你把需要发布到‘中国社会扶贫网

上’，让你尽快得到爱心人士的帮助。”石元
乡石瓶村第一书记侯小银只言片语的叮
嘱，温暖了贫困群众心。同时，她还有一个
身份：中国社会扶贫网村级信息管理员。

此刻，她正同她的“战友们”奋斗在江
油决胜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上。由村第一书
记担任村级信息管理员，是江油的一大创
举。这些村级信息管理员思想素质过硬，提
笔能写，问政能答题，熟悉互联网知识，能
够将层层爱心传递到贫困群众身边。

65岁的王桂林是石元乡石瓶村建档立
卡贫困户，典型的空巢留守老人。一到冬
天，王桂林双手的冻疮让洗衣成了“欲罢还
休”的巨大困难。侯小银把她的需求编排成
文字、配上图片，放到了“中国社会扶贫网”
上。两天后，江油市城投公司把王桂林老人
需要的洗衣机，拉进了村，送到了家。

“真的是万分感谢共产党，感谢城投公
司！有了洗衣机，冬天洗衣服再也不怕冻手
了。”拉着侯小银的手，王桂林感激地说。

为了能把“好事做好、好事做大”，江
油按照政府搭台、社会主导、协力攻坚的
原则，引导动员市内国有民营企业、社会
团体、非公企业等积极注册，48346 颗“爱
元素”组成了“爱的太阳”；组建信息管理
员、技术保障员、监督管理员等“五支队
伍”，指导乡（镇）、村两级从网站 APP 推
广、下载、使用、贫困户需求信息采集、发
布、审核、爱心对接等方面强化服务，当
好“主人翁”。

截至目前，在村级管理员的帮助下，全
市 12268 户贫困户注册率 100%；发起贫困
需求18478条，成功对接贫困需求9613条，
对接成功率 52%；发布爱心捐赠 6155 条，
成功对接爱心捐赠 4519 条，对接成功率
73.4%。

“五大行动”给力
爱心在阳光下播撒

“今后产业会发展得更好。”这既是大
堰镇集贤村产业发展的硬化村道，更是村
民们致富奔康的大道。

大堰镇集贤村青花椒、家禽养殖等村
产业发展粗具规模，然而村民的入户道路
严重制约了集贤村农业产业的发展。为解
决产业发展后续难题，大堰镇通过“中国社
会扶贫网”发起“百米回归线帮扶计划”众
筹，共获得线上众筹资金10920.13元，线下
筹资 30 万元，合计 31.092013 万元，全部用
于大堰镇集贤村贫困户的道路硬化。

据悉，2016年以来，江油开展了爱心智
能手机架设连心桥、贫困户注册全覆盖、电
商扶贫、扶贫众筹和“感党恩、传家风、早脱
贫、奔小康”宣传展示“五大行动”。全市 54
家企业众筹扶贫资金 1334 万元用于 77 个
贫困村开展产业项目帮扶，惠及贫困群众
5800余人。

在江油《通信建设扶贫专项实施方
案》的指引下，77 个贫困村全部实现了
100M 光纤宽带接入和 3G/4G 网络信号覆
盖，覆盖用户达 15 万余人；有线网络主干
光缆 600 余公里，镇（乡）到村支干光缆
1300 余公里。

有了“信息骨架”的支撑，免费为全市
建档立卡贫困户提供的 1 万部智能手机，
达到了“落地开花”的效果。贫困户只需动
动手指、扫扫码、滑滑屏，扶贫网上心连心，
全面实现了指尖上的精准帮扶对话，展示
了江油脱贫攻坚成效，引导贫困群众树立
自立更生、脱贫光荣的理念和志向。

打造爱心“直通车”
——江油大力推动“互联网+社会扶贫”

□杨星月 涂伟强

岁暮隆冬，和煦的阳光洒向广袤的江
彰大地。在郁郁葱葱的小麦田与四季常青
的野山林中，掩映着一条承接成都平原与
秦巴峻岭的高速铁路。在阳光的照耀下，这
段在江油市境内全长 62.8 千米的“钢铁银
蛇”闪烁出动人心魄的光芒……

12 月 6 日，这条贯通西南西北的大动
脉正式运行。作为西成高铁与九绵高速交
汇的接点城市——江油，再次成为人们注
目的焦点。1200 多年前，诗仙李白感叹的

“蜀道难”从 1958 年变为“蜀道通”。如今，
伴随着西成高铁的开通，江油迈上了“蜀道
快”的新征程。

一条便捷高效的发展之路，西成
高铁带领江油进入发展“3.0”时代

“以江油为圆心、半径 1000 公里划圈
的话，中国近70%的人口都在其中。依据高
铁规划，将来江油到北京、上海等中国最有
活力、最繁荣的城市都在 8 小时左右。”市
投资促进局在推荐江油优势资源时，也将

“西成高铁”放到了首位。
上世纪 60 年代，一条宝成铁路，让江

油奠定了这座城市中国西部重要的特殊
钢生产基地和四川工业重镇的产业本底。
如今，西成高铁的开通势必唤起“江油的
新革命”。

西成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中
的重点项目，也是全国“五纵五横”综合运
输大通道和区际铁路干线通道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四川省境内 165.836 千米，江油
市境内就占62.8千米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济快捷高效
的高铁日益成为沿线各市县扩大对外开放
的“锐厉重器”，争取一个高铁停靠，其重大
的经济社会意义不言而喻。

江油成立了西成铁路建设领导小组和
指挥部，围绕西成客专建设需要，对标工程
建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明确相关责
任工作机制，及时协调和解决铁路建设征
地拆迁、企业搬迁、施工协调等问题；通过
多种方式和渠道为铁路建设的投入资金超
过 15 亿元，为全力服务好西成客专江油段
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谈起征地拆迁工作，厚坝城建办干部
唐明全说，“在了解了高铁带来的巨大好处
后，沿线群众让田地、拆房屋，做出了很大
牺牲，保障了工程建设的顺利推进。”

“虽然拆新房很舍不得，但也要支持修
在家门口的致富路。”厚坝镇高院村三组

村民、党员王光金当年带头拆迁了刚建好
的二层小楼。

一条深化改革的开放之路，西成
高铁成为江油发展的新筹码

“除了打工的年轻人，我们平时很少出
去，儿子在北京打工只在过年才回来。”在
小溪坝场镇开小卖铺的舒大姐望着不远处
的高铁桥梁高兴地说，“以后我也去西安看
看，去北京看看！”

“正是因为江油拥有宝成铁路和西成
绵高铁，我们选择了江油。”落户江油的星
联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去年实现产值 1 亿元
以上。以溶洞旅游为主要特色的“中华洞
天”与这家企业有着相同感受：“相信高铁
开通后，企业发展会更好。”

江油境内共拥有 3 个高铁站。西安到
成都也由目前的 13 个小时缩短至 3 小时
左右；从江油出发到北京只需 8 小时左
右，到成都将不到 1 个小时。这将进一步
更新江油区位名片，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对江油更好更快地融入成都经济圈和成
渝经济区，促进经济发展将产生重要而深
远的影响。

受此影响，今年 1 至 6 月，台湾大中华

产业联盟、91 农业、上海电气环保集团、浙
江日昌升、华为集团等在国内相关领域具
有一定影响力的企业到江油考察投资环
境，洽谈重点项目 77 个。高新企业华博易
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落户江油。

一条传播美名的旅游之路，西成
高铁广播江油的大美形象

狭长的街道上，两三步就有一个当地
村民自营的小摊位。摊位背后，饱经风霜的
明清庙堂和商贾会馆林立，一座历经沧桑
的清代石拱廊桥，记录着悠长岁月积淀下
来的浑厚文化和小镇曾经有过的辉煌。这
就是曾盛极一时的青林口古镇。

饱览青莲古镇，追寻诗韵唐风；顾盼
“乾元”“老君”，感悟大道敦化；悠赏“窦圌”
“观雾”，“酌取”最美生态……作为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江油从
不乏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其中，绵阳华夏
历史文化科技产业园、李白文化产业园等
旅游项目的建成投用将进一步提升江油文
化旅游品牌影响力。

但是，景区要实现发展，让八方游客行
得顺畅、玩得方便，交通至关重要。如果说，
近年来，江油以“一核四环两片”为指引的
全域旅游布局建设完善的全市县道、村道
是“毛细血管”，那么西成客专的高速铁轨
便是注入血液的“大动脉”。

西成客专开通后，江油凭借自身旅游
资源可轻松融入西成高铁“历史文化旅游
路线”，成为南接成都，北眺西安的中转节
点，境内三个站点预计分流120万人次/年，
届时将形成“西成客专+江油文旅品牌=更
多‘过夜游’旅客”的良好局面。

迈上“蜀道快”的新征程
——江油全力助推西成高铁建设纪实

本报讯（江文）为稳步推
进江油水稻制种产业发展项
目实施进度，江油市农牧局
采取三项措施确保高效高标
准完成 2017 年水稻制种基地
建设项目。

一是严格把关，确定招选
单位。江油市农牧局严格要求
镇、村遵守项目实施程序，对投
标单位进行严格的审查，确保
招选程序的公平公正，最终公
开招选确定施工单位，顺利推
进项目建设。

二是专题研究，推动项目
实施。田间工程项目开工前由
于原材料大幅涨价导致施工单

位积极性不高，得知情况后江
油市种子站层层汇报，通过江
油市种子站、局分管领导、主要
领导和施工单位共同研讨协
商，最终顺利推动项目开工建
设，为我市完成水稻制种产业
发展项目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强化监管，确保质量
安全。市镇村三级领导高度
重视，开工一个月内市农牧
局分管领导、种子管理站工
作人员多次前往施工现场督
促监管，镇村建立质量安全
监督小组，实施现场监督施
工单位，保证工程能够按时、
按质、按量完成。

江油三举措
推进水稻制种基地建设

本报讯（江文）江油市安全
监管局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安
全生产依法治理工作，将安全
生产与民生工程建设、与经济
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使安全生
产工作初见成效，为建设“四个
江油”营造了良好的安全发展
环境。

领导带头讲安全。一是向
市党委政府和部门、乡镇及生
产经营单位讲安全。应江油市
安监局邀请，绵阳市安监局党
组书记、局长银登春到江油开
展安全生产专题讲座，各乡镇
分管领导、安办主任，安委会成
员单位分管领导、安全工作人
员共 200 余人受到了教育培
训，提高安监执法能力。二是开
展行业领域专题讲座。局领导
还应邀到乡镇、社区、企业开展
安全生产综合监管、非煤矿山
管理、危化品和烟花爆竹管理、
安全社区建设等专题讲座。

依托社区创安全。截至目
前，江油已成功创建成 9 个

“省级安全社区”，新启动 3 个

省级安全社区，40 个绵阳市级
安全社区。各项指标全面超额
完成，各项工作走在了全省前
列。被省政府安办考评为 2016
年度省级安全社区建设先进
单位。

勤走基层宣安全。一是以
“走基层”活动为契机，由局领
导带队，每位局领导每月至少
开展 1 次“走基层”活动，深入
区县、乡镇、村社、企业开展安
全生产政策法规宣传，不断提
高基层特别是一线操作人员的
安全生产和自我保护意识。二
是编印了群众生产生活直接相
关的安全生产政策法规读物，
结合安全生产“七进”活动深入
开展送安全法规下乡活动，指
导基层安全监管部门将安全生
产法规宣传到乡镇（街道）和村
社（社区）。三是充分利用“江油
市安全生产月”活动和《江油新
闻》“安全生产重于泰山”专栏
等栏目，不断提高安全生产政
策法律和安全知识的宣传深度
和广度。

江油倾力营造
安全生产环境

作为规模
工业企业占江
油全市71.56%
的江油工业园
区，按照布局
合理、产业协
同、资源节约、
生态保护的原
则，对工业产
业集群进行规
划布局和功能
定位，根据资
源禀赋、经济
基础和市场需
求，培育一批
特色鲜明、体
系完整、协作
紧密、结构优
化、创新驱动、
环境友好的产
业集群。位于园
区内的江油市
涪江东南片区
生态环境整治
工程项目于近
日顺利竣工，并
通过验收。

（江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