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县域·盐亭 32017年12月22日 星期五
主 编 李 俊 编 辑 刘小庆 组 版 张 琳 总校对 彭会琼

本报讯（记者 安达福）近日，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遗产授牌仪式在四川武胜举行。四川盐亭嫘祖蚕桑生产系
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属物质文化遗产，是全球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嫘祖故里，盐亭县积极
开展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发掘工作，通过县政府申报、省
级农业管理部门审核、专家评审等程序，“四川盐亭嫘祖蚕
桑生产系统”等29个传统农业系统入选第四批中国重要农
业文化遗产。“四川盐亭嫘祖蚕桑生产系统”包括嫘祖蚕桑
历史文化、农业景观、蚕桑传统生产技术、蚕桑民俗文化、特
色蚕桑产品等。

“四川盐亭嫘祖蚕桑生产系统”成功入选中国重要农业
文化遗产，意味着“盐亭嫘祖蚕桑”的历史地位获得国家肯
定，对盐亭县加快嫘祖文化圣地建设、嫘祖蚕桑文化开发和
进一步扩大嫘祖蚕桑文化知名度、影响力都具有里程碑意
义。下一步，盐亭将继续加大对嫘祖蚕桑生产系统的保护，
深入挖掘丝绸文化的内涵，传承弘扬农耕文化，尽快推动嫘
祖蚕桑生产系统申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嫘祖蚕桑生产系统入选
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本报记者 安达福

作为丘区农业大县，盐亭县脱贫攻坚压
力大——全县共有省定贫困村84个，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11653 户 27217 人，贫困发生率
5.55%。打赢脱贫攻坚战，是一场硬仗中的硬
仗。到 2016 年底盐亭已精准减贫 7498 户
18224人，9个贫困村摘帽退出。

成绩异常显著，战斗依然未完。今年，盐
亭紧紧锁定聚焦“两不愁、三保障”和“四个
好”目标，全面推进产业发展、增强帮扶实
效、推动稳定脱贫、激发内生动力，扎实抓好
脱贫攻坚各项工作，高质量完成25个贫困村
退出、3466名贫困人口脱贫的目标。

健全机制

确保打赢脱贫攻坚战

盐亭县委、县政府始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全
县头等大事、第一政治任务、头号民生工程。今
年以来，先后启动“春季攻势”“夏季战役”和

“百日攻坚”战役，下足绣花功夫，精准施策，攻
坚克难，顺利推进脱贫攻坚各项工作。

落实目标责任制，进入“脱贫攻坚大会
战”以来，盐亭县将省下达的 25 个贫困村退
出、3466个贫困人口的减贫任务分解下达到
了乡镇和村，将贫困人口退出细化落实到具
体的户和人，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将脱贫
攻坚年度目标任务落实到了行业部门、帮扶
部门和具体的责任人。同时，建立“双首长”
联系制，对今年拟退出的每个贫困村落实两
名县级领导联系帮扶，协调解决项目推进、
产业发展、集体经济增收等问题。

建立常态暗访督查制度，县纪委、组织
部、目督办和脱贫办协同配合，开展专项督

查和暗访 7 次，抽调 420 余名干部对所有贫
困村和贫困户实行全覆盖督查，对发现的7大
类 541 个（省发现 4 个、市发现 51 个、县发现
486个）问题发“点球”至乡镇和部门，全程监
督整改，确保落实到位。

建立“特派员”制度，从县脱贫办抽调16名
干部到25个贫困村包村帮扶，蹲点开展业务指
导，规范脱贫工作程序，提高脱贫工作质量。

健全脱贫攻坚长效机制，出台《全面决
战决胜脱贫攻坚 52 条硬措施》，进一步完善
了全县脱贫攻坚指挥体系、责任体系、工作
体系、督查体系和奖惩体系。

一系列制度、体系的建立为后续相关政
策制定和执行，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在对贫
困人口“摸底”过程中，盐亭县做到了贫困底
数、问题、对策、责任和任务“五清”，确保识
别对象“零差错”，信息录入“零误差”，切实
做到了户有卡、村有册、乡有簿、县有档。

产业为基

贫困户走上发展“快车道”

盐亭县是一个农业大县，农户收入全靠
种植传统农作物，缺乏特色产业，更没有发
展出具有品牌影响力的支柱产业。鉴于此，
盐亭县出台了《关于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脱贫
攻坚的意见》，大力发展特色产业，推进脱贫
攻坚；召开片区产业扶贫推进会、新型经营
主体暨银企对接座谈会和产业扶贫现场会
等，通过发展九大特色产业带动脱贫解困。
同时，组织拟脱贫的贫困村支部书记、乡镇
书记和县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到江油、梓潼进
行参观学习，进一步拓宽产业发展思路。

如何把产业发展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
起来？盐亭精准发力，支持龙头企业与贫困

村开展对接，通过产业扶持基金和扶贫小额
信贷入股企业，与贫困户建立“保底分红”

“二次返利”“优先就业”等利益联结机制，强
力推进产业发展。面对人多地少、基础设施
薄弱的地区，盐亭结合当地贫困户经济薄
弱、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等特点，启动创新改
革，推进“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
股东”，通过一个个专业合作社，让贫困户能
从产业发展中获得持续回报。

如今，在盐亭，一个个特色产业如雨后
春笋显现在贫困地区。据统计，今年以来，全
县新发展中药材、水果、核桃、藤椒等产业扶
贫基地 26000 余亩，带动 700 余户贫困户人
均增收 1100 余元，精准脱贫 1760 余人。有效
使用产业扶持基金2954万元，累计发放扶贫
小额信贷 7401 万元。实施科技产业扶贫、电
商扶贫和旅游扶贫项目 42 个，举办了“春风
送岗位”等5场就业扶贫专场招聘会，开发了
社会治安协管、保洁保绿等公益性岗位125个，
新增贫困家庭劳动力转移就业 300 人。开展
各类职业技能培训 1.2 万人次，解决贫困人
口就业 850 余人，实现人均纯收入 4500 元以
上。通过努力，退出贫困村集体经济收入和
脱贫户人均纯收入均全面达标，并具备了持
续造血功能。

社会扶贫

增强贫困村帮扶力量

麻秧乡天水村建档立卡贫困户63户151人，
贫困发生率14.3%，是全县典型的贫困村。近
年来，盐亭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扶贫工
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对脱贫攻坚的推动作
用。2015年，成立了“天水村思乡协会”，动员
在外成功人士筹集和募捐资金，多方联动推

进脱贫攻坚，带动整村经济社会发展。
据介绍，“思乡协会”以基金为“引子”，

撬动财政、企业等多方资金投入该村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建设、帮扶救助等方面，充分发
挥互助基金的最大效益，通过“五联五强”带
动整村脱贫奔康。目前，通过协会的努力，全
村扩建通村道路 15.7 公里，新建垃圾处理池
14 口，整治山坪塘 13 口，已基本形成交通网
络完善、农业基础夯实、综合服务健全的新
格局，为脱贫攻坚打下坚实基础。

同时，通过引进天水缘农业公司，从基
金中拿出 200 万元入股公司，通过“基金+公
司+贫困户”模式，发展“特色水果+中药材”
的立体种植产业。以产业发展为村民带来土
地流转或入股分红、就地务工等更多增收途
径。2016年，全村农户通过土地入股，二次实
现人均保底分红214元、就近务工增收6000至
8500元，累计实现收入7100元以上。去年，全
村贫困人口减少至 30 户 66 人，贫困发生率
降到6.2%，今年将实现全村脱贫摘帽。

这仅仅只是盐亭社会扶贫的一个缩影，脱
贫攻坚战进入全面冲刺阶段以来，盐亭实施精
准帮扶全覆盖，在“五个一”帮扶力量基础上，
为84个贫困村增加了1个家庭医生服务团队，
全县共派出第一书记86人（含副书记2人），驻
村工作组84支267人，农技员93人，落实贫困
户联系帮扶干部7808名；12个市级部门在7个
定点联系的贫困村共计投入资金966余万元；
33名县级领导、74个县级部门联系帮扶84个
贫困村，落实帮扶资金1173余万元；实现了村
村有帮扶单位、户户有帮扶干部。

面对艰巨繁重的攻坚任务，盐亭县各
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迎难而上、背水
一战，以更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决打赢
这场硬仗中的硬仗，向党和人民交出一份
无愧的答卷。

高质量完成今年25个贫困村退出、3466名贫困人口脱贫目标——

盐亭：加足马力冲刺 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讯（盐宣记者安达福文/图）近日，
盐亭县非遗文化进校园暨“绵阳市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习基地”授牌仪式在盐亭职校
举行。仪式上，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项目《耍蚕龙》赢得在场观众的阵阵掌声。

作为盐亭现有的 6 个省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耍蚕龙》于2009年7月被四川省人民
政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据盐亭县文广新旅局副局长赵良田介
绍，《耍蚕龙》是盐亭独特的民间祭祀嫘祖
的民俗活动，也是纪念嫘祖的一种祭祀型
舞蹈。其由来可以追溯到黄帝元妃嫘祖种
桑养蚕时期。“在古西陵盐亭县城的先民在
长期的种桑、养蚕、抽丝、编绢、制衣的劳动
中，发明了‘耍蚕龙’的民俗活动。”赵良田
说，蚕龙就是蚕农们供蚕做茧的专用工具
草龙的技术加工和美化，用蓑草、稻草或麦
草做成，故而又称“草龙”。

由于传统农业的转型，现代养蚕技术
早已不再使用蚕簇，《耍蚕龙》一度衰落，
为弘扬和继续良好传统文化，充分展示

“嫘祖故里”深厚的文化底蕴，盐亭加大对
《耍蚕龙》保护和宣传力度，按照“全面普
查、及时抢救、积极申报、合理规划、科学开
发、传承发展”的原则，继承和弘扬优秀传
统的民族文化，为促进《耍蚕龙》保护工作
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1 年，四川省少数民族运动会在绵
阳召开，盐亭县《耍蚕龙》作为表演节目，
首次登上大雅之堂，并荣获金奖，被组委
会确定为 2003 年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指
定表演节目。2009 年 7 月被四川省人民政

府公布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
代表性传承人为刘世龙。现在，《耍蚕龙》
已经成为盐亭一年一度的蚕姑庙会期间
最主要的民俗活动之一。

加大宣传保护力度加大宣传保护力度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耍蚕龙耍蚕龙》》成盐亭非遗成盐亭非遗名片名片

□本报记者 安达福

能吃苦、有冲劲，用心为村民谋发展，
扑下身子干实事，这是盐亭柏梓镇云龙村
村民对驻村“第一书记”龚珍林的印象。产
业效益低、村民收成少、交通出行难、产业
发展难一度是云龙村的真实写照。现在，
村子道路通了、产业有了，村民脱贫摘帽
更有信心。

这一系列的改变离不开龚珍林的努
力。2015 年 7 月，经过选派，县人大常委会机
关干部龚珍林来到该村担任“第一书记”。
两年多时间，他带领村两委班子成员和村
民们抓阵地促党建夯基础，修富路建水渠
搞产业。如今，这里生产设施改善、生活条
件改善，贫困村改头换面，脱贫摘帽斩穷根
的势头轰轰烈烈。

近日，记者来到云龙村见到龚珍林时，
他正在和村里的同事细化今年的脱贫攻坚
任务完成进度表。在墙上的云龙村脱贫摘帽
贫困户分布作战地图上，一个个贫困户被涂
上不同的颜色，24户36人贫困人口分布在哪
儿，赫然在目。据龚珍林的同事袁本计介绍，
相较于其他的年轻“第一书记”，龚老对工作
是细之又细。“白天入户、晚上整理资料，常
常还夜里‘挑灯’。”袁本计说，刚开始，班子

里的同事还很不适应，经过不到一周的磨
合，大家也都其乐融融。

白天忙，晚上还在忙。由于是县城机关
下派的驻村书记，相比一般村干部，龚珍林
的政策熟路子也相对较广。被选派为“第一
书记”后，他跟着村干部一起走村入户，了
解该村贫困情况。他常说，“精准扶贫”不单
单只是把脱贫工作瞄准区域，更要瞄准个
体，找准一家一户的脱贫路径。为了做好精
准的脱贫规划，龚珍林挨家挨户走进村民
家中，深入田间地头，与村民面对面交流，
沟通分析具体情况。他发现村道路狭窄不
平，大雨过后更是泥泞不堪，村民出行不
便、饮水困难、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等成为群
众反映最多、亟需解决的问题。为此，他东
奔西跑，找来近 300 万资金用于村级基础设
施改善、贫困户精准施策。经过龚珍林的努

力，云龙村精修山坪塘 3 口、蓄水池 2 口、硬
化水渠 200 米、埝带桥 1 座，硬化道路近 20
公里。同时，接通了通村的天燃气、互联网，
购置了电脑、打（复）印机、照相机，极大改
善了村子的基础设施条件。

一条条平坦的水泥路，直通云龙村各
户家门口。道路两旁，栽满了核桃树。这既
是村民的“摇钱树”，也是云龙村重点打造
的产业。以往，村民多以种植玉米等传统农
作物为主，经济效益低下。核桃市价常年保
持稳定，经济效益更好。为此，龚珍林争取
县人大支持，在云龙村建设 700 亩的绿色桃
核基地，成立专业合作社将贫困户纳入其
中，增强贫困户造血能力。云龙村村民陈沛
书说：“龚书记关心我们贫困户，大力支持
我们发展产业。”今年，陈沛书养了 100 多只
鸡、十几头羊、一头母牛和两头猪，预计收

入在 1 万元以上。
经过两年多的驻村帮扶工作，如今的

云龙村基层组织功能明显增强，贫困群众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贫困户数从2015年
的 44 户、141 人减少至 24 户、36 人，支柱产
业与精准帮扶并举的脱贫致富格局初步形
成。“扶贫中，政府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脱贫中，脱贫者‘收人以鱼’更‘学人以渔
’。”龚珍林说，脱贫要靠政府帮扶，也要靠
贫困户自身努力。

龚珍林告诉记者，虽然目前驻村脱贫工
作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离需求目标还有一
定的差距。接下来，他们将按照“四个好”的
目标，按照脱贫攻坚的各项标准，认真做好
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通过这
些工作，实现脱贫目标，最终达到全村整村
脱贫，让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好。

斩穷根 摘穷帽 脱贫攻坚出高招
——柏梓镇云龙村“第一书记”龚珍林扶贫记

本报讯（记者 安达福）近日，由盐亭县教育和体育局主
办、盐亭云溪小学承办、盐亭县青少年活动中心协办的
2017年“雅言颂文明·经典润人生”中华经典诵读比赛活动

（决赛）在云溪小学隆重举行。
通过初赛和复赛的严格选拔，来自各教体办和直属学

校的 22 支代表队进入决赛。同学们通过声情并茂的诵读、
载歌载舞的表演，将中华传统经典词赋和极具时代特色的
诗歌演绎得淋漓尽致，为现场2000多名观众呈现了一场丰
盛的精神大餐。比赛在《读唐诗》中拉开序幕，随后，《宝贝
诵经典》《袁诗荛笔走龙蛇掀狂澜》《追梦》等节目纷纷亮相
舞台。这些选材紧紧围绕活动主题，或吟诵经典，或讴歌时
代；孩子们根据诵读内容或着优雅古装、或着卡通服饰、或
着红军长征服装……他们和着音乐的节奏，将诵读与演唱、
舞蹈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突出故事性与情景化，俨然像一台
精致的舞台剧，让观众沉浸在中华经典诵读营造的优美情
境中，让人叹为观止。

22支代表队参加2017年中华经典诵读比赛

本报讯（记者 安达福）为做好“今冬明春”森林防火工
作，加强应急处置和扑火队伍建设，健全应急机制、提高全
民意识，近日，盐亭黄甸镇组织片区民兵应急队伍，开展森
林防火应急演练活动。

演练开始前，专业森林防火人员就如何处置突发性
火灾事故，提高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进行了
讲解。同时，对如何正确使用高压水枪、消防灭火器具
进行了讲解和示范，让每个参与训练的队员熟练掌握
高压水枪、消防灭火器具的使用。此次演练项目包括打
火工具的使用及相关扑火工具的配合等内容。随后，
按照演练方案，参演队伍随即采取分兵扑救与协同作
战、控制火头与打火翼相结合的战术，使用高压水枪、
灭火器等扑火器具，对火场进行了快速、高效、有序地
扑救。经过 15 分钟的扑救，将大火彻底扑灭，应急演练
取得了圆满成功。

整个应急演练安排周密、组织有力，各方应对火情反应
迅速、指挥有方、处置得当，达到了实战练兵的预期目的，为
进一步做好今年森林防火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

黄甸镇组织开展
森林防火应急演练

本报讯（记者 安达福）近日，盐亭县首届青少年围棋公
开赛圆满落幕。比赛中，来自盐亭各地的 38 名青少年围棋
爱好者同台竞技、大秀棋艺，这也是该县首次组织青少年围
棋比赛。

赛场上，小选手们纵横对弈，排兵布阵、你来我往，在无
声的棋盘战局上进行着激烈的拼杀。别看他们年纪不大，但
个个沉着泠静，有的深思熟虑，有的一锤定音，每一步都扣
人心弦。经过两天的精彩角逐，王峻鹏、孙梓杰、何浩源三位
小朋友分别斩获前三名。

此次比赛旨在活跃盐亭青少年体育文化生活，开发青
少年智力，使围棋这项具有中华民族古文化特色的体育运
动更好地融入到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去，为培养围棋体育后
备人才，推动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开展增添动力。同时，此
次青少年围棋比赛活动，给盐亭县围棋小爱好者们搭建了
学习、交流的平台，不仅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也培养了
大家广泛的兴趣爱好。

38名选手竞技
首届青少年围棋公开赛

本报讯（记者安达福）近日，盐亭县公安局消防大队开
展高层住宅消防火灾逃生演练，切实增加消防官兵对高层建
筑的熟悉掌握程度，提升消防大队整体灭火救援作战能力。

此次演练模拟某高层建筑一住户因充电不慎引起电线
短路产生电火花引起“着火”，由于此楼层可燃、易燃商品
比较多，火势迅速向周围蔓延，整层楼房布满烟雾，且高层
有 10 多名人员被困，形势十分危急。指挥中心接到报警
后，迅速调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大队迅速到达现
场，组织火情侦察小组深入火场内部进行火情侦察，确定
被困人员数量、位置以及现场火势情况后，按照“救人第
一，科学施救”的指导思想，警戒、疏散、救人、灭火、供水、
破拆迅速展开行动。

随后，救援官兵采取“固移结合、区域夹击、逐层灭火”
的技战术措施，在警地联动、区域联合的紧密配合下，消防
大队利用车载水炮进行外围压制火势，利用室内消火栓及
垂直铺设水带进行灭火，水炮、水枪从内外打击着火点，在
强大的攻势下，经过20多分钟的战斗，“大火”被成功扑灭，
整个灭火演练圆满结束。

盐亭消防开展
高层住宅火灾逃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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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龙是依照传说中龙的形象制作完成，共9节，其龙头、龙角、龙眼、龙口、龙牙、龙尾、龙
花纹全用茧子做成，唯有龙须是用棕丝而做。蚕龙长10余米，身体直径1米左右，在龙的每一
节下边系一根长4尺的竹杆，供表演者舞龙时操作而用。《耍蚕龙》表演共由10人组成，其中9
人舞龙，1人扮蚕姑娘。音乐是先秦以前的古曲牌，用打击乐器和唢呐合奏。舞龙时，舞龙者
一律足穿厚底短扣靴子，身穿绿色衣服，并一字长蛇阵排开，伴随着威风锣鼓，踏着节奏，
时而跳跃腾挪，时而盘旋缠绕，时而狂奔如脱兔，时而静立如处子。整个舞蹈表演主题都是
源于蚕浮蚁、退砂、起蚕、采桑、给桑叶、翻簸、捡老蚕、摘茧、卖茧、拜蚕神、谢天恩等生活。

《耍蚕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蚕桑生产中独具特色的标志性文化产物，是人
类由树叶兽皮进化到衣着文明的历史文化传承。每年农历正月初八蚕过年、二月初
十嫘祖生日、九月十五日酬蚕节，盐亭城乡都要广泛开展舞蚕龙等民俗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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