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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平政河出水口的影响，阻碍
了市民的直接游览路线，可通过五一
湿地次入口——上梯步——下梯步
——间接进入东原大桥段观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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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区整体呈带状分布，总面积约140000m2。项目的设计在强调保护
好现有滨河景观的前提下，重视恢复和重建地方特色的湿地生态系统。

已建湿地修复区

规划区域

观赏草主题公园

已建休闲运动区

图例：昨日下午，记者在项目建设现场看
到，工程车来回穿梭，将清理出来的土
方外运，近 10 名工人在机器的配合下
进行紧张作业。“目前已完成杂草及垃
圾清理，河道梳理地形地貌塑造，种植
土回填等前期工作，力争春节前完成
项目基础建设，为开年后植物栽植，硬
质铺装创造有力条件。”项目施工负责
人王少祥介绍，今年 3 月，将会对整个
场地进行水生植物的摘植和乔木灌木
花草的配置，同时进行人行步道的铺
装，力求给广大市民呈现一个鸟语花
香的湿地景观。

“三江湖湿地区域是绵阳城区的生态

本底。”市林业局副调研员李佐斌告诉记
者，然而，长期以来，项目实施区内河滩岸
线凌乱，恶性杂草和外来有害生物长期滋
生蔓延，严重威胁该区域的生物多样性，
此外，鸟类栖息地空间狭小，缺乏活动场
所。“为破解这一系列难题，去年12月，我
市启动建设三江湖（五一外滩）湿地生态

恢复及鸟类栖息地改良项目，并列入全市
河长制2017年任务清单。”

据介绍，三江湖（五一外滩）湿地生
态恢复及鸟类栖息地改良项目位于涪江
二桥至东方红大桥的涪江右岸，属《三江
湖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中的湿地生
态恢复重建区。主要建设内容为鸟类栖

息地改良 1.6 万平方米、湿地生态修复
10.5 万平方米、人行步道 4 公里，具体包
括种植水生植物、种植园林植物、铺设游
步道、恢复湿地水体等，预计今年 7 月底
竣工验收，项目建成后，将形成集观光、
游憩、休闲、科普、锻炼为一体的珍稀鸟
类栖息地。

市民亲水休闲再添好去处
三江湖（五一外滩）湿地生态恢复及鸟类栖息地改良项目开工建设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 推动绵阳发展和科技城建设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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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谢艳）记者
日前从市安监局获悉，从即日
起至 2018 年 3 月底，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安全生产十项专项整
治行动，切实做好岁末年初安
全生产工作，有效防范各类事
故反弹，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
发生，为全市人民营造一个安
全、祥和的新春佳节氛围。

据介绍，本次专项整治行
动将紧盯岁末年初安全生产规
律和特点，紧紧抓住重点行业、
重点企业、重点环节、重点部
位、重点时段：全面开展冬季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大会战，重点
整治无资质施工、违法转包分
包、不按设计施工等违法违规
行为，以防重点窒息、冒顶片帮
和运输伤害事故为重点，开展

非煤矿山安全专项整治，开展
以涉及“两重点一重大”为重
点，突出氯、氨、氰化钠和液化
石油气等高危化学品专项整
治，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违
法生产、运输、储存、销售行为，
全面开展电气火灾、工贸行业
安全治理。此外，还将对特种设
备、人员密集场所、民爆器材等
领域开展专项治理，超前研判
各种安全风险，制定采取针对
性的管控措施，全面排查各类
事故隐患。

市安监局有关负责人表
示，以本次安全生产专项整治
行动为主要抓手，坚决克服麻
痹和携带思想，认真做好岁末
年初安全生产工作，为全市人
民守好“安全关”。

我市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整治行动

营造安全祥和节日氛围

本报讯（记者 王庆）记者
从 1 月 8 日召开的全市 2018 年
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安排部署会
上获悉，2018 年全市易地扶贫
搬迁任务 999 人，分布在梓潼
县、北川羌族自治县、平武县、
三台县，落实中央预算内投资、
省级资金及信贷专项资金共计
5620.37万元，目前正进行住房
建设的规划选址、勘察设计、立
项审批等前期工作。

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要精准搬迁，精准脱贫，严格
政策标准，下足“绣花”功夫，全
力推进此项工作；要明确时间
节点，挂图作战，3 月底前要实
现住房建设全面开工，7 月底
前完成住房建设任务，10 月底
前完成搬迁入住、宅基地复垦、
配套基础设施等工作。

为了保证易地扶贫搬迁项

目的质量，市发改委要求各地
要坚持“安全第一，质量至上”
的原则，认真执行勘察设计、施
工监理、质量监督、竣工验收等
农房建设基本程序，确保每一
处项目都建成质量过硬、群众
满意的品质工程、民心工程。
同时，做好廉政扶贫，破除扶
贫领域“四风”，深入开展作风
问题治理整顿，坚决防止形式
主义、官僚主义的出现，严禁
项目资金分配及使用中的“微
腐败”现象，严禁数字脱贫、弄
虚作假等现象。

易地扶贫搬迁是精准扶
贫、“五个一批”中的重要方面。
为了高质量完成这一任务，市
发改委积极作为，目前已制定
了《绵阳市易地扶贫搬迁 2018
年实施方案》，将任务分解到项
目县、乡镇。

今年全市计划投入资金5620万元

易地扶贫搬迁999人

本报讯（陶鸿飞记者李桥臻）
近日，我市食盐质量安全监管
职能移交协议签字仪式在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会议室举
行，市盐政稽查处相关负责人
在食盐职能移交协议上签字，
这标志着我市盐业监管体制改
革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果，实现
政企分开，意味着市食药监局
正式履行食盐生产经营质量安
全管理与监督执法职责，保障
食盐质量安全。

按照国务院盐业体制改革
总体部署，根据省政府市政府关
于盐业监管体制改革方案和市
编委会关于划转食盐监管职能
及调整机构编制相关文件精神，
去年6月以来，市食药监局与市

编办、市经信委、市盐政稽查处
密切配合，有序、扎实推进各项
移交准备工作。市食药监局认真
组织学习食盐改革精神，积极参
与盐业体制改革方案修订，加强
与省局和相关部门汇报沟通，厘
清食盐监管职能职责，制定移交
实施方案，开展职能移交协商座
谈会和组织监管人员培训，确保
了移交期间工作不断、队伍不
乱、政策不变。

下一阶段，市食药监局将
以确保食盐质量安全为核心，
理顺管理体制，落实和强化监
管责任，围绕建立一支专业化
食盐监管队伍需求，进一步加
大对全市食盐监管的业务培
训，提高监管能力。

我市食盐监管职能移交市食药监局

保障市民吃盐安全

本报讯（邱实 记者 袁媛）藏汉一家亲，
绵阿兄弟情。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新一
轮对口帮扶藏区贫困县工作启动后，我市
2017 年投入财政资金 5382 万元，从产业
项目、民生保障、人才智力等多方面着手，
全力助推阿坝州红原县、壤塘县脱贫攻
坚，助力当地群众脱贫奔康。截至 2017 年
底，两个受援县已完成 20 个村退出，1110
户贫困户和 4201 名贫困人口脱贫的年度
目标任务。

在帮扶工作中，我市严格组织机构管
理，强化保障力度，于2017年4月对全市援
藏工作领导小组进行优化调整，下设 9 个
成员单位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多次召开市
委常委会议、对口帮扶藏区贫困县脱贫工作
推进会、帮扶地受扶地双方协调会等，专题
研究部署对口帮扶任务；近一年来全市选拔
了各类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志愿者等 175
人组成援藏队伍，组建两个藏区县前线工作
指挥部，并在资源、资金、项目、人才调配上
向受援县倾斜，凝聚起援藏工作合力。

为了进一步保障改善受援县民生条
件，我市在编制帮扶规划时，注重藏家新
村、牧道暖棚等民生项目建设，其中 2017
年共投入 1000 万元资金，用于贫困村基础
设施完善和住房改善，建成新村聚居点 3
个，建成村级保障性住房 183 套。同时，我
市对口援建红原、壤塘新一轮五年规划中
所涉25个援建项目已开工23个，已开工项
目中完工2个。

帮助贫困群众发展产业、脱贫致富是
第一要务。针对红原县、壤塘县基础条件
差、发展不足等特点，我市立足增强其“造
血”功能，重点帮助其发展特色种养、农畜
牧业、全域旅游、农村电商等产业。2017年，
我市在红原县、壤塘县共新建牧道160余公
里，改善了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解决了农
牧民奶制品外销、草原防火、就医、就学、行
路等难题；帮助打造藏区特色电商平台，利
用购食汇、食哈哈等我市现有电商资源，销
售藏区特色农牧乳肉产品，并在当地建成农
牧民专业合作总社、农民创业园等产业项

目，搭建优质产业、创业、就业脱贫平台。
此外，我市还依靠市场力量和社会资

源，扎实开展“春风、夏雨、金秋、暖冬”行
动，结对开展“万企帮万村”活动，积极动员
社会各界力量，参与到受援县脱贫攻坚工
作中来。2017 年共为两个藏区县争取到各
类社会无偿帮扶资金554.7万余元、物资折
款 78 万余元，争取规划外产业发展项目 2
个，计划投入资金 1600 万元。还通过开展
就业扶贫招聘会、开设扶贫专班、举行“传

帮带”活动等，加强就业帮扶、智力帮扶。
下一步，我市将按照“县摘帽村退出户

脱贫”要求，围绕藏区县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和年度对口帮扶工作方案，坚持问题导向，
突出工作重点，深入实施住房建设、教育保

障、医疗保障、产业发展、就业帮扶、干部人
才培养、社会力量扶贫等项目，百倍用心、
千倍用力做好帮扶工作，促进受援县经济
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努力建设幸
福美丽和谐藏区县。

投入财政资金5382万元，从产业、民生、智力等多方面着手

我市去年帮扶藏区4200多人脱贫

□本报记者 李春梅

冬日暖阳裹挟着青草的芳香迎面而来，
成群的黑猪撒着欢儿在田野里奔跑……绿
树、芳草、泳池、青砖瓦舍——这是猪崽仔
们的乐园。昨(10)日，在江油市方水镇白玉
村“白玉黑”有机黑猪示范基地，“猪倌”
刘定龙坐在办公室里，一边喝茶，一边通过
远程监控盯着猪崽仔们的一举一动。

30 年前，农村娃刘定龙拼命想要跳出
“农门”，经过不懈努力，他不仅顺利成为城
里人，还拥有了年收入逾千万的商贸公司。
然而，30年后，城里人刘定龙却总是被一种
情怀牵绕：房前屋后，自家自留地种的瓜瓜
小菜那么香甜，灶屋梁上挂的那一块腊肉，
总是吃一口馋三天。

为什么如今城里人花钱也吃不到原汁
原味的瓜果蔬菜、原生态肉类禽蛋？“我可不
可以将自己未来的产业发展定位于有机农
产品领域？让自己的家人，让更多追求生活
品质的人吃上真正健康、放心的农产品？”

想得再多，不如甩开膀子开干。
2008年伊始，刘定龙四处奔波，请教四

川农业大学相关教授，走访了十几个省市
的黑猪原产地，请教当地村里的老一辈传
统农家养殖能手，搜集了古老的养殖方法。
他想：生态有机循环，自有其奥秘。如果能
尊重自然规律，进行传承与创新，或许收获
的会是大大的意外。

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从 2008 年 12
月，刘定龙从西北抱回第一批黑猪仔进行试
养开始，到 2012 年 10 月 26 日，天农生态养

殖基地第一只猪宝宝出生，经过4年不懈的
摸索，刘定龙实现了从“商”转“农”的初衷，
不仅创立了天农生态食品开发有限公司，而
且于次年将“白玉黑”土黑猪肉以产、供、销
一条龙服务，“线上线下”双管齐下推向了市
场。2014 年，其公司不仅成为“绵阳市农业
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白玉黑”有机黑猪
还获得了国家有机产品认证书。

1月5日，老顾客尹大姐来到绵阳城区
“自留地”门店，从服务员手中接过了头几
天在微信上下单订好的两块五花肉。尹大
姐说：“不到三斤花了近三百元。”记者咂
舌：“好贵！”尹大姐却笑道：“好贵！好的才
贵！宁愿少吃点也要吃健康的、放心的！”

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刘定龙
从公司成立之初就定下了规矩，做一个有使

命感的企业，“生产让消费者安心，让家人放
心的食品”，经过几年步步为营的实践，从有
机黑猪、厚朴鸡到土黑猪，再到北川森林小镇
腊肉及有机杂粮，刘定龙说出了自己的肺腑
之言：“我们生产的每种农产品都饱含了心
血，已经超越了最初的情怀，而是一种信仰！”

正是执着于这样一种信仰，刘定龙才
在各行各业都在蹭“互联网+”热度的当下，
推出了“自留地”线下直营店，聚集了经得
起质量检验、时间考验的一批有机、绿色农
产品，让老百姓的餐桌真正“绿”起来。

“猪倌”刘定龙的“淘金”生态发展路——

把“绿色”美味送上千家万户餐桌

2017年绵阳投入援建资金130万元，继续用于阿坝州壤塘县吾依乡壤古村的食用菌种植基地，实施产业扶贫。预计今年产出香菇
60万袋，产值达到800万元。图为2017年8月25日，食用菌种植基地丰收的场景。 （本报记者苏东华 摄）

□ 本报记者 李灵越

昨（10）日，记者
在三江湖（五一外滩）湿

地生态恢复及鸟类栖息地
建设现场获悉，该项目已于去
年12月正式开工，部分码头施
工围堰已经开始拆除，工程总
量已完成40%，整个项目初
现雏形。按照计划，该项目
将于7月底竣工。

走基层走基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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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规划示意图 （上接第1版）
“一体”即：中央创新驱动

区，重点发展创新研发、教育及
培训、综合服务等；“南翼”即：
成熟型高新技术产业聚集区，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汽车及零
部件制造、新材料等产业，聚集
龙头企业，引领产业发展；“北
翼”即：依托中国工程物理研究
院等国家级军工科研院所，重
点发展智能制造、信息安全产
业，是产业发展后发潜力区。

与此同时，大力优化投资
环境，通过提供项目落地前的
信息咨询服务、审批时的一对
一帮扶服务、开工后的服务式
监管，为入驻项目串起“链条
式”政务服务体系，促进重大产
业项目引进。

合力攻坚
推进发展区提速“快跑”

日前，在位于科技城集中
发展区“南翼”的京东方绵阳第
6 代 AMOLED（柔性）生产线项
目建设现场，上百台旋挖机、打
桩机轮番作业，机器轰鸣、如火
如荼。工程总监负责人说：“工
地上，是我见到各级领导最多
的地方。以前是我们找领导办
事，现在是领导当我们的项目
服务员。”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

让资本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得
好。”这是绵阳的目标要求。

翻开科技城集中发展区目
标责任书，各责任主体分管领
导、市级相关部门都有各自的
负责项目，各区县（园区）及委
属公司也都“责任上肩”，纷纷
立足自身职能，“紧盯”目标任
务，狠抓项目引进落地实施，积
极推进已签项目，加快建设在
建项目。

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各级各
相关部门合力攻坚，对集中发展
区基础设施项目建设中的困难
和问题进行集中梳理，助推基础
设施项目快速、有序推进。

同时，集中发展区建设领导
小组办公室根据项目特点，坚持
周例会制度，随时梳理、更新各
大项目最新进展，收集各单位上
报需协调事项，协调解决项目建
设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全
力扫除项目建设“拦路虎”。

资料显示：去年以来，我市
重点协调解决了综合管廊等项
目土地报征、创业大道西延线

（九洲段）线形调整、高新区A3
号道路跨越兰成渝输油管线方
案调整等一批重大问题，百亿
投资计划顺利变现。

“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我
市上下正攻坚克难、砥砺奋进，
努力把集中发展区打造成为绵
阳新时代发展的强大引擎，为
国家科技城注入不竭动力！

构筑“城市新中心”
锻造发展“新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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