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王珊珊 记者 邓雪琳 文/图）“以
前这里山路不通，出行简直不方便得很，但现
在完全不一样咯！”近日，记者走进北川羌族
自治县白什乡鱼背村村民唐永秀家中，看到
门前的院落干净整洁，厨房、卫生间铺满了明
净的地砖，她感叹道：“现在不仅道路修到了
家门口，而且自来水直接通到了家里厨房，村
里家家户户的房檐屋角还进行了风貌打造，
党的政策真的好啊！”

事实上，鱼背村的变化仅是北川众多乡村
的切片之一。自 2017 年以来，北川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
神，在全县农村创新实施改厨、改厕、建院坝、
修入户便道“两改一建一入”民办公助项目，不
仅让越来越多的农户在生产生活方面得到有
效改善，也为高质量脱贫摘帽和实施乡村振兴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北川“两改一建一入”具体究竟怎么做
呢？摸清底数，应改尽改惠民生。去年以来，
北川按照农户自愿申报、村组干部核实、乡
镇驻村干部复核的流程，确定项目资金补助
对象，做到应改尽改，确保村民用上干净的
厨房厕所，有便捷的入户便道，生产生活得
到有效改善。

“我们俩口子身体一直都不咋个好，以前
下个山要走个把钟头，喂的猪还要赶到山下
去卖，这一来一回简直要人命啊！现在好了，
政府把路给我们修到了家门口，收猪的贩子
可以直接把车开到院子里，就在家门口就可
以挣到钱。”家住通坪村六组的段智义开心地

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民办公助和全面核查也是重要

举措。北川通过采取农民自建或联户建设的方
式，由村民自定施工方式、建设标准并监管施
工质量，县财政按照改厨改厕建院坝每项 100
元、通车入户便道7万元/公里、步行入户便道2
万元/公里的标准定额补助，差额部分农户自

担。而项目方面，北川则要求完工3日内乡镇组
织村“两委”、受益群众代表实地验收；发改、国
土等部门组成专项检查组，通过比对建设前后
照片、实地抽査等方式复核，经复核认定后，将
补助资金直拨到村级财务账户，由村拨付到农
户或施工单位。

如此一来，不仅能改到实处，还能提高效

率。家住安昌镇东升村的村民徐兴义对此深有
感触。他告诉记者，家里的厕所在去年 12 月就
改建完成并使用，洗漱台、浴霸、抽水蹲便器、
纸巾、垃圾桶一应俱全，其宽敞亮净程度，丝毫
不亚于城里人家。“自‘两改一建’以来，在帮扶
单位和干部的帮助下，我们村都在改厨房、改
厕所、建院坝，我们家改厕完成总共只花了一
周，效率相当高啊！”

不仅如此，在深入实施“两改一建一入”项
目的过程中，北川各地也在不断积极创新实施
方式。去年 10 月起，北川安昌镇所有厕所未达
标的农户，都在通过申报并获得项目资金支持
后对自家的老厕所进行了改造。为节约成本，
安昌镇成立了材料协调组，保证砂石水泥等材
料正常供应。由于全县都在搞‘两改一建’，工
人短缺，村上就组织施工队，采取集中施工的
方式，争分夺秒施工。同时还针对五保、低保、
残疾人等特困人群，利用帮扶资金再给补助，
以确保达标，提高群众满意度。

数据显示，2017 年，北川全县共完成改厨
11924 户、改厕 14203 户、硬化院落 7109 户，修
建通车便道 1110.96 公里，步行便道 52.65 公
里，有力改善了农村生产生活条件。1 月 27 日，
四川省政府分管领导对北川羌族自治县“两改
一建一入”工作作出肯定性批示；3 月 22 日，四
川省委办公厅《每日要情》以《北川县“两改一
建一入”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题，刊载北
川经验做法。

如今，一幅乡村振兴发展新画卷已然在北
川徐徐铺展开来。

改厨、改厕、建院坝、修入户便道

北川：“两改一建一入”绘出乡村振兴新图景

□本报记者 邓雪琳 文/图

驱车穿过北川老县城，约20分钟的车程就
可以到达曲山镇沙坝村阳荷笋种植基地。刚走
进基地，这样的场景便映入眼帘——高山峻岭
之间，绿油油的山头架满了水泥柱子，将基地
区分成一块一块大小一致的种植区域，而土地
上则盖满了厚厚的一层干草，随便掀开一处，
从地下冒出头来的阳荷笋都透着粉嫩，还沾着
晶莹的露水，看着鲜美可口。

“今天刚摘的这几箱阳荷笋下午就要发货
到成都，这段时间天天都是这样上午采摘，下
午发货，是要辛苦些，但是内心很幸福！”自打
进入采摘季节以来，基地负责人唐祖贵每天都
会在这片山头上“埋头”苦干。“除了这里，我们
还有一个更大的基地，300 亩土地的阳荷笋长
得都很漂亮哟！”

谈起当初种植阳荷的经历，他的话匣子打
开了，从部队退伍回来的他原本有机会得到政
府安置的工作，可他“叛逆”地拒绝了，不仅如
此，还放弃了符合他专业的待遇优厚的通信工

程工作。“这一切都是因为脚下的这片土地
啊。”唐祖贵告诉记者，他的家乡大水村是

“5.12”地震唐家山堰塞湖的形成地，所有村民
都集中外地安置。地震让村里失去了土地，对
于种了一辈子土地的乡亲们来说，要让他们增
收，那还是得围绕土地转，所以他依然决然干
起了农业公司，带着老百姓一起干。

公司有了，那又该发展什么项目呢？唐祖
贵将目光锁定在了阳荷身上——它是一种营
养价值很高的食药同源的膳食纤维蔬菜，生命
力极强，含有多种氨基酸、蛋白质和丰富的纤
维素，而恰巧北川正是适合阳荷生长的天然之
地。说干就干！就这样他就开始了他的创业之
路。

“阳荷是一种今年种植今年收益，一年种
植多年收益的特殊蔬菜，投入少风险小，可毕
竟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前期我就只小规模
种植了，可没想到效益很可观！”尝着甜头后的
唐祖贵，开始扩大种植规模，去年，他建起的
200 亩阳荷示范基地，产量增加到了 300 吨，产
值300万元左右。不仅如此，他还实行了代种和

代养模式，发动村民参与进来，群众种植达到
了 200 余亩，共计用工人数达 6000 余人次，为
村民人均增收了2000余元。

“阳荷种植其实很简单，花费不了多少时
间，还能挣着钱。去年我们家里添置了不少东
西呢！你说我们咋个不乐意跟着小唐一起干
嘛！”沙坝村村民张大娘感慨地说道。

越干越有底气的唐祖贵，今年在省农业科
学院专家的帮助下，成功培育出了阳荷笋。“阳
荷春季初生的嫩芽嫩茎形成圆锥状笋苔，就是
阳荷笋。与阳荷花苞相比，它的芳香脂含量较
低，气味偏淡，产量高，消费者更易接受，市场
潜力大。”他告诉记者，他还是按照以往阳荷的

销售模式，通过网络宣传，将农产品放到电商
平台进行销售，可连他自己也没想到的是，今
年刚培育出的阳荷笋大受欢迎，给了他很大的
信心。这也就出现了开头那一幕。

如今的唐祖贵成为了远乡近邻的“红人”，
不少村民主动找到他学习种植技术，也主动将
种植出来的阳荷笋出售给他。“现在周边几个
村的村民都开始种植了，就连梓潼也开始建设
种植基地，我很开心能找到一条大家都能致富
的新路子。”谈到未来，唐祖贵心中早有计划，
接下来他还将扩大种植基地，发动更多群众加
入，将销路再扩宽一点，“好日子，看着越来越
近咯哦！”

曲山镇沙坝村退伍军人曲山镇沙坝村退伍军人唐祖贵唐祖贵
带领乡亲发展特色种带领乡亲发展特色种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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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邓雪琳

“前阵子我住院花了两万多元，自己仅掏
了一小部分，其余的费用全报销了。党的政策
就是好！”

“我孙女有先天性心脏病，家里一直没钱
做手术，只好拖着。前段时间娃儿在医院免费
做了手术，这要感谢党和国家的好政策。”

……
北川卫生与健康工作推进如何？成绩又怎

样？答案就写在老百姓的笑脸上。
党的十八大以来，北川县委、县政府始终

把卫生与健康工作放在事关全局的高度来谋
划推进，通过改革增路、制度增力、资源增量，
不断推动全县卫生与健康事业驶上“快车道”。

打通医疗服务体系“最后一
公里”,切实解决群众“看病难”

宽敞整洁的大院，房间里有序摆放着各种
医疗用品......禹里镇三坪村卫生站，这个在2016
年底修建起的200多平方米的村卫生站，肩负着
全村近 500 人的看病问题，作为这里唯一的医
生，钟烈也成为了村民的健康“守护人”。

“平时来这里看病的村民还是不少，特别
是遇到换季的时候，感冒高发期，有时候一天
要来十多个病人。”钟烈告诉记者，两年多以
来，他一直坚守这里给村民看病问诊，遇到有
重大疾病或者年龄大的患者，他还要上门入户

给他们看病，每个月至少要跑上两三趟。
“自从这个村卫生站建起以后，确实为老

百姓看病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大家都竖起拇指
点赞哦！”村主任贺水明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以
前村民看病要到镇上去，一来一回要花费一个
多小时的时间，而且还有 20 元的路费，好多村
民都不愿意上镇上看病，现在卫生站修好了，
在家门口就可以解决看病问题了。

民之所系，政之所向。三坪村作为北川全
力打通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最后一公里”的缩
影之一，印证了基层医疗服务站建立给百姓带
来的真切福利。

数据显示，北川卫生系统33个项目全面完
成，医疗硬件水平实现跨越式发展。目前，全县
医疗卫生机构达到 272 个，其中二级医疗卫生
单位 7 个，卫生技术人员 1431 人。病床总数由
震前的 571 张增加到 1266 张，业务用房从
64921平方米增加到98338平方米，每个村站都
有合格村医，实现行政村卫生室100％覆盖。去
年，全县总诊疗量达到 87 万余人次，医疗资源
总量和服务能力都得到大幅提升。

打出健康扶贫政策“组合
拳”,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在三坪村，共有 42 户贫困户，而他们几乎
都是因病致贫。“目前，我们村已全部脱贫，坚
持脱贫不脱档的政策，我们为所有贫困户都建
立了档案，定期会入户为他们检查身体，及时

关注他们的健康。”贺水明这样告诉记者。
今年 83 岁的王兴明就是这 42 户中的一

员，由于身患高血压等慢性病，老人以往一住
院基本就会花费几千元的费用，这对于原本就
不富裕的家庭无疑是很大的压力。“现在看个
病，100 块国家只让我给 9 块钱，每年要省下几
万元的医药费哦，国家的政策真的好啊！”王兴
明拉着记者的手，感慨地说道。

在北川，和老人同样有这种感触的还有很
多。近年来，北川持续推进健康扶贫“五大行
动”“十免四补助”和“八个 100%”全面落实，筑
牢“基本医疗保险+大病医疗保险+补充医疗保
险+民政医疗救助+爱心基金救助”五道防线，
让贫困群众“看得起病”。

数据可以佐证——2017年，全县基本医保
报销 7468 人次 2706 万元，大病保险赔付 7100
人次 364.52 万元，民政医疗救助 3872 人次
478.33 万元，医药爱心扶贫基金救助 809 人次
5.15 万元，卫生扶贫救助基金救助 785 人次
115.78 万元。县内住院和慢性病个人医疗费用
报账比例在 91%以上，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因
病举债等现象得到有效遏制。全县因病致贫
2198 户，截至目前已脱贫 2015 户，并坚持脱贫
不脱档政策，持续巩固提升健康扶贫水平。

医疗改革挺进“深水区”,全面
推进健康北川建设

“当前，北川正处在决战决胜贫困县摘

帽，加快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推
进健康北川建设显得迫切而必要。”谈到全
县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推进，北川县委书记赖
俊掷地有声。

不 触 碰 难 点 ，就 不 是 改 革 ；不 击 中 痛
点，就难见成效。近年来，北川通过持续稳
妥推进公立医院改革、不断完善分级诊疗
制度、提升基层医疗卫生服务能力等多个
方面入手，全县深化医疗改革不断向“深水
区”挺近。

成效也随之呈现——当前，北川城镇职
工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参 保 率 超 过
97%，重特大疾病救助政策持续完善，大病
保险实现全覆盖，城乡居民住院实际补偿比
例明显提高。

伴随于此，北川健康产业也得到持续壮
大。北川羌医药产业园建设进程加快，药用植
物规模化种植32种，种植面积达31万余亩，在
药博园等项目利益联结下，累计带动2000余户
贫困户实现现货交易 2 亿余元，每年户均增收
约 1500 元；成立北中羌医药研究中心，支持中
羌医院大力发展特色专科，其中骨伤科获评省
级重点专科。

全县人民健康水平也得到持续提升——
全县人均预期寿命从 2010 年的 73 岁提高到
76.38 岁。孕产妇、婴儿及 5 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明显下降。同时，北川还结合“四好村”创建，深
入开展“清洁乡村”“健康乡村”创建活动，实施
改厨改厕两万余户，引导更多群众养成了良好
卫生习惯和健康生活方式。

筑牢百姓健康防护网
——北川深入推进卫生与健康工作纪实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近日，省文化厅印发
通报，对全省 2017 年度文化扶贫成效显著的单
位进行通报表扬。北川文广新旅局榜上有名，
荣获“四川省 2017 年度文化扶贫成效显著单
位”称号。

据悉，2017 年，北川文广新旅局认真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扶贫思想，全面
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脱贫攻坚各项决策部
署，以计划退出贫困村文化室建设为中心，以
文化扶贫为重点，全面深入推进文化扶贫工
作，圆满完成了 2017 年度文化扶贫工作任务，
在落实对标建设、工作进度推进、宣传、信息报
送等方面成效显著。

数据显示，去年，北川全面完成 23 个乡镇综
合文化站、311 个村文化活动室和 48 个文化院坝
改造升级，开展“文化惠民”送戏下乡138场、农村
公益电影放映3732场。图书馆、文化馆、羌博馆顺
利通过国省评估定级，全年免费开放接待游客
42.6万人次。

获全省通报表扬

北川文化扶贫成效显著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近日，在全市公安工
作会议上，北川县公安局荣获 2017 年全市公安
工作目标绩效考核一等奖，被市公安局授予

“2017 年度优秀公安局”荣誉称号，并荣记集体
三等功。

据介绍，2017 年以来，北川县公安局紧紧围
绕全县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服务“平安北川、法治
北川、大美羌城、生态强县、小康北川”建设为己
任，不断创新完善维稳处突、打击犯罪、立体化防
控、科学管控、规范执法、服务民生和队伍管理“七
大机制”，实现了维护稳定水平、服务发展成效、平
安建设能力、警务工作质态、公安执法水平、公安
队伍形象“六个稳步提升”。

去年，面对警务机制改革、绩效考核调整、扶
贫任务繁重等因素，全县公安机关坚持目标不
变、力度不松、争先不停，一路快马加鞭、全力冲
刺，促进了各项工作的有效完成。成效显著——
全年共获得各级表彰的先进个人 52 人，涌现先
进集体 65 个；荣获全国公安机关改革创新大赛
银奖，被四川省人社厅评为“四川省公安系统万
警进万家亲民助民活动先进集体”；公安工作综
合评价工作在全省 192 个县（市、区）公安局中排
名第七，政风行风满意度居全省第九；县看守、拘
留两所同时荣获省公安厅授予的“全省安全文明
监所”荣誉称号等。

获目标考核一等奖

北川公安工作稳步提升

本报讯（陈果 记者 邓雪琳）4 月 9 日上午，北
川天讯新材料有限公司办税人员从该县地税局工
作人员手中接过大气污染环保税额为884.28元的
完税证明，这是北川开出的首张环保税票，标志着
环保税征收工作在北川平稳着陆。

据介绍，一直以来，北川为贯彻落实上级确
保“费改税”平稳转换的决策部署，不争不抢，不
急不躁，扎实做好环保税开征的系列准备工作，
先后采取了办税服务厅设置环境保护税“绿色通
道”“环境保护税咨询辅导专岗”；充分利用北川
税务微平台、纳税服务 QQ 群、大厅显示屏等多种
渠道做好政策宣传，并及时开展纳税人课堂进行
环保税专题辅导；严格落实分管领导、税政部门
大厅值班制度和环保税舆情管理应对机制，确保
各类问题及时解决、妥善处置等多项举措，并取
得显著成效。

下一步，北川还将继续加强与环保部门和企
业的沟通合作，在企业申报、税务征收、环保监测、
信息共享的运行模式下，鼓励纳税人节能减排，持
续为改善北川生态环境贡献力量。

鼓励纳税人节能减排

北川开出首张环保税票

本报讯（记者 邓雪琳）12日，由北川羌族自治
县教育和体育局主办，县青少年活动中心、永昌小
学承办的 2018 北川“校园十佳歌手”选拔赛在永
昌小学举行，共吸引了来自全县各校的 78 名学
生参加。

此次选拔赛分高中组、初中组、小学组三个
组别，采取上午预赛，下午决赛的形式进行选拔。
比赛现场，同学们通过组合、重唱、戏曲、民族、美
声、通俗等多种演唱形式，尽情展现他们的才华
和青春，大放光彩，精彩的表演也赢得了台下观
众的阵阵掌声。专家评委也现场对参赛的每一个
组别进行了点评，从选歌、服装、动作、气息的运
用、音准的把控、舞台的表现力等方面作了仔细
的指导。通过激烈地角逐，最终“校园十佳歌手”
脱颖而出。

据介绍，此次校园十佳歌手比赛活动的举办，
不仅全面展示了学生的青春风采，更为学生提供
了一个展现自我和发挥才能的舞台，提高了学生
的歌唱表演水平和艺术表现能力，促进了学生的
个性发展，也为参加绵阳市校园十佳歌手大赛选
拔出了苗子。

搭建青春风采舞台

北川举办校园歌手大赛

来 风羌山

改厨改厕施工忙改厨改厕施工忙

村民采摘阳荷笋村民采摘阳荷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