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铭记援建

怀揣感恩砥砺前行

走进柏梓镇初级中学，宽阔的操场、规划整
齐的校舍映入眼帘。步入教学楼，琅琅的读书声，
声声入耳，整个校园呈现出勃勃生机。“当时我们
学校校舍、宿舍楼和食堂等建筑都因地震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坏，有的还是危楼。”柏梓中学副校长
陈文告诉记者，现在的宿舍楼和食堂都是内江援
建。看着这些建筑，陈文心中仍怀感恩，他说：“如
果没有内江援助，不知道新的校园多久才能恢复
重建，有了这些良好的基础条件，我们还有什么
理由不认真工作和学习呢。”据了解，地震后，内
江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亲自率队到学校察看灾

情，制定援建规划。并于2008年8月
1日启动灾后重建，先后投入援建
资金 240 万元，建设包括学生宿

舍、学生食堂、板房道路及排水沟等
基础设施，所有项目于2009年6月底竣
工并投入使用。

在柏梓镇还有一个地方展现着柏
梓人深深的内江情怀。最近，榆龙社区地震

援建纪念馆每天都会吸引很多人参观，柏梓人通
过这种简单的方式表达着他们心中的感恩之情。
走进纪念馆，一段段文字叙述着当时大灾的情
形，一幅幅援建的画面展现重建的“热火朝天”，
一个个安全帽诉说着内江人民的大爱。据柏梓镇
党委书记王毅介绍，馆内现存的照片都是当时地
震时和援建时所留下的，这对于柏梓来说是一段
难忘的历程。“我们建立这个纪念馆的初衷就是
为了记住内江人民的恩情，也希望内江人民常回
家看看，看一看家乡的变化。”王毅说，灾后重建
能取得今天的好成绩，与内江市委、市政府和广
大内江人民的无私支援分不开。

据统计，在灾后重建中，内江市对口援建共
35 个项目，先后到位援建资金和捐赠物资共
1440.5 万元，争取省以工代赈项目资金 110 万
元，顺利完成了柏梓镇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城镇
体系和产业发展等 25 个工程援建项目、10 个捐
建项目，最终在碎石瓦砾上建起了一个新柏梓。

自强不息

绘就城乡发展新画卷

十年感恩奋进，十年跨越发展。打开柏梓的建
设篇章，自“5·12”汶川特大地震以来，经历10年的
砥砺奋进，柏梓基础设施建设交出精彩答卷——

这十年来，全镇行政村公路硬化率100%。新
建乡道公路 41 公里，新建村社水泥路 280 余公
里。建成镇江大桥一座、在建龙顾大桥一座。

这十年来，全镇改造自来水站 8 个，新建了
污水处理站2处，铺设污水管网近3800米。

这十年来，全镇补贴人行道彩砖 5800 平方
米，安装场镇路灯130盏，新建文化广场2处。

现在柏梓儿女正信心满怀，加倍努力，建设
更加幸福美丽的新家园。

发展为了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这十
年来，柏梓镇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更多精力、财
力、物力投向民生领域，努力提升群众生活幸福
感和满意度。农村低保、城市低保做到了应保尽
保，医疗救助金、临时救助金按政策全面落实，五
保户集中供养率达80%，城镇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98％，农村医疗保险参保率达 100%，建立 18 个
村级标准化卫生室，完成25户棚户区改造任务，
完成率达 100%。新建白鹤村、八角村敬老院两

个，实现五保老人集中供养。实现了广播村村响、
完成了场镇数字电视安装。

同时，举办柏梓镇“十佳孝子贤媳”、“柏梓榜
样”评选活动，精神文明建设得到加强。2013年八
角村建成省级“美丽乡村”，2014年建成全国安全
社区；已建成市级“四好村”2个，县级“四好村”7个。
这一连串的成绩都彰显着柏梓镇始终坚持把发展
作为第一要务，把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加快全镇
经济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大力加强水、电、路等农村
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有保障，干群齐心谋发展，在全
镇人民的努力下，柏梓镇正昂首阔步向前进。

产业发展

按下脱贫攻坚“快捷键”

如果说基础设施的完善是群众脱贫致富的
“启动键”，那么，产业发展则是打赢脱贫攻坚战
的“快捷键”。这十年以来，柏梓镇在盐亭县委、县
政府的引领下，着力打造特色产业发展核心带，
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切实改善民生，群众生产生
活水平显着提高，全镇各项事业成效明显。

采访中，记者来到柏梓镇马鞍村枇杷园，一眼
望去，黄橙橙的枇杷挂满枝头，在枇杷树下，随处
可见一群群土鸡在刨土、啄虫。据枇杷园负责人杜
小春介绍，通过养殖生态鸡这种模式，每年出栏5

万余只鸡，加上枇杷的产量，产值高达 300 余万
元。在自身致富的同时，杜小春也带动周边群众致
富。这种生态养殖只是柏梓镇众多特色产业中的
一个缩影。在柏梓镇，核桃产业也成为一大富民产
业。近年来，柏梓镇紧紧围绕“建设绿色核桃走廊、
打造西南核桃第一镇”这一既定目标，栽种核桃
4万余亩，实现年产值1500余万元。同时，柏梓镇还
依托当地酒厂发展高粱1500亩，产值突破百万。以
柏梓镇红色元素为依托，结合“袁诗荛烈士纪念
园”，观光旅游产业带逐步兴起；1000亩海椒基地
的建成、畜牧生态养殖场规模不断扩大……一个个
新兴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在柏梓大地上崭露头角。

数据显示，十年来，全镇粮油总产达到2.1万
吨，增长 10%。全年全镇粮食总产量 1.8 万吨，出
栏生猪2.49万头、羊1.4万只、牛1700头、小家禽
25.2 万只，实现畜牧业产值 1.9 亿元。2008 年，柏
梓镇人均纯收入7100元。2018年，柏梓镇人均纯
收入达到 14061 元，同比增长 11%。全镇 189 户
333人脱贫，全镇贫困发生率降至0.89%。一串串
亮眼的数据，一个个蓬勃的特色产业无不昭示着
柏梓镇在这十年间的蝶变。

大风起兮云飞扬，千帆竞过浪潮涌。柏梓镇
未来将继续加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着力打
造农业产业化，全面推进社会事业发展。以更加
澎湃的激情，更加铿锵的足音迈向科学发展、跨
越发展、和谐发展的新台阶。

盐亭县柏梓镇——

怀揣感恩心怀揣感恩心 绘就新画卷绘就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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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
特色小镇魅力迷人

两车道的干道两旁，一排排桂花树，绽放新
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清香。穿行其中，整齐
划一的小洋楼，朴实的的笑脸，温馨而动人。走进
许州镇，约 1000 米长的南仙干道，每天迎来送
往，像伫立的“礼宾”，展示着小镇别样的风采。

“通过对口援建、规划发展，这里已成为场镇新
的商贸中心！过去，只有一个车道，现在扩大到
两车道，两边的人行道也加宽了，还将进一步提
升改造……”许州镇党委副书记唐伟告诉记者，

“5·12”地震发生后，南充市对口援建许州镇，
共投入资金 2320 万元，完成许州镇场镇基础设
施、市场、学校食堂、乡村道路等 10 大项目，使
其旧貌换新颜。十年来，场镇规划区扩大 1.5 倍，
建成 3.7 平方公里，常住人口 1.05 万人。

许州镇，位于梓潼县城西北19公里，处潼江
上游，文化底蕴丰厚，历史悠久，最早设置于南北
朝时期，现存有史料可考证的汉、唐、明、清和文
昌文化、三国文化以及红军文化遗址遗迹众多，
是梓潼除县城外第二大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
是梓潼、江油、剑阁三县（市）交汇之地。

十年来，许州镇发挥独特资源优势，加快新
型城镇化建设步伐，在特色小镇的创建培育上狠

下功夫，进一步完善场镇基础设施，增强服务功
能，充分挖掘历史传统文化，做大做强商贸物流
型重镇。目前，全镇共有各类企业 100 家，各类
注册个体工商户 800 余家、农贸市场 4 个、快递
物流企业 5 家。2014 年，许州镇被确定为四川省
第二批“百镇建设试点镇”，2016 年被确定为“全
国重点镇”。

“我们把南充市援建许州镇中心卫生院的牌
匾放在最显眼处，时刻提醒大家牢记感恩，努力
工作!”在许州镇中心卫生院综合门诊大楼，院长
宋森林告诉记者，十年来，许州镇中心卫生院诊
疗收入从 2007 年的百余万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千余万元，医务人员从 2007 年的 20 多人增加到
目前的 70 多人，固定资产从 2007 年的 300 多万
元到 2017 年的 1300 多万元，实现了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双丰收。

“这些医生非常负责，这里的医疗设施也非
常先进，大家看病吃药很放心！”许州镇中坝村五
组患者冯丽芝说。

走进许州镇百顷综合市场，菜市、农资配
送中心等，规划有序，环境优美，货源充足，商
贸繁荣。市场负责人吕春生告诉记者，该综合
市场始建于 1998 年，起初，修建比较简陋，属
玻纤瓦砖木结构。“5·12”地震造成严重受损。
震后，通过南充对口援建，投资 300 多万元，建
成了 1 楼 1 底 17 个门面 1000 平方米的大棚。后
来，市县又投入 100 万元，加大市场环境综合

治理。“如今，入驻商家越来越多，年
交易额较 10 年前翻了 3 倍，居民们受
益了，大家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党的好政
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吕春生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漫 步 许 州 场 镇 ，走 社 区 ，进 学 校 ，到 工
厂，处处生机盎然，新风扑面。站在新时代新
起点，这个历经阵痛的川北重镇正砥砺前行，
高歌猛进。

乡村振兴
助农奔康一路柚香

一栋栋白墙灰瓦的川西北民居掩映在绿油油
的柚树林中，漫山遍野的蜜柚长势喜人。在扶贫代
养场，处处体现了精细化管理的基本原则：全漏
缝、温度恒定、自动投喂、智能控制等先进设备一
应俱全，一栋“1100”生猪代养场，只需要1名工人
就可以轻松搞定日常管理，先进的设备技术令出
栏的生猪品质一流、扎根市场。走进许州镇蜜柚产
业园，眼前这一组组场景，令人倍感振奋。

十年来，许州镇按照“群众自愿、干部带头、
政府推动”的原则和“规模化、品牌化、标准化、全
产业链化”的模式大力发展蜜柚产业，通过天宝
柑桔专业合作社的带动，坚持统一规划建园、统
一品种苗木、统一生产标准、统一生产资料、统一

技术培训、
统 一 品 牌 包

装、统一产品销售，实行分户种植的“七统一分”
标准，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同千变万化的大市场
有效衔接，推进了蜜柚产业标准化生产。目前，许
州镇建成川北最大蜜柚生产基地，种植规模达 5
万亩，天宝蜜柚荣获全国百佳农产品、无公害农
产品，评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通过 GAP 一
级认证。基地被中科协评为“全国柑桔科普试验
示范镇”。全镇种植户数 4300 户，产业园核心区
所在的4个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2万元。同时，该
镇正大力推广标准化种植，并依托天宝柑桔专业
合作社，打造自主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和附加值。2016 年，“1+5”产业扶贫模式被评为

“四川省十大改革转型案例”。
同时，许州镇还从供给、生产端入手，将种养

业协调配套，走种养结合型绿色发展之路，“通过
建沼气池、有机肥厂等方式对养殖粪便进行环保
处理，实现“蜜柚基地带动生猪养殖零排放、生猪
粪便提供蜜柚种植优质肥”。通过使用有机肥，蜜
柚糖分提高1度，蜜柚销价每斤增加0.1—0.2元，
亩增收 1000-2000 元，每亩节约化肥和人工
600—800元。

“脱贫攻坚，小康路上，我们一个都不少！”
许州镇镇长景琴告诉记者，去年，该镇共有131户
贫困户加入“1+5”产业扶贫合作社，20 户家庭、
55人已顺利脱贫。

“再过几天，我们的天宝蜜柚将首次搭上
‘蓉欧’专列销往俄罗斯！”许州镇天宝村村支部
书记杜福俊告诉记者，他家门前的许青路，由南充
对口援建而成，不仅改善了许州、小垭、仙峰三乡
镇交通出行，还从此把过去被大山围堵着的“宝
贝”运了出去。目前，仅天宝村有果树3200亩，其
中 柚 子 2600 亩 。去 年 ，全 村 采 摘 柚 子 大 约
1000 吨，产值在200万元左右。

“顺应农村变革，扛起乡村振兴大旗！”许州
镇党委书记黄开宇告诉记者，近年来，面对农村

“无人无力种地”问题，该镇始终坚持党组织引
领生产方式转变、领跑产业发展，每一个产业示
范片都建立了党总支，每个专业合作社都建立
了党支部或党小组，极大地推进了“三大”转变，
去年，全镇人均纯收入达16707元。

梓潼县许州镇——

产业发展产业发展 助农奔康助农奔康

十年前，“5·12”汶川
特大地震突然来袭，盐亭
县柏梓镇房屋、电力、通
讯、水利、道路等基础设
施严重损毁，全镇因灾直
接经济损失达6亿多元。

十年后，宽阔平坦的
乡村道路，绿树掩映的农
家庭院，日臻完善的基础
设施……一幅幅和谐奋
进的美丽画卷呈现在世
人面前，这些变化展现着
柏梓镇灾后重建取得全
面胜利，并坚实地迈入了
灾后发展振兴阶段。

□本报记者 安达福 文/图

许州镇是“5·12”汶川特
大地震中受灾较重的乡镇之
一，直接经济损失5.12亿元。
南充市对口援建许州镇，使其
旧貌换新颜，成为名副其实的
川北重镇。

震后十年，许州镇先后荣
获全国重点镇、全国美丽新村
示范镇、全省商贸物流重点
镇、全省百镇建设重点镇等
殊荣。全镇地区生产总值、农
业生产总值、农村人均纯收
入与2008年相比，分别翻了
2.5 倍、2.2 倍、3.4 倍。站在
新时代新起点，一个历经阵
痛的川北重镇正砥砺前行，
高歌猛进。

□本报记者 赵斌 文/图

柏梓镇全貌柏梓镇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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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在马鞍村枇杷园采摘枇杷村民在马鞍村枇杷园采摘枇杷

位于许州的梓潼位于许州的梓潼2020万亩蜜柚基地万亩蜜柚基地

南充对口援建的许州镇人民广场南充对口援建的许州镇人民广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