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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特色文化
提升小镇内涵

太平镇地处绵阳东北部，是芙蓉溪源头
乡镇，地理位置较偏远，大部分地区仍处于传
统农业，产业发展、小镇建设进程不快。如何
克服区位因素，推进乡村振兴，镇党委政府经
研究决定从挖掘传统文化入手，在当地唐玄

宗年间发生的杨秀才与皇妃爱情故事、“太平
镇”镇名典故、芙蓉仙子传说、滴米佛祖遗迹
等基础上，挖掘民间历史资源，提升小镇文化
内涵。

2017年3月，一项“再造芙蓉溪”工程引起
了全镇百姓的热烈支持，在镇党委政府的号
召及各村支两委的组织下，福林村、芦桥村等
沿河两岸 2000余名村民自发带上工具，从福
林村蔡家桥段起沿河两岸栽种芙蓉树。清理
杂草、开挖路基、养护树苗……大家齐心协力
在三天内栽种芙蓉树 10公里 1万余株，桂花
树、红枫、杞木等多个品种 1000余株，成活率
98%。同时，为促进芙蓉溪生态环境优化，太平
镇以“河长制”工作为契机，扎实推进“五水共
治”，精准“一河一策”，严格污染综合整治等
专项行动，促进芙蓉溪水体净化。

去年 8月，太平镇迎来了芙蓉树盛花期，
一条如织锦云霞般、山清水秀的芙蓉花溪就
此形成。目前，镇社区“芙蓉花语”广场正在修
建，“芙蓉文化”“中药健康文化”“红色文化”

“传统文化”四个特色板块正进一步提升着小
镇文化内涵。

发展中药材产业
带动农民增收

芙蓉溪左岸的酒店村，是游仙区 22个乡
镇中唯一一个大规模种植中药材的药材基地
村。而在2014年之前，这里还是一个种植传统
作物的小村落，村里山坡地荒草丛生。

2014年，该村引进绵阳市久红药业科技
有限公司，流转村内荒坡地开展中药材种植。

村民们除了收取土地承包费外，还能在药材
基地内务工增收。为让村民切实享受发展
红利，镇党委引导企业通过“公司+农户”
协议签订的形式，带动村民共同开展中药
材种植。目前，该公司已带动周边农户60余户
200余人进行中药材种植，种植瓜蒌 3000亩、
丹参1000亩、决明子300亩，培育黄精、射干、
大黄等10余个品种，签订农户帮扶协议50余
户，解决周边困难群众就业问题 460余人次，
为群众增收人均 2000余元。中药材产业有效
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紧抓特色旅游
促进农旅融合

芙蓉溪右岸的芦桥村，一个名叫“桃花
源”的农旅休闲山湾农庄正在如火如荼修建。
这是凯沃盛现代农业循环产业园公司投资1.2亿
元、占地 2800余亩修建的现代产业园，其中，
计划养殖优质原种猪面积 80余亩，种植美国
大红桃2700余亩。

在养殖区，该公司将采用现代高科技农
牧机械设备，配备管理设施，将土地、果树蔬、
养殖场和包括沼气发酵罐在内的基础设施结
合起来，形成“五位一体”生态循环系统，实现
养殖零排放。目前，桃林已全面种植完成且全
面挂果。今年 6月，该公司将在基地以桃林为
主要内容举办盛大采摘节。

为解决环境污染，节约农业资源，提高产
出效果，太平镇党委政府积极响应深化农业
改革的号召，深研政策、多方调研、因地制宜，
引进绵阳粮绿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以黑狮

村为试点，试点建立“生猪养殖-粮食生产-果
林培植-鱼塘饲养”生态循环农业发展模式，
不仅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同时有力地保护了
生态环境，推动现代农业走上高效、优质、环
保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实施特色项目
增强发展后劲

工业化是城镇化的支撑和动力，只有推
动产业发展，才能筑牢城市繁荣的强大物质
基础。

今年 4 月，太平镇党委政府通过实地踏
勘、座谈协商、走访调研、外出考察等方式，成
功引进成都新都绮豪家具企业，拟在南山村
芙蓉溪源头地建设“绵阳智能家居产业园”
1 期项目。该项目计划投资 1.5亿元，1期拟占
地 100亩，新建项目用工 300余名。该项目建
成后拟用工 500余名，预计年产值过亿，南山
村将以土地入股的方式取得利益分红。

南山村书记唐正财是该项目的积极拥护
者，用他的话说，引进该项目后，不仅能壮大村
集体经济，村民还能逐年分红，外出务工人员也
能回乡实现家门口挣高工资，人口一多，镇上经
济将更加繁荣，百姓腰包鼓起来，更有盼头。

“新的一年，我们要紧紧围绕“五个游
仙”目标要求，扎实开展项目建设、作风建
设，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的务
实作风、加快山水太平幸福新镇建设。”太平
镇党委书记刘明宇在党代会上的报告，激励
着班子成员精诚团结，带领全镇人民为乡村
振兴奋力前行。

一条花溪贯古今 一方特色富乡村
——游仙区太平镇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村民在调试农机

最近，平武县高村乡百亩大樱桃掩映在碧绿枝叶丛中，晶莹
剔透、娇艳欲滴。引来八方游客采摘品尝。

据了解，平武县高村乡利用当地独特的地理优势和气候，着
力打造的百亩大樱桃种植基地今年成功挂果。放眼望去，层层叠
叠的一排排樱桃树绿油油一片，火红的果实点缀其中，迎风摇曳，
十分诱人。

（视觉绵阳 向远模本报记者蒲滔 摄）

平武高村乡——

大樱桃樱桃
火了乡村游火了乡村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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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任露潇

“每当看到群众致富的信念和他们吃苦耐劳的精
神，我就想真正的为他们做点实事，让群众过上更好的
日子，提升他们的幸福感。”这是盐亭县黄溪乡金禄村
第一书记冯欢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今年，她荣获四
川省五一巾帼标兵称号。对冯欢来说，“工匠精神”不仅
仅只是一种职业精神，更重要的是代表着自己肩膀上
担下的对一方乡亲的责任。

两年前，冯欢被选派到盐亭县黄溪乡金禄村担
任第一书记，从机关单位到乡村田野，从游刃有余的
工作状态到完全陌生的工作环境，一切对冯欢而言
都必须要从头开始。“刚到村子里的时候，什么情况
都不了解，为了和乡亲们搞熟关系，我就只能经常走
访群众‘认亲戚’。”冯欢告诉记者，为了尽快能摸清
金禄村的情况，她走访的重点放在了老村干、老党
员、贫困户、留守儿童家庭、低保五保家庭。经过近一
个月的深入走访调研，冯欢顺利将 69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致贫原因摸清，并会同村干部因户施策制定帮
扶措施。

底摸清了，帮扶的思路也有了，接下来就是引导村
民踏实干的问题了。为了稳住人心，增强村民脱贫致富
的信心，冯欢积极邀请盐亭县脱贫办、盐亭县委党校等
部门到村集中宣讲脱贫攻坚政策 7场次，组织群众开
展“我脱贫、我光荣”宣誓活动和“十九大及脱贫攻坚政
策有奖知识问答”活动，在金禄村营造了“争贫可耻、脱
贫光荣，心存感恩、励志脱贫”的浓厚氛围。

为了寻找合适的产业，拓宽贫困户的增收路子，
冯欢带领村里 10余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先后到成
都双流、绵阳江油及三台等周边地方考察，学习借鉴
周边县区产业发展经验。同时将分散到贫困户的产业
周转金，以贫困户的名义入股合作社，采取“党支部+
合作社+贫困户”的“抱团”发展模式，建立杂柑种植
产业园 215亩，藤椒种植产业园 200亩。截至目前，贫
困户在基地务工收入达到 1200元/月，合作社年底对
贫困户实现保底分红 500 元/亩，贫困户人均增收达
1650元，盈利按 120元/亩提留给村集体，实现了村集
体、合作社、贫困户多赢的局面，也让原本贫瘠落后的
金禄村充满了幸福的味道。

为群众做实事
提升老百姓幸福感

——记四川省五一巾帼
标兵获得者、盐亭县黄溪乡
金禄村第一书记冯欢

本报讯（记者 李春梅 文/图）当前正值农
忙时节，安州区黄土镇的超市也热闹起来。
因为，这种超市集农资销售、农技、农机、土
地托管、代耕代种等多种服务为一体。不仅
可以租赁农机，还针对部分村民的需求，提
供上门服务。

这种推动农业专业化生产的超市，就是现
代农业服务超市。

近日，安州区黄土镇盐井村的种植大户
林胜华来到现代农业服务超市，准备租赁一
台拖拉机，对自家的秧田进行旋耕作业。“租
金每天大概需要 800元，如果每天旋田 10亩，
大概需要 200多元的油钱。”林胜华的经济账
算得一清二楚，“如果自己花钱买台机子至少
要 10 多万元。现在人工贵得很，一个劳动力
每天起码 80 元，而租一台机器耕田，成本要
节约一半以上。”

与超市负责人现场签订了为期三天的租
赁协议后，林胜华开着拖拉机轰隆轰隆回家
了。村民何仙辉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对记者由
衷地说：“青壮年都出去打工了，有啥事就找超

田坝间的城乡互动 乡村里的现代经营

现代农业服务超市：村民们的贴心“管家”

1

市，收费又合理，还是划得着。”
据了解，黄土镇现代农业服务超市总面

积近 300平方米，于去年 10月正式建成使用。
超市服务方式多种多样，集农资销售、农技、
农机、土地托管、代耕代种等为一体，并为农
民量身提供个性化服务。通过整合项目资源，
开展技术服务、农资服务、生产服务、电商服
务、信息服务 5 大服务，形成了主体多元的

“2+5+N”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建设模式。
截至 2017年底，全市建成了主体多元的现代
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 64家，覆盖全市各县市
区主要乡镇。

近年来，安州区在延伸农业服务方面，
陆续建立了农资销售店、农机合作社、庄
稼医院等平台。尤其是现代农业服务超市
的建立，有效满足农民对现代农业发展的
需求。据各地典型调查分析，通过农业社
会化服务，新型经营主体主要粮食作物平
均每亩增产 20 公斤、增收 50 元、减少化肥
5 公斤、减少农药 0.2 公斤，亩平降低生产
成本 90 元。

走基层记者记者

本报讯（记者 李桥臻）在生态循环农业产业基地
里品尝乡村发展“硕果”，在乡村通村入组道路上感受
百姓幸福生活，在六合锻造、聚能核工厂触摸工业发展
强劲脉搏……昨（23）日，中央、省、市媒体记者一道，深
入江油市城乡一线，用相机聚焦城乡变化，用笔端记录
基层民众对乡村振兴的美好期待。

23 日上午，记者一行乘车来到双河镇牛踩村生
态循环农业产业园，走进桃树林，一棵棵桃树排列整
齐，每株桃树约成人身高，但棵棵均已挂果。往桃林
深处走，沁人心脾的桃香迎风吹来，闻香寻去，翠绿
的枝叶间藏着成熟了的、红彤彤的桃子。“我们的桃
子口感好，在当地就可以卖到七八元，今后还准备销
往成都、重庆的各大超市。”果农摘着桃子，脸上露出
甜蜜的笑容。

双河镇副镇长邓丽告诉记者，2016年，双河镇党
委抓住脱贫攻坚重大机遇，在坚持绿色发展、生态循环
发展理念基础上，历时近两年时间规划建设了双河生
态循环农业产业园。又与省农科院进行战略合作，引进

“脆红李”“春美桃”等优质果树品种，由省农科院负责
果树品种选育、种植技术培训，由牛踩村党支部负责组
建满山红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村民土地集约、资
金入股等工作。

占地近2万亩的产业园，除了果蔬种植，还有生猪
养殖、有机肥生产等功能为一体的循环经济。记者顺着
邓丽手指方向望去，桃林所处位置偏高，在半山腰上，
但合作社采用了精准滴灌方式进行灌溉，保证了果树
水源。同时，从山上的生猪养殖基地引流经过发酵后的
沼液，进行施肥。

“既减少了面源污染和化学肥料的残留，也彻底
改变了传统的种植方式，达到了绿色种养现代化。”邓
丽表示，“目前，参与的老百姓人均增收 6000元，每年
实现劳务用工收入 3780万元，实现近 3000万元的年
收益。”

随后，记者一行来到四川聚核能技术工程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水泥固化线自动开封盖
设备”进行装备调试，公司党支部书记兼副总经理谭淑
红介绍，此设备能自动完成钢桶桶盖的开盖、存盖、取
盖、封盖操作，实时动态显示装置的运行状态信息，还
可将实时状态信息上传至中央控制系统进行监视与控
制。“这是我们公司自主研发的，目前在国内是唯一。”
谭淑红自豪地告诉记者。

接着，记者们又走进四川六合锻造股份有限公司
的生产车间，整个车间秩序井然，热火朝天；在钢铁锻
造生产线上，生产机组正高速运转，岗位操作人员忙碌
着，“大铁坨”经高温烧成火红色，在机器的锤打下，“大
铁坨”瞬间被锻造成圆柱体、长方体等形状，记者们被
眼前的一幕吸引，拿起相机不停拍摄。“这样的新闻素
材多么鲜活啊！”记者们频频点赞。

中央、省、市媒体走进江油——

聚焦乡村振兴
见证幸福生活

芙蓉花开成带，中药种植成
片，桃花美景成林，生态循环成园
……这是游仙区太平镇芙蓉花溪
两岸蓬勃的乡间景象，改变着人们
以往的乡土印象。

近年来，太平镇积极响应
省、市、区号召，发挥文化资源优
势，以“再造芙蓉溪”为抓手，以
智能家居产业园为引擎，左岸发
展中药材种植业，右岸发展“桃
花源”农旅观光业，周边小户型
循环产业园为乡村振兴动能，促
进生产、生活、生态三生融合，产
业、旅游、文化三位一体，一、二、
三产业统筹互动，着力构建具有
现代农旅特色的新型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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