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杜畅

严格监管
禁烧工作无盲区

“大部分村民家里的小麦和油菜都收完
了，还有几户的秸秆没有还田，我还得去巡逻
一圈。”4 日下午，魏城镇金华村党总支书记
倪邦松对记者说完，便骑上电瓶车沿着重复
了无数次的路线开始又一次秸秆禁烧巡查。

全域全天候禁烧！4月20日至6月底，我
市持续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专项行动。
游仙区将此项工作作为一项民生工程来抓，
作为一场“整体战役”来打。实行“政府主导、
社会参与，分级负责、镇乡村落实，部门协
调、区域联动，疏堵结合、综合治理”，明确党
政一把手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直接责
任人。通过层层签订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目
标责任书，建立区、乡镇、村、组、户五级联保
机制，构建“边界明确、责任到人、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监管网络，制定禁烧巡查、督查方

案和考核奖惩办法，提高禁烧工作的规范
化、标准化、制度化管理水平，促成了“零火
点”的实现。

强化宣传
禁烧成了好习惯

“保墒、松土、壮苗、减少病虫害，环
保……秸秆还田好处这么多，哪会舍得再烧
哦！”日前，在凤凰乡花庙村，村民王大爷为记
者介绍秸秆还田的好处。他说，秸秆禁烧，不
仅让村里空气好了很多，而且通过秸秆还田，
庄稼长得越来越壮实。如今，自觉禁烧已经成
为游仙区越来越多农民的习惯。

“秸秆禁烧是为了改善空气质量，与人
们生活息息相关，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好
事办好，获得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游仙
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该区一方面督促各级干部深入田间地
头，向农户面对面宣传禁烧政策和焚烧秸秆
危害，使广大农民充分理解禁烧工作的重要
性；另一方面采取张贴标语、悬挂横幅、制作
彩旗、编制简报、建立微信公众号和流动党
员 QQ 群、发放公开信、组织摩托车队、出动
宣传车等形式，把宣传工作做到田间地头、
群众家中。部分乡镇（街道）还在学校开展

“小手牵大手”活动，鼓励学生向家长宣传禁
烧政策。

与此同时，该区还鼓励秸秆综合利用企
业、专业合作社、私营业主现身说法，讲解秸
秆综合利用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营
造全民参与的禁烧氛围。

疏堵结合
秸秆也能卖上钱

5 日，在游仙区沃土科技有限公司的储
料库里，一捆捆码放得整整齐齐的秸秆正在
入库，在经过与畜禽粪便发酵技术等数道工
艺后，这些秸秆将“变废为宝”实现生物有机
肥的“华丽转身”，仅这里，每年就能消化畜
禽粪便7万吨、秸秆2万吨，可消化周边5个
村庄的秸秆产生量。

一系列秸秆应用方式，也让以往大多还
田用作肥料的秸秆有了不小经济价值，记者
了解到，目前，游仙区秸秆收购价格在
260-300元/吨。

2017 年，游仙区秸秆可收集资源量
23.96 万吨，秸秆综合利用总量 22.78 万吨，
综合利用率95.1%。

在柏林镇，一套秸秆纤维丝生产系统
正在建设，该系统能通过物理方式将秸秆、
竹子生产成纤维丝，用以制作代塑产品、纸
张等。该系统使秸秆得到有效充分利用，在
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也打造了符合市
场价值规律的新的产业经济增长点。项目

预计 6 月底全面完工，预计可实现产值
2000 余万元。

凤凰乡以“绵阳市农作物秸秆还田与土
壤修复技术集成和示范”推广项目为载体，
大力推广玉米机播技术，不但播种效率得到
提高，而且秸秆机收还田在保护土壤、大气
环境的同时还培肥了地力，取得了生态环境
和质量效益的双赢。

朝真乡深入推进校地合作，请高校专家
为秸秆利用“会诊把脉”。该乡止语专合社与
西科大生命科学院共建了教学科研基地，基
地种植了3000余亩核桃，1500余亩油牡丹，
通过大量收集秸秆并铺放在核桃、油牡丹苗
圃间，既保湿，又肥地，还能抑制杂草的生长。

东宣镇国春芦笋种植专业合作社通过
将秸秆高温腐蚀后制造成有机肥用来作为
生产食用菌、芦笋的基料，今年以来，合作社
已经回收小麦、大麦、油菜籽秸秆等各类秸
秆 800 余吨，消化各类秸秆 1200 多亩，产生
生物质有机肥 800 吨，预计全年该合作社将
消化各类秸秆 1600 吨，有效解决 2400 余亩
秸秆问题。

游仙坚持疏堵结合，扎实抓好秸秆禁烧工作——

一切为了天蓝水清

时下，游仙区夏收工作已
基本结束，颗粒归仓后的广袤
乡村，看不到一丝烟雾。游仙
区又打了一场漂亮的秸秆禁
烧战役。

游仙区每年产生秸秆
23.96万吨。为了天蓝水清，该
区大力开展秸秆禁烧和综合利
用工作，坚持“堵疏结合、以疏
为主、标本兼治”，有序实现了
由“不敢烧”“不能烧”到“不想
烧”的转变。

保护环境 利国利民
禁烧秸秆禁烧秸秆 综合利用综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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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仙游仙看台看台

本报讯（白祯国 李国峰
记者 杜畅）“今天的约谈，是
为了避免你再犯这样的错
误……”近日，游仙区农业
局纪委书记任云对本单位农
村经济管理股干部李某进行
谈话提醒。

去年以来，游仙区为加强
对党员干部的日常监督、教育
和管理，先后2次修订《关于在
全区开展谈话提醒工作的实施
方案》，明确各单位对党员干部
在执行“六项纪律”“八小时外”
行为等方面存在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时，启动“一人一谈话方
案、一份谈话记录、一份书面说

明、一次跟踪回访”的“四个一”
谈话提醒机制，敲“警钟”、亮

“黄牌”，防止小错酿成大错。同
时，区纪委每月汇总谈话提醒
情况，每月从中抽取1-3名干
部进行再回访，了解被谈话对
象思想及工作状态，帮助干部
从严从实整改。

“把纪律挺在前面，让党员
干部在咬耳扯袖中认识到问
题，通过抓早、抓小、抓常，筑牢

‘第一道防线’。”游仙区委常
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王兵
表示。今年以来，游仙区运用
第一种形态（谈话提醒）批评
教育、谈话函询 182 人次。

紧盯日常监管
1-5月182人次被谈话提醒

本报讯（杨坤记者杜畅）
壤塘县的群众生活过得好不
好？援藏干部工作怎么样？作
为对口帮扶县（区）——游仙
区一直在关注壤塘县的发展
变化。6 月 5 日，游仙区委主
要领导带领区委组织部、住
建、卫计、教体等部门负责人
及企业家代表一行，赴壤塘
县开展帮扶慰问活动，慰问
当地贫困户，看望游仙区援
藏干部。

慰问人员首先来到壤
塘县蒲西乡斯跃武村，慰问
该村贫困户。村民仁真板和
妻子都患有长期慢性病，一
家人因病致贫，目前以挖药
材和政策性救助为主要收
入来源。慰问人员为他家送
去慰问金和慰问品，了解他
家的生产生活情况，并承诺
一定会帮助他过上幸福的

生活。
慰问人员又来到壤塘县

蒲西乡政府机关，看望游仙
区援藏干部郑皓南，了解他
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并为蒲
西乡政府机关赠送了价值3万
元的米和面。

据悉，2012 年以来，游
仙区先后选派4批次共计35名
优秀干部人才对口援建壤塘
县。在援建工作中，游仙干
部心系百姓，情系壤塘，把
青春和热血洒在了雪域高
原，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贯
彻落实党的各项政策上，把
思想精力集中到加快发展、
促进稳定上，忠实履行职
责，扎实开展工作，想方设法
为壤塘人民办实事、办好事，
受到了当地干部群众的信赖
和支持，谱写了游仙壤塘两
地的深情厚谊。

深化对口援建
游仙区派员赴壤塘开展慰问活动

□邱飞飞 本报记者 杜畅

以学促知
夜学夜论如火如荼

5月23日晚7时，华灯初上，游仙区委书
记江彬整装开启了夜间工作模式。访民情、
听民意、察安全、研防汛……近期，江彬一气
走访了区水务局、经济试验区、石马镇、云凤
镇等多个单位和乡镇，并深入地质灾害重点
防范点实地查看。

这是游仙区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中的一幕。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游仙区
委领导表率、区级领导带头、全体干部跟进，
大家通过集体组织学、业余自行学，小组讨
论学、走访调研学、考核竞赛学等方式，既干
又学，既干又看，既干又想。潜心静气利用下
班时间“夜学夜论”，正成为游仙不少干部职
工的自觉选择。

白天走干讲，晚上读写想。在游仙，区委
领导带头的“周三夜学”已悄然成为一种习
惯。该区四大班子领导还分别领衔一个调研
议题，从军民融合到主动融入西部经济强市
发展，从行政效能提升到基层微腐败治理，
从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到特色小镇及特
色街区打造……31个调研课题由31名县级
领导牵头、相关部门配合，按问题导向、目标
导向、结果导向，不空洞、不回避，个个触及
游仙发展“痛点”。

在田间，在车间，在工地……领导干部率
先垂范，减少迎送陪同，增加走访座谈，深入思
考讨论，潜心问计寻策。“通过大学习、大讨论、
大调研，找准载体抓手，打通天线地线，确实
是大有收获！”游仙区委副书记何守君表示。

头雁身先士卒和率先垂范，带来的是全
区上下只争朝夕、一心为民的朗朗正气。各
级各部门夙兴夜寐“强心补脑”，履职尽责不
遗余力。

以知促思
力促工作创新突破

5 月 23 日晚 9 时，游仙区级各部门会议
室依然灯光明亮，气氛热烈。各单位正利用
空余时间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

在区卫计局的“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科级领导干部集中学习讨论会上，与会人员
围绕“新时代卫生计生工作怎么办”“新时代
卫生计生干部职工怎么干”等讨论主题，以
及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推动智慧健康医
疗服务等研究课题，通过调研思考，对工作

进行再谋划、再落实。
区统计局以“新时期统计工作怎么干”

为主题，班子成员和中层干部围绕适应新要
求，必须持之以恒提高统计数据真实性为根
本，深入查找统计干部在政治素质、专业能
力、工作作风、担当精神等方面存在的主要
差距和薄弱环节，深入开展大讨论。

游仙区住建局就涉及影响游仙群众幸
福感的特色小镇和商业街区建设进行了大
讨论。该局坚持直面住建发展中的具体矛
盾，以“找准一个问题原因，提出一个解决办
法”为目标推进活动开展，以学习调研成果
推动住建工作再提升。

游仙团区委、区红会联合支部开展了4个
多小时的学习讨论。“前期的军民融合青年
交友活动社会反响非常好，这也给了我们更
大的启发和信心。我们群团组织将以这次学
习活动为契机，深入思考，开拓创新，更好服
务于区委中心工作，更好服务于团员青年！”
讨论中大家纷纷表示。

真理越辨越明，道理越讲越清，各级各
部门助力游仙经济社会发展的举措被一一
明晰。

从机关城镇、到乡镇街道，“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正成为撬动工作创新突破的

“杠杆”，党员干部“武装头脑”的自觉。

以思促行
实干之风遍拂游仙

入山问樵，入水问渔。突出问题导向，发
扬务实之风。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带给游仙区广
大党员干部的 ，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游
仙区在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过程中，
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走进群众当中，沉下身子
听民声解难题，推动“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活动落地落实。

魏城镇党委政府在大调研时了解到玉
珠村今年蜜桃丰产，却销路不畅，积压桃子
4 万余斤。魏城镇党员干部知道情况后，群
策群力想办法，不仅发动亲友购买，还在微
信朋友圈当起了“微商”，纷纷推销玉珠村的
鲜桃。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包括绵阳邮局
魏城支局在内的诸多经销商联系上玉珠村，
与他们签订了销售合同。目前，4万余斤桃子
已销售完毕。

游仙区住建局在大调研中，发现“断头
路”“瓶颈路”是群众的心头梗，也是老百姓最
盼、最急、最忧、最怨的问题。因此住建局全体
党员干部建立“三联三促”项目联系专员制度，
专盯问题矛盾困难，以解决问题为具体目标，
既当“施工员”也当“服务员”。4月，停工长达
4年的开元东街与滨江东路南段相连处，30余
米“断头路”破土动工，开元片区群众多年“行
路难”问题得到解决。6月2日，因钉子户问题，
停工长达5年的五里堆路瓶颈段改造工程进
场施工，预计年底完工。届时，五里堆路将完全
消除交通瓶颈，开元中学、五里路小学师生及
周围群众的出行将更加畅快。

与此同时，区级各部门、各乡镇大兴调
研之风，难破的题到现场找答案，难办的事
到田间地头去完结。全区干部工作作风更加
务实，干部的工作能力也得到明显增强。

白天走干讲 晚上读写想
——游仙区“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活动蔚然成风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
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
指示精神、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市
厅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及市委读书班精
神，4月以来，“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活动在游仙上下压茬推
进、深入展开。

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本报讯（李静洁记者杜畅 文/图）
日前，游仙区“花开游仙·爱满家园”文
明小区鲜花发放仪式在三汇绿岛小区
举行，游仙区委宣传部、区文明办等部
门负责人向该小区共 1507 户居民发
放了市花月季花（如图）。

“作为小区的一员我感到非常荣
幸……”小区居民孙文丽说。三汇绿岛
小区在去年全区开展的“花开游仙·爱
满家园”文明小区创评活动中，以优异
的成绩，从全区 261 个居民小区中脱
颖而出，获得文明小区称号。

据了解，去年 7 月，游仙在全区
城区范围内启动“花开游仙·爱满家
园”文明小区创评活动，通过三个阶
段的抽查、交叉测评，最终评出 80 个
文明小区。

花开游仙 爱满家园
1500余户居民喜领月季花

本报讯（曹军记者杜畅）
今年中考即将来临，游仙区
设置有 5 个中考考点，为保
障中考顺利进行，游仙区各
职能部门提前介入，全力营
造良好考试环境。

4日，游仙区卫生和计划
生育监督执法大队对辖区5家
中考考点、住宿点提前展开专
项卫生监督检查。大队监督员
重点检查了中考考点、住宿点
学校的传染病防治、饮用水卫
生及学生宿舍卫生管理等工
作。要求学校及考点负责人
建立中考期间传染病防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
案，落实学生晨检、缺勤追踪
登记、疫情报告等制度；对考

点教室考前进行一次全面的
消毒处理，考生住宿点房间
保持良好的通风、换气。

游仙区城管分局全面展
开“静噪护考”专项行动，考
试期间建筑工地停工，成立

“静噪护考”志愿者服务队，
第一时间发现、劝阻和上报
噪声扰民现象。同时，该局还
对学校及考点周边环境秩序
进行集中整治，在各考点及
考点周边施工工地部署队员
进行盯守，保证考点周边环
境秩序良好。中考期间，该局
还将在考点周边设立“高考
爱心服务站”，城管队员和志
愿者们将在点位为考生和家
长提供饮水、休息等服务。

营造良好考试环境
多部门全方位服务中考

本报讯（记者杜畅）6 月
2 日，游仙区文联与凤凰乡
党委、政府联合举办“走进凤
凰”文艺采风创作活动。区文
联书画协会、摄影协会、文学
协会等 10 余名文艺工作者
参加采风创作活动。

文艺工作者们先后来到
了凤凰乡境内的火烧桥、木龙
观、殷家老房子、花庙村老祠
堂、清风小筑、阡陌农业等人
文景点和现代农业公司参观
体验，实地感受了凤凰乡的风

土人情、人文自然、经济社会
发展变化等方面情况。随后，
文艺工作者们现场创作了具
有凤凰文化元素的书画、摄
影、文学作品30余幅（篇）。

凤凰乡人文历史积淀深
厚，有火烧桥、殷王塔、白雀寺、
紫气院等20余处古迹分布全
乡境内。早在一千多年前，木
龙观种植的红萝卜就成为皇
室贡品，如今成为全区唯一的
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并通
过国家绿色食品A级认证。

探寻乡土文化
文艺工作者走进凤凰乡采风

近年来，游仙凤凰乡大力发展绿色农业，引导村民回乡创
业，共谋发展。图为位于该乡乜家村的阡陌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种植基地内，返乡创业青年杨国庆家人正在采摘桃子，预计今
年产值达30余万元。 （本报记者杜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