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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台安 州

“环保风暴”好似“一把剑”——
剑指突出问题，“三大行动”精准治污

6 月 8 日，雨后。安州的天空蔚蓝、白云点
缀，如梦如画。打开微信群、朋友圈，许多市民都
被这一波“安州蓝”刷屏。

市民陈正光在朋友圈写道：“天蓝得好漂
亮，这几年，安州环境越来越好，变化人人看得
见。”“安州蓝”的刷屏，是对该区生态环境建设
最灵动的注解。

近年来，在经济增长与长远发展之间，安州区
委、区政府作出明确选择：环境问题就是民生问
题，整治环境突出问题就是提高群众幸福指数。

民之所望，便是政之所向。该区把环境保护
放在公共治理的优先位置，针对各类突出环境
问题“亮剑出击”——

推进“净空”行动，让天空更湛蓝。制定出台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和《重污染天气
应急预案》，始终抓牢“减排、压煤、抑尘、治车、
控秸”五大工程。2013年以来，全区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均在 280天以上，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在全市9个县市区中一直保持前列，安州“气
质”始终坚挺。

推进“净水”行动，让河水更清澈。全面推行
“河长制”，成立水务警务室并建立河道巡查制
度，全区河流出区断面水质达到Ⅲ类标准。持续
抓好凯江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有序推进凯江

污水处理厂项目。
推进“净土”行动，让大地更干净。推进农村

面源污染防治，划定禁养区和限养区430多平方
公里，占全区总面积的36%。并且，深入开展土壤
环境调查、风险评估、治理修复试点等工作。

山绿、水清、天蓝、空气“甜”……如今的安
州，蓝天常在、青山常在、绿水常在，散发出无穷
的生态魅力。

“环保风暴”不是“一阵风”——
开启环保“后督察”时代，不走过场百姓赞

人民群众是环境保护工作最直观感受者。
去年 8月 27日，困扰桑枣镇松林村九组附

近居民多年的生活垃圾堆放点被正式终止使
用。“从确定整治到实施，三个月不到！整得好！”
附近村民王孟林十分高兴，向记者竖起大拇指。

这处非正规垃圾堆放点建于 2010年，因收
容垃圾量大，清运困难，影响周围居民生产生
活。通过环保督察，了解相关情况后，安州多次
召开整治工作讨论会和现场会，迅速成立专项
工作组，封闭道路、消毒杀菌、全力整治。

如今，该垃圾堆放点不仅停止使用，还对存
量垃圾进行了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处理。并
且，土地治理修复工作也在加紧推进，假以时
日，这块从前无人愿踏入的“禁地”还将长出片
片新绿。

王孟林口中的“整得好”，反映出安州对环

保整治不走过场、全力以赴的决心。
近年来，通过环保督察，畜禽养殖污染、水

污染、噪声污染等一系列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了安州区委、区政府的
及时回应和有效解决。

“环保之路任重而道远。”庞军介绍，“几次
督察已经结束，但安州对环境的监管、整治，仍
是‘进行时’。”

安州开启环保“后督察”时代，逐条对照全
区历次督察内容，聚焦整改问题清单，对可能造
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坚持持续跟踪问效，限期整
改落实；对短期内整改有难度的，制定可行的整
改计划，列出详细的整改时间表和路线图。

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带队，区
监察局和区督察办全程跟踪督察，对已完成整
改的问题，适时组织开展“后督察”和“回头看”，
对问题整改不力和抓环保工作不严不实的，依
法严格追责、严肃查处。目前，全区已开展 7轮

“回头看”，共处理99人次。
一大批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环境问题得到

迅速解决，众多市民纷纷点赞：“群众有诉求，马
上能办理，有这样的作风，安州一定更美丽”。

“环保风暴”需要“合”力量——
全民参与环境治理，谱写美丽安州新篇章

如果将环保督察比作一场“大考”，那这场“考
试”的目的，就在于实现更好更高质量的发展。

庞军介绍，安州在“把好”准入关上下功夫，
严格执行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和“三同时”制
度，把环评作为立项审批和办证办照的前置条
件，对环评不到位的项目，做到不立项、不批地、
不办照、不开工。

并且，严格规范企业自身环境行为，督促企
业按照环保法律法规和标准规定，制定应急预
案，开展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消除，自觉履行企业
的环境责任和社会义务。

“坝坝舞这样跳挺好，既锻炼身体，又没
有噪音污染。”每天傍晚，湿地公园旁有不少
广场舞团体活动。细心的人却发现，这里的音
乐一直控制在 60 分贝内。跳完舞，大爷大妈
们还当起志愿者，主动在公园里拾起了垃圾。

“人人参与环保，环境才会越来越好。”退休教
师陆秦说。

整改态度感受得到、整改成效看得清楚，广
大安州人民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也被充分调
动起来。

“绿色环保家装，通常选用哪些材料？废旧
电池如何回收？”近年来，安州多次开展形式丰
富多样的环保宣传活动，通过摆放宣传展板、悬
挂宣传标语，发放环保宣传资料和开展现场咨
询等形式，向市民讲解环境保护相关政策，呼吁
大家携手行动，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生
态环境，为绿色安州贡献一己之力。

一锤接着一锤敲，一年接着一年干。在安州
大地上，环境保护的步伐正在不断加快，一个

“滨水安州·美丽花城”正踏歌而来。

“滨水安州·美丽花城”踏歌来
——安州下足力气加快推进环境保护工作

今日安州，无论是立足于湿地公园边
四季常青的花木中呼吸清新的空气，还是
在白水湖畔看碧波荡漾，放眼望去，都是
晶莹剔透的绿意。

用最纯粹的色彩编织生活，是安州人
的不变信念。

今年以来，安州持续加强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以中央、省、市环保督察问题整改
为契机，以问题为导向，坚持立行立改、快
查快办，深入推进突出环境问题整改。截
至目前，安州认领的 110个问题省环保督
察组反馈问题已整改 101个，整改率为
91.8%；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转交的
35件信访件已全部办结，涉及27个点位已
完成整改22个，其余点位正在快速推进。

“整治环境突出问题就是提高群众幸
福指数。”安州区环保局局长庞军表示，安
州将对各类环境问题加紧查办，不断推进
环境保护工作。

□彭治锦 本报记者李灵越

□张敏 本报记者李灵越

6月 5日，记者驱车驶过蜿蜒的盘山公路，
来到安州区高川乡茅香村。干净整洁的村道旁
绿树成荫，农家小院里，竹篱笆、廉政文化标语
相映成趣，一派田园风光。

在村委会，正好碰上一辆满载新鲜蘑菇的面
包车往外驶出，平菇种植大户柴勇正拖着几个空
篮子往林地里走。“忙了一早上，刚将采摘好的平
菇装箱运走。”柴勇说，每天能够摘1000多斤鲜
平菇，都是按市价批发给商贩，不愁销路。

这位种植平菇近20年的种植大户，今年在
茅香村流转了18亩林地，全用来种植平菇。

“为啥选在这里？”柴勇解释，这里种植条件
好！天然林场的“采光度”和空气湿度都刚好，连
浇水都不用。而且，山间空气负氧离子高、气温
适宜，平菇也不容易生病，完全不需要投入农药
等成本，节省了不少精力。

本村贫困户李永安、李永虎等在柴勇的平
菇种植基地务工，平菇种植技术也逐渐娴熟。看
着长势喜人的平菇，李永安萌生了在自家林地
里“大干一场”的想法，并得到了村支部书记郝
小军的大力肯定和支持。

“引进种植大户，就是要让村民看到种植户
依靠踏实劳动赚钱这一实际，带动大家靠山吃
山，主动投入产业发展。”经过科学谋划，郝小军

对于李永安“单打独斗”的想法，给出了更好的
建议：贫困户以资金入股，入股资金用于购买菌
包，将菌包放合作社统一管理；贫困户可在合作
社务工，既能获得务工收益，又能获得菌包产出
的红利。“这种‘合作社+农户’模式，我们还将
在全村推广”。

在茅香村，同李永安一样心里喜滋滋盘算
着美好明天的贫困户不在少数。

村民李桂香刚刚搬入改造翻新后的家中，
厕所、厨房的“环保”距离，让她告别了做饭时伴
随的猪粪味。“感谢党的好政策，感谢联系我们
村的‘恩人’，”瞅着崭新的新居，李桂香的脸上
挂着笑容：“在咱村，今年即将纳入D级危房改

造项目的就有13户，大家伙也都将搬入政府出
资新建的新家中，圆‘安居梦’！”

李桂香口中的“恩人”，正是安州区纪委监察
委的干部们。茅香村有建卡贫困户31户88人。这
个地处安州区西北部的偏远乡村，因地处山区、交
通不便，长期发展滞后。自联系帮扶该村以来，安
州区纪委监察委因地制宜，为茅香村定下“基
调”——水墨茅香，醉美乡村。他们立足于全村绿
色、纯净的生态基础，争取项目资金，硬化新建村
组产业道路，新建村文化广场、日间照料中心、农
民健身场所……让村容更美，让村民形成好风气。

在安州区纪委监察委的全力帮助下，这个
昔日的贫困小山村，正悄然蝶变。如今，该村已
发展林下中药材种植和经济林种植近6000亩。
截至去年年底，全村 25户 67人摘下“穷帽子”，
过上好日子。

谈起未来，该村第一书记吴云信心满满：“有
这么强大的帮扶力量扎起，我们要撸起袖子，铆
足劲搞发展。下一步，我们将引进更多的旅游企
业，将茅香村先天生态优势、产业发展同乡村旅
游结合起来，走上生态、可持续的振兴之路。”

安州区高川乡茅香村——

“撸起袖子，铆足劲搞发展！”

本报讯（记者 李灵越 文/图）入汛以来，安
州严把防汛减灾“生命线”，早安排、早部署、早落
实，从软硬件等方面多措并举，从实处做好“防
大汛、抗大灾、抢大险”防汛准备，从源头拧紧防
洪度汛“安全阀”。

6日，一场防灾救灾综合演练在安州高川乡
新桥村举行（如图）。“高川乡新桥村通讯中断，
即将发生大规模滑坡等自然灾害、100余名群众
急需紧急疏散转移……”演练模拟安州区普降
大到暴雨。区应急调度中心接到险情报告后，立
即指挥调度，集结救援力量、疏散转移群众、加
固河堤抢险，100余名群众均有条不紊地被安全
转移至临时安置点。

“防汛减灾，重在防患于未然。”该区防汛办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在安州，每年进行多次演练，
早已成为常态。“通过演练，不仅可以检验各地山
洪灾害应急预案和措施的可行性，还能进一步提
升全区防汛抗旱能力及人民群众自救能力。”

开展应急演练，只是安州“拧紧”防洪度汛
“安全阀”的其中一步。5月来，安州接连召开全
区防汛减灾暨地质灾害防治工作会议和防汛抗
旱减灾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为全区防汛减灾工
作“画定”作战图。

“早在汛期到来之前，我们共派出5个检查
组，对全区防洪度汛准备工作和水利工程进行
安全大检查。”该负责人介绍，进入汛期之后，检
查组再次出击，重点检查前期存在隐患是否整
改到位。据统计，4至5月，检查组共检查水利工
程 102处，存在安全隐患 35处。目前，绝大部分
已整改到位，无法立即整改到位的制定了临时
应急预案，确保安全度汛。

值得一提的是，安州还巧用“科技创新手
段”防治地质灾害。日前，记者在该区墩秀路刘
家沟段看到，各山体已经全部被防护网覆盖，山
坡上，装着几个方方正正的“传感器”。

“这段路分别安装有裂缝传感器、震动传感
器和拉力传感器。”该区交通运输局公路管理所
所长廖斌介绍，只要山体一旦发生裂缝加宽，山
体震动、移动等变化，传感器就马上将信息传到
平台中心。中心就能立刻发出预警，相关人员就
会立即前来进行检测、防范。

“这些传感器，都是安州区地质灾害在线监
控系统的子系统，”廖斌说，除传感器外，安州在
每个地质隐患点旁，都安装了360度摄像头，对
山体情况进行实时视频监控。“经过地质灾害防
治体系的提前预警，能够保证在发生灾害之前，

把群众安全疏散，确保大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不仅如此，安州全面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

为核心的“河长制”，落实防汛及地质灾害安全
责任制，形成“区、乡（镇）、村、组、户”山洪、地质
灾害防御体系，把防汛减灾工作职责具体到部

门、落实到个人；对监测预警设施设备进行了检
查保养、检修及更换，确保第一时间将信息和灾
情准确传递至基层一线；及时补充砂卵石、救生
衣、编织袋等常用防汛抢险物资和专用抢险物
资器材。

组织防汛演练 巧用科技手段 排查安全隐患

安州：软硬兼施 拧紧防洪度汛“安全阀”

本报讯（记者 李灵越）日前，安州区农业局
组织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
行动”动员暨技术培训会，标志着安州区“第三次全
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正式启动。

会上，该区农业局相关负责人就开展“第三
次全国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行动”的背
景、目的和意义进行了讲解；技术人员就普查与
征集工作进行了技术培训。

据了解，此次农作物种质资源普查与征集
行动由农业农村部牵头组织实施，普查征集对
象主要包括粮油、蔬菜、果树、经作、牧草等农作
物，要求基本查清各类作物在1956年、1981年、
2014年三个时间段的种植历史、栽培制度、品
种更替，以及重要作物的野生近缘植物种类、地
理分布、生态环境和濒危状况等重要信息。在此
基础上，征集各类古老、珍稀、特有、名优作物的
地方品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种质资源，并完成三
个时间段的普查表填报。

安州普查征集
农作物种质资源

本报讯（魏世楷 记者 李灵越）日前，为消除
隐患，确保道路处于良好的技术状况，安州区交
通局公路管理所及时调查、规划、编制整治方
案，对辽安路路面标线开展专项维修整治。

辽安路是安州区连接绵阳城区的主要干线
公路，改建后投入使用已近6年时间，部分路段
标线、人行斑马线存在不清晰、不齐全、缺失现
象，夜间反光效果不明显，安全隐患突出。

据介绍，此次对辽安路路面标线专项整治
投入 9.5万元，按照交通部颁布标线标准划线
2000余平方米，安装反光轮廓标 1000个。完工
后，将大大提升干线公路夜间安全通行效果，减
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安州专项整治
辽安路路面标线

本报讯（郭理伟 记者 李灵越）六月以来，安
州公安机关在全区范围内集中开展了以“关爱
儿童，反对拐卖”为主题的反拐宣传活动。

活动期间，安州公安民警深入全区各中小学
校、幼儿园、社区、街道，采取悬挂宣传标语、发放
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入街入户等多种方式向群
众宣传打拐相关法律、法规，介绍常见拐骗手段，
防拐、防骗和被拐后自救知识，以及近年来公安
机关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取得的成效。

据统计，活动以来，共发放各类宣传资料
7000余份，接受学生、家长及群众咨询600余人
次。通过活动，向群众表明了安州公安机关持续打
击拐卖犯罪的信心、决心和工作力度，为进一步开
展保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和反拐工作营造了良好
社会氛围，助推了“打拐”专项行动的深入开展。

安州集中开展
反拐宣传活动

本报讯（王小红 记者 李灵越）为凝聚脱贫
攻坚社会合力，塔水镇积极引导企业、社会各界
参与贫困户帮扶工作。连日来，多家爱心企业深
入塔水镇贫困户家中出谋划策、纾困解难。

四川华夏蜀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四川鑫
泰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到塔水镇安塘村、高观村，
为贫困户张文先、尹大富捐赠了大米、食用油和
现金，详细了解了家庭情况，表示将资助贫困户
子女继续完成学业；绵阳德律房产公司到高观
村和云塔社区开展“走进塔水，传递温暖”公益
慈善活动，为贫困户李国华家购置了床铺、碗
柜、茶几等家具，还送去四十只鸡供贫困户养
殖，帮助他们增加收入。

通过系列帮扶活动的开展，为贫困户改善
了生产生活条件，树立了企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镇企携手
为贫困户解难帮困

本报讯（何涛 记者 李灵越）今年以来，安州
结合脱贫攻坚工作要求和产业发展实际，将花
椒造林与中低产田改造、新农村建设紧密结合
起来，多举措推进花椒产业发展。

做优种苗。根据安州花椒生长特性、气候和
土壤情况，使用花椒果树专用肥，让花椒在种植
过程中实现减肥增效。

做大基地。采取“政府主导、部门主推、乡镇
主抓”和“公司+大户+基地”的发展模式，由公司
在塔水、清泉、花荄等乡镇打造绿色无公害青花
椒精品示范园5000亩。通过公司负责技术指导
和提供种苗，辐射带动全区回引创业、联建专合
社和农业大户等发展青花椒基地1.23万亩。

做强品牌。积极促进建成集花椒保鲜、烘
干、冷冻、加工于一体的标准化生产线，实现年
加工干花椒50万吨以上；深度开发食用花椒调
味油、花椒酒和花椒精油等系列产品。

做广市场。探索委托代理销售、联营销售、
设立专卖店等销售模式，加快建设青花椒销售
信息系统和专业网站，完善线上、线下联售网
络，抢占市场份额。

安州多举措
推进花椒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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